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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粕是蛋白质饲料的主要来源，目
前国内豆粕需依赖进口才能满足生产需
求，受国际市场影响，豆粕价格波动剧
烈，严重影响养殖效益。为保障我国畜
牧业健康发展，稳固蛋白质饲料原料供
应，需要大力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提效
减量、开源替代”的任务部署，深入实施
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以解决蛋白质
饲料资源不足的问题。

目前，用于替代豆粕的蛋白质饲料
原料主要有杂粕类，包括菜籽粕、棉籽
粕、花生粕、芝麻粕、葵花粕、亚麻仁粕、
棕榈粕等，但杂粕中含有大量的抗营养
因子，如菜籽粕含硫葡萄糖甙，棉籽粕含
游离棉酚、单宁、植酸等；部分杂粕因水
分含量过高、仓储环境高温高湿、原料已
被霉菌感染等，在运输贮存过程中易感
染霉菌毒素，常见的有黄曲霉毒素、赭曲
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等霉菌毒素等；同
时杂粕还存在氨基酸不平衡等问题，限
制了杂粕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因此，
为提高杂粕的利用率及安全性，需对其
进行适当的加工处理。微生物发酵法是
目前较好的生物处理方法，能提高杂粕
营养价值及饲用安全性。本文将从发酵
杂粕的营养价值、发酵工艺及在猪、禽、
牛羊等动物生产中的应用予以综述，旨
在为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行动的深入实施
提供参考。

发酵杂粕的营养价值
杂粕是各种油料作物提取油脂之后

的副产物，其营养成分含量因杂粕类型、
产地、预处理工艺及干物质水平不同而
呈现较大差异。据测定，菜籽粕、棉籽
粕、芝麻粕粗蛋白质含量分别为30.99%—
40.71%、34.8%—46.4%、45.36%，均接近
豆粕的粗蛋白质含量；中国饲料数据库
（31版）显示花生粕粗蛋白为 47.8%，略
高于豆粕的含量；葵花粕和亚麻仁粕的

粗蛋白质含量为36.5%和34.8%，约为豆
粕蛋白含量的 80%，可见杂粕是一类蛋
白含量较接近于豆粕的原料。杂粕经微
生物发酵后，均能不同程度提高粗蛋白
质含量（菜籽粕提高了1.90%—26.6%，棉
籽粕提高了8.83%—31.94%，芝麻粕提高
了6.64%，棕榈粕提高了23.40%）；降低粗
纤维、酸性洗涤纤维含量；中性洗涤纤维
含量大多呈降低趋势；粗脂肪、钙、磷含
量均呈上升趋势，说明杂粕经微生物发
酵后均能改善其营养价值，进而提高利
用率。

研究发现，利用芽孢杆菌、酵母菌、
乳酸杆菌和丁酸梭菌对棉籽粕、椰子粕、
麸皮和DDGS混合发酵，粗蛋白质含量
提高了 10.51%；利用米曲霉、黑曲霉和
枯草芽孢杆菌对棉籽粕和菜籽粕混合发
酵后，粗蛋白质含量也得到了提高，且改
善了氨基酸含量，说明将多种杂粕搭配
发酵后，利用杂粕营养成分的互补性，可
有效改善饲料品质。此外，杂粕发酵后，
还会产生植酸酶、纤维素酶、蛋白酶、淀
粉酶和生物活性等物质，进一步提高了
杂粕的消化利用率。

综上可知，杂粕经发酵后，粗蛋白质
含量提高，饲用价值改善，是一类优质的
蛋白质饲料，可作为豆粕替代原料饲喂
动物。

杂粕的发酵工艺及安全性分析
杂粕因自身含有抗营养因子及仓储

不当感染霉菌产生的霉菌毒素，不仅影
响饲料中营养物质的利用率，还会引起
饲料变质和动物中毒，降低动物的生长
速度与健康水平。研究表明，借助微生
物发酵和酶解工艺能降低杂粕中抗营养
因子和霉菌毒素，改善杂粕品质。微生
物生长繁殖过程中代谢或分泌的酶能破
坏霉菌毒素分子中的毒性基团，生成无
毒或低毒的产物，芽孢杆菌属、乳杆菌
属、酵母菌属等细菌和真菌均被证实对
霉菌毒素具有降解能力。张亨研究发

