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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管理技术规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1 年 3 月 10 日，由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申

请地方标准的立项，根据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关

于印发 2021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青

市监函〔2021〕253号)，批准《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管理技术

规范》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计划编号 DB63JH－086-2021。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起草单位：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协作单位：青海省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青海省动植物检疫站

3、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傅义娟 女 正高级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控中心
主要执笔人，起草标准

提纲及编制说明

韩学平 男 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畜牧总站
负责组织协调联系工作

王启菊 女 高级兽医师 海西州动物疫控中心
收集资料，条款 4.1、

4.2

许发芳 男 高级兽医师 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标准验证，条款 4.3

张卫忠 男 高级兽医师 格尔木市动物疫控中心 收集资料，猪场验证

李升升 男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标准查新

吴国芳 女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条款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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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钧 男 高级畜牧师 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猪场验证

刘海珍 女 推广研究员 青海省动植物检疫站 制定提纲、联络专家

蔡相银 男 高级兽医师 互助县动物疫控中心 送审、汇总专家意见

宋永武 男 高级兽医师 刚察县动物疫控中心 条款 4.7

李金元 男 高级兽医师 平安区动物疫控中心 条款 4.4

王  磊 男 副研究员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标准格式审查

多杰才旦 男 高级兽医师 果洛州动物疫控中心 收集资料、条款 4.10

应  兰 女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控中心 条款 5

炊文婷 女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控中心 条款 4.11

赵建俊 男 兽医师 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条款 4.9

王  斐 女 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控中心 条款 4.8

莫华山 男 兽医师 互助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猪场验证

张  燕 女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控中心 协助起草编制说明

宋长芳 女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控中心 收集专家意见

巨金玲 女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控中心 联系专家，打字复印

杨峻鹏 男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动物疫控中心 收集查新资料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生物安全管理是指为了阻断病原体(病毒、细菌、真菌、

寄生虫等)侵入动物群体，保证动物健康安全而采取的一系

列疫病综合防控措施。建立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主要目的是

防止动物疫病病原体进入养殖场、阻断病原微生物的传播扩

散，从而提高动物的整体健康水平。养殖场建立生物安全体

系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疫病控制手段。

2018年 8月，我国辽宁沈阳发生全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

随着疫情的扩散，大批未建立生物安全体系或者生物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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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到位的规模猪场纷纷倒下，遭受重创而关闭，全国 32

个省市及自治区无一幸免，均有猪场感染非洲猪瘟疫情，全

国共扑杀和无害化处理生猪近千万头，经济损失巨大，随着

生猪产能的急剧下滑，全国各地猪肉价格大幅上升，严重影

响了居民肉食品的正常消费。有专家说，防“非”千万条，

生物安全第一条，可见，健全的生物安全体系和管理是规模

猪场防控疫病关键且重要的基本措施。

随着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动物性

食品安全的源头，养殖场的生物安全，随之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现阶段，养殖场建立生物安全体系是最经济有效的预

防和控制动物疫病流行的手段和方法已经成为各界专家学

者的共识。

科学的生物安全管理能有效将病原体拒之门外，使疫病

防控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养殖场建立生物安全体系的最大

优势是可以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兽药使用和残留，生产

出优质无污染的绿色产品。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作为国际上公认的动物疫病防控有

效手段，也是我省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和非洲猪瘟无疫小

区的重要内容，在规模猪场建立符合我省实际的规模猪场生

物安全体系，降低疫病对产业发展的制约，将是我省生猪产

业迅速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制定一套科学、合理、可操

作性强的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管理技术规范，指导猪场科学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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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可以帮助猪场改善生物安

全环境，提升综合管理水平，降低疫病危害，提高养殖效益，

对于助推我省生猪产业发展、保障生猪养殖业健康发展、畜

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意义重大。

三、主要起草过程

承担起草任务后，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互助

八眉猪原种育繁场等单位成立了由多年从事动物疫病监测、

诊断、生猪饲养、管理等工作的相关技术人员组成的标准起

草小组，指定了标准负责人和各条款的执笔人，其他人员分

别负责资料查询、收集、意见征求稿发放、专家意见收集、

文字整理、组织协调和联系等工作，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任

务，确保标准编写、审稿工作顺利进行。

小组成员先后收集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

物产地检疫规程》、《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GB/T17824.1 规模猪场建

设、GB/T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T32149 规

模猪场清洁生产技术规范、GB/T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

技术规范、GB16548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

规程、GB16567 种畜禽调运检疫技术规范、GB/T18596 畜禽

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NY/T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1569 畜禽养殖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通则、NY/T1952 动

物免疫接种技术规范、《动物传染病学》等国内有关规模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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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选址、生物安全管理、猪场设计、无害化处理、种畜禽调

运检疫、免疫接种等技术有关资料，并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

总结，结合起草人多年从事规模猪场饲养管理、疫病净化、

监测防控的工作经验，以及我省规模猪场实际写出草稿，经

在小组内部数次讨论修改后，形成初稿，并召开了由省畜牧

兽医科学院、省畜牧总站、西宁市动物疫控中心、平安区动

物疫控中心等单位专家参加的标准初稿审查会，根据专家反

馈的意见和建议，再次对文稿内容进行了修改，形成送审稿，

送交行业主管部门省农业农村厅进行预审。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1、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 GB/T1.1—2020 的规定进行编

