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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2小规模封闭型生猪养殖 在小规模封闭型养殖体系中，猪的密度越高，在畜群之
间引起病原体传播的风险就越高。
实施全进全出管理、空置期和消毒程序这些措施往往是不切实际的。
不同年龄阶段牲畜的隔离不能彻底，限制访问者的进入、控制啮齿类动物或四处游荡的动物也很困难
。
 如果没有一个清洁的种畜来源，就很难避免通过种畜传播疾病。
农民饲养用于市场出售的猪通常从不同的地方购买，因此，疾病进入其养猪场的风险更高。
 饲养方法仍然依赖于当地的食物来源，在可能的条件下，一些养猪户也使用工业饲料喂养。
而那些未经控制的肉、骨头或者鱼粉，包括来自城市餐馆里的泔水，也可能被当做饲料。
 随着一个养殖场内生猪数量的增加，养猪产生的废水值得关注。
猪废水和粪便已成为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
尽管人们努力推广沼气和堆肥，通常情况下还是无法控制废物的排放。
 多种类综合性饲养体系，对于化解经济风险和最优化利用副产品而言，是一个有效的策略。
但是，这些体系又提高了对生物安全的关注，并增加了许多疾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口蹄疫、假狂犬病
和沙门氏菌病等。
同一个养殖场混养不同种类动物也增加了新型病毒出现的风险，尤其是可以感染许多物种的流感病毒
。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如果提供适当的激励措施，进行小规模封闭型生猪饲养的农户比饲养自由觅食猪
的农户更倾向于实施一些生物安全措施。
例如，农户经常发现自由散养这种饲养方式很难获得银行的养殖信用贷款，原因在于其涉及与疾病相
关的金融风险。
而实施良好生物安全措施的养猪场更容易获得信贷融资，这对于养猪户和他们的金融伙伴而言都是有
益的。
 隔离、清洁和消毒都应该被考虑，特别是隔离。
小规模封闭养猪与自南觅食养猪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与外部环境之间有一个实质性的屏障。
 1.2.1猪场的位置和围栏 猪场的位置是疾病传人风险中一个关键性因素。
当新建立一个猪场时，即使是小规模的，也必须考虑到与其邻近的其他猪场和公共道路之间的距离。
在相邻的猪场之间，以及一个猪场内各个单元之间，需要设置一个最小距离，这样做的目的是限制以
空气为介质的疾病传播风险。
实际间隔距离应根据条件和环境的不同而定。
在平坦地带，畜棚里的气流能够相对集中，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将病原体传播到很远。
在土地稀缺地区，这种风险很难避免。
树木和山丘可以阻挡空气的流动，有助于限制空气中病毒的传播，同样借助猪舍周边的防风林能够限
制以空气为媒介的传播。
 养猪场内的每个单元或猪场四周都应该用围栏围住。
围栏必须足够坚同，以防止包括野猪在内的野生动物的进入，同时也可以防止养猪场生猪的逃脱。
与鸟类的接触也应该避免，方法是用网将猪舍顶部和开放的部位罩住。
养猪场的入IZl必须明确。
并且严格控制进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猪场生物安全良好规范>>

编辑推荐

《猪场生物安全良好规范: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的问题和选择》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猪场生物安全良好规范>>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