现，真菌漆酶 CcLac9和植物腈水解酶
BnNIT2对芥子酸、棉酚和硫代葡糖苷有
良好转化和降解效果；张琛等研究发现，
1株可清除棉酚的戊糖片球菌，可减少游
离棉酚含量 87.15%，结合棉酚 22.83%；
吴慧昊等研究鉴定出 1株东洋芽孢杆
菌，游离棉酚脱除率可达81.30%。

目前，微生物发酵工艺主要采用固
态发酵和液态发酵两种方法，发酵效果
与发酵参数（如菌种种类、发酵温度、发
酵时间、接种量和含水量等）的设置紧密
相关。杂粕主要采用固态发酵工艺，发
酵温度一般控制在 30℃—40℃，发酵时
间大多选择48—72小时，含水量在50%
左右，接种量和菌种比例随着杂粕类型
和菌种的不同有着较大变化。

研究发现，杂粕发酵多采用连续发
酵的方式，在适宜的发酵工艺下，经微
生物发酵或酶解后，能较大程度提高粗
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降低硫甙、植酸、
单宁、游离棉酚等抗营养因子和黄曲霉
毒素B1。原理是通过生化反应有针对
性的将有毒的、不利于动物吸收的物质
转化为无毒的、易于吸收的物质，并产
生小肽等次级代谢产物，大大提升杂粕
的饲用安全性。还有研究发现，菌酶协
同发酵效果优于混菌发酵，混菌发酵效
果优于单菌发酵。采用两步两段工艺
对菜籽粕、棉籽粕混菌发酵，显著提高
了粗蛋白质含量，降低了硫甙和游离棉
酚的含量。上述研究表明，杂粕在适宜
的条件下发酵，能有效改善杂粕发酵品
质，降低抗营养因子和霉菌毒素含量，
这对杂粕扩大用量、替代豆粕具有重要
的意义。

发酵杂粕在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在猪生产中的应用

发酵杂粕在猪生产中已广泛应
用。研究发现，发酵杂粕主要用于育肥
猪，在饲粮中分别以粗蛋白质含量为
42%、40%、36%（实为菜籽粕：麸皮按7:3

混合物）的发酵菜籽粕直接或等氮替代
豆粕，使用量在4.85%—11.2%范围生产
性能良好；以粗蛋白质含量为 59.6%的
发酵花生粕按 3%添加量饲喂仔猪，以
粗蛋白质含量为 48%的发酵花生粕按
8%添加量饲喂育肥猪生产性能均表现
良好；以粗蛋白质含量为49.64%的发酵
棉籽粕按2%—9%添加量饲喂育肥猪生
产性能良好。上述研究结果均表明适
量发酵杂粕替代豆粕可提高育肥猪的
生长性能，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
还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提高机体免疫
力，这可能是因为在替代豆粕饲喂猪
时，虽然配方中粗蛋白含量相近，但发
酵处理改善了蛋白质品质，有效降低了
抗营养因子，同时产生大量的益生菌、
有机酸、寡肽等活性物质，促进了动物
消化吸收，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最终提
高了动物的生长性能。

顾方等人研究发现，在低蛋白饲粮
中以发酵菜籽粕替代 50%豆粕用量，对
育肥猪的生长性能无负面影响，当替代
量达 50%以上时，对猪的生长性能产生
负面影响，因此，利用发酵菜籽粕饲喂
育肥猪时，替代比例不宜超过 50%。此
外，丁小玲等在饲粮中添加 3.44%—
10.32%发酵菜籽粕，分别替代对照组饲
粮中20%、40%和60%的膨化豆粕，对仔
猪的生长性能无影响；杨树梅在饲粮中
添加 3%发酵花生粕替代对照组饲粮中
3%的鱼粉，可显著提高仔猪生产性能和
营养物质利用率，促进肠道中微生物的
平衡，增强仔猪免疫力。