写，除一般性原则外，最主要的是符合省内规模猪场实际情

况。

2、坚持“通俗性、实用性、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

原则，力求标准内容通俗易懂、易操作、易推广。

3、经查新，本规范目前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青海

省地方标准。

4、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

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跨省调运乳用种用

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与现行的国

家法律、法规、标准没有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规范规定了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管理的各项技术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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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组织管理、制度管理、猪群管理、人员管理、车辆管理、

饲料管理、卫生与消毒、风险动物控制、无害化处理、记录

等内容。

1、建立生物安全体系，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科学的生物安全管理能有效将病原体拒之门外，使疫病

防控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成立生物安全体系领导小组是建

立生物安全体系的重要前提，领导小组要负责生物安全制度

的建立、落实、检查和考核，针对生物安全管理的各个环节，

制定标准操作规程，场内所有人员遵照执行，还应对场内所

有人员定期开展生物安全知识培训，提高生物安全意识，确

保生物安全操作能落实到养殖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2、猪群管理

因养殖场内不同月龄的猪只在饲养管理、免疫预防等环

节存在一定差别，对猪只按照不同生长阶段进行分区、分点

饲养管理，便于环境控制更适合每头猪，这是规模化养殖场

对猪场内部环境合理布局、规范管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切断

疫病传播的有效手段。实行全进全出管理有利于猪场的管理

和疫病控制，猪舍清群后对猪舍的清洗、消毒工作是必不可

少的，可以显著降低疫病发生风险。

3、人员管理

人员（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饲养人员等）做为生

物安全体系中重要而关键的环节，其活动行为事关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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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立的成败，其对各项制度及措施落实的是否到位，也

直接影响生物安全体系建立的成效，因此，外出返场职工必

须严格遵守消毒、隔离制度，并定期对所有人员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和各项制度宣传贯彻，熟练掌握生产基本知识和技能，

严格遵守制度规定并执行到位。

4、车辆管理

入场车辆是疫病传播的关键风险点之一。据统计，养殖

场近 80%的疫病是由外来人员、车辆、引种、饲料等带入，

属于外疫传入，因此规模场在建立生物安全体系时应严格控

制外来人员、车辆入场，做到专车专用，及时消毒。

5、投入品（包含饲料、兽药、生物制品）及饮水管理

养殖场应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畜禽标识和养

殖档案管理办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无

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等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规

范购进饲料和兽药，购进饲料应符合《饲料卫生标准》，饲

料贮存场地要清洁、干燥，防止霉变。饲料、兽药、生物制

品等不同类型的投入品应分类储存，防止交叉污染。投入品

储存状态标示清楚，遵循先进先出的使用原则。因水质污染

导致畜禽疫病或死亡，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卫生安全，因

此养殖场应定期检测饮用水质，定期清洗和消毒供水、饮水

设施设备。

6、卫生与消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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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应建立建全消毒制度，外来人员和车辆是外疫传

入的关键风险点之一，按照 G8/T16568、《动物防疫条件审

查办法》等要求，明确本场职工、外来人员及车辆进入生产

区的管理及消毒规程。非生产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生产区,

特殊情况需进入，按照 NY/T5047执行；人员进入生产区,应

穿戴工作服经过消毒间，洗手消毒后方可入场并遵守场内防

疫制度。科学合理的选择消毒剂种类和消毒方法可以更有效

地杀灭病原微生物，养殖场消毒管理制度中应建立消毒方法、

合理选择消毒剂、明确消毒剂液配置和定期更换等措施。

7、风险动物控制

良好的卫生环境，既体现养殖场现代化管理水平，也体

现养殖场对生物安全管理的重视，养殖场应及时清理垃圾、

保持环境卫生整洁。鼠、虫、犬、猫常携带多种病原体,对

猪场养殖具有较大威胁。按照《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要

求,种畜禽场应有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或者措

施。应采取措施控制啮齿类动物和虫害,防止污染饲草料。

鉴于犬猫可携带多种人畜共患传染病病原，是多种寄生虫的

宿主，对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影响较大，因此，养殖场原则上

不得喂养犬猫，特殊情况下需要饲养狗的，要求加强管理，

并实施防疫和驱虫处理。

8、引种管理

为从源头控制疫病传入风险，养殖场应规范引种行为，



10

按照 GB/T16568、NY/T5049关于引种的要求，输出地须为非

疫区，输出地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按照《种畜禽调运检疫

技术规范》的规定经检疫合格，跨省调运须经输入地省级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审批，运输工具需彻底清洗消毒，持有动物