综上，发酵杂粕适量添加可提高猪
的生产性能，综合杂粕营养价值、适口
性及价格因素，生产中可用粗蛋白含量
高，适口性好的发酵花生粕用于部分替
代豆粕或鱼粉，用价格较低的发酵棉籽
粕、菜籽粕用于部分替代玉米、豆粕以
降低饲养成本。

在家禽生产中的应用
大量研究证明，发酵杂粕在禽生产

中应用较为广泛，在鸡、鸭、鹅等家禽饲
粮中添加一定比例的发酵杂粕，对其生
长发育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发
酵杂粕营养价值不同，肉鸡饲粮中替代
豆粕的比例也不尽同，其中发酵菜籽
粕、棉籽粕、芝麻粕替代豆粕比例分别
为9%—15%、6%和10%；鸭饲粮中发酵
菜籽粕和芝麻粕替代豆粕比例分别为
16%和4.2%，鹅饲粮中发酵棉籽粕添加
比例为 20%，均能促进家禽的生长发
育。

还有研究将椰子粕、棉籽粕、麸皮
和DDGS混合发酵后，以 2%—4%代量
饲喂蛋鸡，提高了营养物质表观代谢率
和肠道屏障功能；将菜籽粕膨化发酵
后，等氮替代豆粕对崇仁麻鸡肉品质、
风味均无明显影响，且未引起肝细胞发
生明显的病理损伤，说明膨化发酵菜籽
粕替代豆粕是可行的。但当发酵菜籽
粕替代比例超过 15%、棉籽粕超过 20%
时，均会造成鸡生长性能降低，肠道结
构受损，免疫功能下降，说明发酵杂粕
不宜添加过量。

综上可知，发酵杂粕可在一定程度
上替代豆粕应用于家禽生产。

在反刍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发酵杂粕在反刍动物生产中的众

多应用研究证明了其饲喂反刍动物的
可行性。饲粮中添加发酵菜籽粕可以
改善奶牛体内的氨基酸平衡，提高干物
质采食量和产奶量；可提高羔羊的平均
日增重，降低料重比，增强机体的免疫功
能；对育成山羊的增重和采食量无负面
影响。饲粮中添加一定量的发酵棉籽粕
可提高安格斯牛的生长性能和营养物质
消化率，在放牧犊牛的饲粮中补充棉籽
粕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提高犊牛的总增
重和平均日增重。

在饲粮中添加发酵花生粕饲喂哺乳
奶牛，可显著提高产奶量、乳脂量、牛奶
品质。还有研究发现，发酵棉籽粕和菜
籽粕混合物替代75%豆粕饲喂奶山羊可

提高泌乳奶山羊的日乳脂产量和100天
的乳脂产量，改善其乳房健康。

综上可知，发酵杂粕可作为优质蛋
白原料在反刍动物生产中替代部分或全
部豆粕使用，但需进一步研究在不同种
类反刍动物日粮中发酵杂粕的最适添加
量以及混合使用的最佳比例，以降低饲
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在其他动物生产中的应用
研究发现，在兔饲粮中添加发酵菜

籽粕，可提高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增强
免疫系统发育并有助于防止肠道微生物
群的紊乱；在鱼饲粮中添加发酵芝麻粕
替代菜粕、发酵棉籽粕替代鱼粉和发酵
花生粕替代鱼粉，可提高尼罗罗非鱼、
黑鲷幼鱼和草鱼生长性能和饲料利用
率，改善肠道形态结构，优化肠道菌群；
在中华绒螯蟹幼蟹饲粮中添加棉籽粕，
可提高生长性能和肝胰腺消化酶活性；
在凡纳滨对虾饲粮中添加花生粕，可提
高生长性能、饲料效率及免疫力。由此
推断，发酵杂粕替代豆粕也可用于兔、
鱼、虾等动物生产中，但需要深入研究，
以确定发酵杂粕在饲粮中的最佳豆粕替
代比例。

杂粕是一类粗蛋白质含量接近豆粕
的原料，生产中可替代部分豆粕，因其氨
基酸不平衡、含有抗营养因子、易被霉菌
毒素污染等因素限制了其在动物生产中
的大量应用，通过微生物发酵处理，能降
低上述影响，提高其饲用价值。目前，发
酵杂粕的应用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一
是由于杂粕来源广、种类多、发酵工艺不
同，导致发酵杂粕营养成分差别较大；二
是发酵杂粕应用于畜禽种类较多，不同
饲喂对象、不同饲养阶段添加量也皆不
相同，导致饲喂标准难以确定。因此，需
要深入研究用于发酵各种杂粕的最佳菌
种及最适用量，优化发酵工艺，同时根据
动物消化生理、发酵杂粕营养特点确定
其适宜用量，为我国深入实施饲用豆粕
减量替代行动提供可行途径。

动物疫病净化场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创建应注意哪些问题动物疫病净化场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小区创建应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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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1年 1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动物防疫法》首次确定了动物疫病
净化场（以下简称净化场）和无规定动
物疫病小区（无规定动物疫病生物安全
隔离区，以下简称无疫小区）的法律地
位后，各地养殖企业积极响应农业农村
部号召，热情参与净化场和无疫小区的
创建工作，以提升其动物疫病的区域化
管理水平。但是，该项工作牵涉面广、
内容庞杂、技术要求高，还存在许多相
对本行业以往的工作内容、方式方法差
异较大的专业性问题，比如动物疫病流
调监测的抽样方式和抽样数量的确定、
无疫小区规定动物疫病监测范围的确
定、无疫小区规定动物疫病风险评估技
术等，这种大跨度、高难度的工作流程
必然会出现不少的问题，许多生疏的知
识往往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学习和摸索，
容易造成工作进度缓慢，难以适应企业
创建规划的时间要求。

为此，笔者对近几年净化场和无疫
小区创建工作中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
对其中比较突出的共性问题提出了解
决对策，期望能对净化场和无疫小区的
创建工作有所裨益。

创建工作现状
创建净化场和无疫小区是对动物

疫病实施区域化管理的基本内容，即对
动物场群或相关生产单元通过天然或
人工屏障进行严格的流行病学隔离，采
取持续监测、防疫、检疫、无害化处理、
流通控制等手段，实现在动物场群或特
定小区（生物安全隔离区）达到消灭1种
或几种动物疫病的目的，提升区域内动
物的卫生管理水平。

该项工作始于20世纪末，为了适应
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国际贸易认
可动物无疫区的原则和响应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OIE）提出的用区域化管理措
施来控制消灭动物疫病的倡议，我国于
1998年启动了第一期动物保护工程。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畜牧业水平千
差万别、动物疫病状况复杂及初期对困
难估计不足等原因，早期提出的过高的
建设目标难以实现，在总结前期经验的
基础上于 2001年提出首先集中财政资
源在四川盆地、松嫩平原、辽东半岛、胶
东半岛、海南岛这几个相对独立、封闭
的地域建设动物无疫示范区，再以示范
区的成功建设经验向其他地区推广。

2003年，以上涉及六省五个片区建
设的免疫口蹄疫、鸡新城疫、猪瘟等动
物无疫示范区项目全部通过国家验收；
2009年，海南省动物免疫无口蹄疫区、
广州从化无马属动物疫病区均通过了

国家评估，广州从化无马属动物疫病区
还被欧盟列入可向欧盟永久出口马匹
的国家和地区名录。之后，北京、山东、
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市相继提出了建
设动物生物安全隔离区的设想，动物疫
病区域化管理取得阶段性成果。

为进一步推动动物疫病区域化管
理工作向纵深发展，农业农村部、中国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等部门近年来
先后出台了净化场和无疫小区的评估、
管理技术规范等技术标准和实施方案，
为净化场和无疫小区的创建工作提供
了一整套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技术
指导体系，创建工作开始步入快车道。
截至2024年3月21日，全国共建成国家
级净化场262个、无疫小区334个，短短
的五六年时间便取得如此亮眼的成绩，
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和国际贸易。