及动物产品运载工具消毒证明，输出方应提供相关经营资质

材料。

9、无害化处理

规范的粪污废弃物、病死猪及其产品的无害化处理，能

够防止污物携带的大量病原体引起动物疫病的传播扩散，是

保护养殖场周边生态环境的重点工作。养殖场应根据本场实

际情况，配备与自身规模相适应的的无害化处理设施，如焚

尸炉、化尸池等，并制定相应操作规程，对于病死猪及其流

产胎儿、胎衣、排泄物等可采用销毁、化制、掩埋、消毒等

方式进行定点无害化处理，做好处理记录,并及时归档。

对于处理后的终末产物应进行无害化评价，粪污经无害

化处理后应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排放

要求。

10、防疫管理

猪口蹄疫为我省强制免疫病种，按照历年《青海省动物

疫病免疫方案》要求，养殖场应按规定实施强免。对猪瘟、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疫病，可结合猪场实际进行计划免疫，

鼓励有条件的规模猪场开展猪瘟、猪伪狂犬病等疫病监测净

化，创建主要猪病净化场。



11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初稿共征求了 5家单位的意见，分别是青海省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标准起草单位）、青海省畜牧总站

（技术指导单位）、互助县八眉猪原种育繁场（标准使用单

位），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科研院所）、西宁市动物疫控中

心（技术指导单位），共收到 8条反馈意见（见下表），其

中 7条予以采纳。按照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

稿。

          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原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单位
处理意见

和理由

1 4、5

第 4章和第 5章的内容，相

关法规、办法中已有规定，

可直接引用

省畜牧总站 采纳

2
9.5、

10.3.2.2
建议删除此部分内容 西宁市动物疫控中心 采纳

3 10.5.1 删除‘系谱证’ 西宁市动物疫控中心 采纳

4 5.1和 6.4
对车辆的消毒和水质检测

内容要求高，较难达到
八眉猪原种育繁场 未采纳

5 12.3

在检测病种中加上非洲猪

瘟，GB16548已废止，农业

部有替代文件

省动物疫控中心 采纳

6
建议加上饮水、饲料的生物

安全管理内容
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采纳

7 13.6 建议删除此条内容 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采纳

8 15 加上引种、销售的记录内容 省畜牧总站 采纳

2022年 5月 6日，省农业农村厅组织青海大学（大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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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科研机构）、西宁市动物疫控中

心（技术指导）、互助八眉猪养殖技术服务中心（技术服务

和使用）和大通县动物疫控中心（技术指导）的专家对本标

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预审，与会专家共提出修改意见 11

条（见附件），其中 9条予以采纳。标准编写组按专家意见

进行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提交省市场监管局审查。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及措施

标准发布后，我们将利用举办技术培训班、科技三下乡、

疫病监测采样、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等工作机会，深入省内规

模养猪场、合作社，对本标准进行系统讲解和推荐宣传，使

全省各级兽医技术人员和猪场（养殖小区、合作社）负责人、

技术人员了解建立生物安全体系的重要意义，提高生物安全

意识，为今后开展规模猪场主要动物疫病净化、非洲猪瘟无

规定动物疫病小区建设等奠定基础。

我们也将随时收集各地、尤其是猪场的反馈意见，对本

标准不断进行补充和完善，适时进行修订，使之更好为全省

规模猪场开展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和管理工作服务。

八、预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制定发布，有利于指导规模猪场建立生物安全

体系，从设施设备、制度措施、人员、车辆、猪群管理、引

种、消毒、无害化处理、免疫、监测净化等方面入手开展生

物安全建立与管理工作，帮助猪场提高防疫条件，加强饲养

管理，提高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增加市场竟争力，有利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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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品牌的形成。重要疫病的控制和净化，可以保护食品安全；

病猪及病害产品的无害化处理，保护了生态环境安全。规模

猪场生物安全的建立，对于降低疫病危害，保障畜牧业生产

安全、畜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

意义，其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显著。

附件： 《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管理技术规范》预审意见

汇总处理表

          《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管理技术规范》

          标准起草小组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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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负责起草单位： 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序号 标准条款 意见内容 提出意见专家 处理意见和理由

1 4.9.3 引种时增加猪支原体肺炎的检疫 采纳

2 4.10.4 将“过期的疫苗”改为“过期以及当天未用完的疫苗” 采纳

3 4.11.1.3 在强制免疫病种中，加上布鲁氏菌病

张红见
未采纳。强制免疫病种布鲁氏菌
病仅适用于牛羊，不适用于猪

种

4 4.3.2.2 将“转群后”改为“转群前后” 采纳

5 4.9.3 将“感染抗体检测”改为“抗体水平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场”
马利青 未采纳。引种时病原检测阴性即

可进场，抗体水平的表述不准确

6 4.6 增加兽药、疫苗的管理内容 采纳

7 4.10.2 农医发【2017】25 号已被农业农村部令 2022 年第 3 号代替
陈永忠

采纳

8 4.4.3 增加“农贸市场、大肉饭馆”和“返场后进入生产区前应先隔离 48h” 采纳

9 4.9.3 加上“入场后再隔离饲养 2 周方可混群”
李成梅

采纳

10 4.4.5 将“猪舍”改为“猪群” 采纳

11 4.7.4.1-4.7.4

.4

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陈述结束后应用句号
赵志刚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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