当然，同我国庞大的畜牧产业规模
相比，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仍然任重道
远，少走弯路、小步快跑仍会是当前创
建工作的总趋势。

创建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空间结构布局方面

单元与外界的布局或隔离不太符
合相关规定要求。养殖场或其他生产
单元与外界的布局或隔离必须符合《动
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规定，即各场
所之间或各场所与动物诊疗、居民生
活、饮用水水源、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
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且场区周围建设
围墙等（围墙、护栏、篱笆、铁丝网等）隔
离设施。

此规定是建设养殖场或其他生产
单元防疫许可的最基本条件，但是针对
净化场或无疫小区所控制的某些特殊
病种，相关部门制定了更严格的防疫要
求。比如对非洲猪瘟防控，要求猪场与
以上公共区域、交通主干道等的间距必
须大于 500米；有些动物疫病因为流行
病学方面的原因，必须采用更为严格的
物理性隔断措施，防止鼠、兔等易感小
动物进入场区传播疫病。一些企业在
规划建设时没有考虑到这些特定要求，
造成生产单元与外界的布局不合理，或
者早期的规划建设因为动物疫病的发
生发展出现了不符合防疫条件的情况，
类似问题在创建中比较常见。

养殖场不同功能区的布局不够合
理。养殖场内的布局主要分为办公区、
生活区、生产区、隔离区、环保区等功能
区。《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规定了养
殖场不同功能区应该分开布局并有隔
离设施，但特殊病种又有更严格的防疫
条件。比如对非洲猪瘟防控，要求猪场
的隔离区与生产区间距离不能低于500
米；净化场和无疫小区的相关技术规范

则规定生产区必须布局在上风向，其他
功能区布局在下风向，生产区与其他功
能区的距离必须超过 50米或通过物理
屏障进行有效隔离。某些企业在规划
设计之初往往考虑不周，把生产区布置
在了1个或几个其他功能区的下风向或
侧风向处，而大多比较老旧的猪场又常
常难以满足防控非洲猪瘟对隔离区与
生产区的距离要求，即使一些新建猪场
也常会因为场区地理地势因素不能满
足这一条件。

生产单元之间的空间布局不够科
学合理，增加了无疫小区生物安全管理
的难度。一些企业过多地考虑了交通的
便利性，可能造成生产单元之间的布局
不够合理。比如因地理条件限制，笔者
所在的秦巴山区的主要城镇大多位于交
通主干道上，从城镇一侧到另一侧基本
没有可以绕行的岔道，如果生产单元之
间过于分散，生产单元间的流通很难绕
过物流人流非常集中的城镇区域，势必
增加了无疫小区生物安全管理的难度。

生物安全管理方面
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内容不全或与

企业实际不能完全切合。企业应该制
定统一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内容包括
生物安全管理组织体系、疫病风险评
估、生物安全计划、生物安全措施以及
标准操作程序等。生物安全管理组织
体系包括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及职责、配
备到所有生产单元的生物安全管理员、
相关人员的岗位培训以及配备执业兽
医师等；疫病风险评估包括评估的方
法、内容以及程序；生物安全计划、生物
安全措施和标准操作程序则是根据疫
病风险评估的结果和基于危害分析的
关键点控制所制定。

如果企业的生物安全管理手册缺
失其中的某项或某些内容就会造成内
容不全的问题；或者生物安全计划和生
物安全措施不能很好地反映疫病风险
评估的结果，其与企业实际不能完全切
合，必然会导致企业的生物安全管理漏
洞，引发生物安全事故。

规定动物疫病风险评估不够准确、
生物安全计划操作性不强。企业每年
至少开展 1次风险评估工作，从周围环
境、空间布局、设施设备及防疫、人员、
投入品、运输管理等方面进行疫病风险
识别，评估风险等级，分析风险不确定
性等级，提出风险管理意见，最终形成
风险评估报告，并作为生物安全计划制
定的依据。

企业评估疫病风险时如果对风险
因素估计不足就可能形成风险评估漏
洞，或者风险评估专家组因为对疫病风
险认识的差异性过大也会导致风险评
估不准确的问题；在制定生物安全计划
时，如果没有严格按照危害分析与关键

点控制的原则进行处理，或者对疫病传
播风险的危害分析过于粗糙，还会造成
生物安全计划操作性不强的问题。

规定动物疫病监测方面
监测范围不合理。规定动物疫病

监测的范围要根据疫病的流行病学特
征来确定，内容主要包括监测点位和监
测对象，对关键控制点要重点监测，另
外企业监测与官方监测的监测范围也
有所不同。

企业和官方兽医机构在制定监测
计划时，可能对疫病的流行病学特征考
虑不全，或者对疫病的发展变化估计不
足，亦或对自身情况有所疏忽，导致监
测范围上出现疏漏、重点不突出或者官
企不分等问题。比如，因为面临种群淘
汰期，企业将新引进较大数量的后备种
畜，因此对引进动物的监测将是企业和
官方2024年的重点监测内容，如果像往
年一样缺少该项监测或将其作为普通
监测项就会出现监测范围疏漏或监测
重点不突出的问题。

抽样方式、数量不符合监测要求。
主要问题表现在抽样方式单一，大多只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同时，因为抽
样方式导致监测数量不足的问题。

技术规范要求对种畜禽、商品畜禽
或者免疫动物、非免疫动物实施分层抽
样，亦即对种畜禽、商品畜禽或者免疫
动物、非免疫动物分别依照公式计算抽
样数（证明无疫或估计流行率）并分别
抽样，如果只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式，
计算的抽样数量自然会少于规定所要
求的监测数量；技术规范对于布鲁氏菌
病（以下简称布病）或牛结核病无疫小
区的监测，要求对目标群采取逐头（只）
抽样的非随机方式，如果按照证明无疫
方式抽样也会产生抽样方式和抽样数
量的问题；对于非洲猪瘟的监测，则要
求企业每栋舍随机采集不少于 30份猪
只样品开展证明无疫监测，而官方则是
每个养殖场随机采集不少于 30份猪只
样品进行监测，如果认为企业和官方都
是按场采集不少于30份样品，必然造成
企业监测数量不足的问题。

解决对策和建议
科学合理布局

筑牢隔断疫病传播的屏障
合理规划生产单元与外界的布局，

实行一病一策隔离措施。企业应该对
场区建设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不
仅要满足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规
定，更要结合企业的长远发展提前布局
并预留足够的发展空间。养殖场区或
其他生产单元与外界的隔离屏障实行
一病一策隔离措施，有效解决某些疫病
对防疫条件的特定要求。

非洲猪瘟防控是一个回避不了的

现实问题，因此猪场或其他辅助生产单
元的选址应该远离屠宰场、无害化处理
场、动物诊疗场所等高风险场所，与居
民区、水源地、学校等公共场所及交通
主干道间隔 500米以上的距离，整个场
区配置实体围墙与外界隔离；对于过去
建设的老旧猪场或其他辅助生产单元，
如果能够通过适当改造满足防疫条件
时，可以进行改造，比如前缩后伸达到
场区与公共区域、交通主干道的间距要
求，拆护栏、篱笆以砖墙进行修补满足
实体围墙的隔离条件。

对于猪伪狂犬病、牛羊布病净化场
或牛羊布病无疫小区防止鼠、兔、猫等
小动物进入的措施，是在场区隔离设施
外一定距离处（比如间隔1米的地方）设
置铁丝网隔离带，铁丝网外挖建宽30厘
米、深 50厘米的水渠防疫沟，2种隔离
设施的长度与场区原隔离设施长度相
当，铁丝网与原隔离设施间的区域进行
路面硬化以利于定期消杀，定期养护隔
离设施，及时修补破损处以保障隔离设
施完善。

不同功能区合理布局，严防交叉污
染。养殖企业在规划建设之初必须对
养殖场各功能区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
按照当地常年正常的风向规律进行设
计，生产区布置于上风向，其他功能区
布置于下风向，生产区与其他功能区之
间设计50米的间隔距离；猪场的隔离区
必须布置在生产区的500米以外。对于
一些老旧养殖场，如果生产区与其他功
能区的间距达不到要求距离的，可以在
生产区与其他功能区之间设置护栏、栅
栏、灌木丛等物理性隔离设施进行有效
隔离。

合理规划生产单元之间的布局，尽
量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从无疫小
区生物安全管理的角度考虑，生产单元
的布局应相对集中，尽可能远离物流人
流密集的区域，要根据当地地理地势的
具体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布局，尽
量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比如鉴于
秦巴山区特殊的地理条件，生产单元应
集中布局于城镇的同一方位且距离城
镇 5千米以外的地方，考虑到交通应该
相对便利的因素，各生产单元距乡道以
1.5—2.0千米为宜。

强化生物安全管理
完善生物安全措施

制定切合企业实际、内容完整的生
物安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技术规范
的要求制定内容完整的生物安全管理
制度，特别要完善生物安全管理组织体
系；生物安全计划、生物安全措施及基
于关键点控制的标准操作程序必须以
疫病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保障生物安
全管理制度能够完美地切合企业实际。

准确评估规定动物疫病风险、制定

科学的生物安全计划。规定动物疫病
风险评估准则提供了疫病风险评估的
方法和细则，开展风险评估时，必须遵
照准则规定的风险因素逐项对照企业
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评估，考虑到人类
自我认知的局限性，建议引入 20%—
30%的外部资源参与风险评估，彻底杜
绝对风险隐患识别的漏洞；严格按照危
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的原则制定科学
的生物安全计划并根据风险条件变化
及时调整，详细分析风险隐患对疫病传
播流行的危害性，制定可有效管理疫病
风险并覆盖所有生产单元的生物安全
措施。

制定科学的监测方案
执行规范的监测程序

完善监测范围，不留监测死角。企
业和官方机构必须严格按照疫病的流
行病学特征，结合无疫小区的生物安全
计划制定科学合理的监测方案，不留监
测死角。比如对非洲猪瘟的监测，企业
重点基于风险对猪只、环境、饲料、车
辆、人员等进行监测，官方机构主要对
养殖场、无害化处理场所、缓冲区等进
行重点监测；对布病的监测，企业和官
方机构每年间隔6个月各监测1次养殖
场，重点监测成年（性成熟）牛羊，官方
还包括对缓冲区易感动物的监测，监测
范围覆盖缓冲区内的养殖、屠宰、无害
化处理、交易等环节。

采取科学的抽样方式，保证足够的
监测数，保障监测科学有效。严格按照
监测准则、技术规范规定的抽样方式，
保证足够的监测数量，同时积极开展基
于风险的监测，保障监测科学有效，比
如优先抽取缓冲区内流产、产死胎、新
引进的牛羊，就是基于风险对缓冲区内
布病易感动物的监测。

保障足够的监测数量，采用适当的
抽样方式、设定科学合理的计算参数非
常重要。病原监测或感染抗体监测采
用证明无疫抽样方式（布病、牛结核病
除外）计算抽样数，计算参数设定为：置
信水平（CL）为95%，试验敏感性（Se）为
90%，预定流行率（p）为 0.5%、1%、2%
（鸡白痢和支原体为 0.5%，高致病性禽
流感和新城疫为1%，畜类疫病为2%）。
预定流行率p不是动物群的疫病实际流
行率，是根据疫病流行特征、历史经验、
专家观点等确定的动物群疫病流行的
流行率阈值，理论上说，当疫病流行率
低于该值时，疫病就不会在动物群中传
播流行。免疫监测采用估计流行率方
式计算抽样数，计算参数设定为：CL为
95%，Se和试验特异性（Sp）为 90%，预
期流行率 p为 90%，可接受误差（e）为
10%。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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