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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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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猪场病媒生物控制技术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模猪场病媒生物的控制原则和控制技术.
本文件适用于规模猪场预防和控制包含鼠类、蚊虫、蝇类、蜚蠊和蜱类等病媒生物向猪场传播动物传

染病.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１７８２４１　规模猪场建设

GB/T２３７９５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蜚蠊

GB/T２３７９６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蝇类

GB/T２３７９７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蚊虫

GB/T２３７９８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鼠类

GB/T２７７７０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鼠类

GB/T２７７７１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蚊虫

GB/T２７７７２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蝇类

GB/T２７７７３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蜚蠊

GB/T２７７７７　杀鼠剂安全使用准则　抗凝血类

GB/T３１７１２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环境治理　鼠类

GB/T３１７１４　病媒生物化学控制技术指南　空间喷雾

GB/T３１７１５　病媒生物化学控制技术指南　滞留喷洒

GB/T３１７１７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环境治理　蚊虫

GB/T３１７１８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化学控制　蝇类

GB/T３１７１９　病媒生物综合管理技术规范　化学控制　蜚蠊

GB/T３１７２１　病媒生物控制术语与分类

GB/T３６７８８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蜱类

SN/T１４１５　国境口岸医学媒介生物控制标准

SN/T１６０２　国境口岸灭蜱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病媒生物　vectors
通过生物方式和(或)机械方式将病原体从传染源或环境向人类和动物传播的生物,通常包含啮齿类

动物和节肢类昆虫两大类.
注１:本文件涉及的病媒生物主要指鼠、蚊、蝇、蜚蠊和蜱等.

[来源:GB/T３１７２１—２０１５,２１１,有修改]

３２
规模猪场　intensivepigfa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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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代养猪技术与设施设备,实行批次化、全进全出生产工艺,存栏基础母猪１００头以上或年出栏

商品猪５００头以上的猪场.或符合当地政府规定备案标准,具有与其饲养规模相适应的生产场所和配套

设施设备条件的猪场.
[来源:GB/T１７８２４１—２０２２,２１,有修改]

４　控制原则

规模猪场病媒生物控制应结合猪场特点,以安全环保、确保人员和猪只安全为前提,突出环境整治,以
清除鼠类、蚊虫、蝇类、蜚蠊和蜱类栖息滋生场所为主,建立防蚊蝇和防鼠设施.必要时实施化学控制,选
用安全、经济、可操作性强的方法,有效地控制规模猪场的病媒生物.规模猪场病媒生物控制流程见附

录 A.

５　控制技术

５１　危害调查与评估

５１１　调查方法

５１１１　鼠类密度调查依据GB/T２３７９８的规定进行.选择鼠迹法进行调查;防鼠设施依据 GB/T２７７７０
的要求进行调查.

５１１２　蚊虫密度调查依据 GB/T２３７９７的规定进行.蚊幼虫(蛹)和小型积水采用路径法或幼虫吸管

法;液状滋生物如粪缸、肥料池采用勺捕法;成蚊采用人诱停落法进行调查.

５１１３　蝇类密度调查依据 GB/T２３７９６的规定进行.成蝇采用笼诱法;蝇类幼虫采用幼虫目测法.防

蝇设施依据 GB/T２７７７２的要求进行调查.

５１１４　蜚蠊密度调查依据 GB/T２３７９５的规定进行.可采用目测法观察猪舍中以及生活区等处的孔、
洞、缝中蜚蠊和蟑迹数量;亦可使用黏捕法进行蜚蠊密度调查.

５１１５　蜱类密度调查依据 GB/T３６７８８的规定进行.寄生蜱可采用宿主体检蜱法;游离蜱可采用布旗

法进行调查.

５１２　调查时间

５１２１　鼠类密度调查至少每月１次,两次监测的时间间隔＞２０d.

５１２２　蚊虫、蝇类、蜚蠊密度调查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在活动高峰期内(通常４月—１１月)每月开展工

作≥２次,相邻两次的测定时间间隔＞１０d.

５１２３　有蜱虫危害的地区,蜱类密度调查根据当地气候条件、蜱类活动高峰确定监测月份,每年监测≥
３次,两次监测的时间间隔＞３０d.

５１３　调查的重点区域和部位

５１３１　室外:猪场建筑物周边、大门、围墙、墙基、绿地、水体、垃圾存放处、积水植物和容器、地下管井、
排水沟等.

５１３２　室内:厨房、餐厅、员工宿舍、卫生间、饲料仓库、库房、猪舍等.

５１３３　重点部位:门窗、墙壁、天花板、横梁、地脚缝隙、湿帘、管线孔洞、给排水设施、电控箱、通风设施等.

５１４　调查内容

５１４１　通则

调查猪场内外环境鼠类、蚊虫、蝇类、蜚蠊和蜱类的危害情况.室内调查时,按１５m２为一个标准间折

算成检查房间数,面积＜１５m２的独立房间视为一个标准间;室外调查时,记录调查距离和(或)调查点

位数.

５１４２　鼠类

采用鼠迹法,记录室内有鼠粪、鼠尸、鼠洞、鼠道、啮痕、爪印等鼠迹的阳性房间数,以鼠迹阳性率表示

鼠密度.记录在外环境如建筑物周边、垃圾暂存处、绿化带等处检查行走的距离和沿途发现的鼠迹处数,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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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径指数表示鼠密度.
将上述调查结果填入调查表(见附录B中的表B１),鼠密度计算依据 GB/T２３７９８进行;调查猪场防

鼠设施情况,防鼠设施合格率计算依据 GB/T２７７７０进行.

５１４３　蚊虫

调查记录猪场内外易积水的器皿、地下管井、排水沟、坑洼地等处的积水情况,记录有蚊幼虫(蛹)滋生

的积水处数;记录在粪缸、肥料池等处勺捕蚊幼的阳性勺数和蚊幼虫(蛹)总数;记录调查者在室外３０min
内被蚊虫骚扰的情况.将调查结果填入调查表(见表B２),依据 GB/T２３７９７计算蚊幼虫(蛹)的路径指

数、勺舀指数和成蚊停落指数.

５１４４　蝇类

调查记录猪场内有成蝇活动的阳性房间数和阳性间成蝇数,以及室内外蝇类滋生地处数和有蝇幼虫

(蛹)滋生的阳性滋生地处数;检查防蝇设施,如纱门、纱窗、风幕机、门帘、纱罩等的设置情况.将调查结果

填入调查表(见表 B３),依据 GB/T２３７９６计算成蝇侵害率、密度和蝇类幼虫滋生率;计算防蝇设施合

格率.

５１４５　蜚蠊

调查记录室内有蜚蠊成(若)虫、活卵鞘、蟑迹(蜚蠊的尸体、空卵鞘壳、粪便等)的阳性房间数和阳性间

成(若)虫数或活卵鞘数,将调查结果填入调查表(见表B４和表B５),依据 GB/T２３７９５计算成(若)虫或

活卵鞘的侵害率、密度指数和蟑迹阳性率.

５１４６　蜱类

调查记录猪体表蜱的种类和数量,统计蜱指数.调查记录布旗法捕获蜱的种类和数量,将调查结果填

入调查表(见表B６),以每人每１００m 所捕获蜱数统计密度指数.

５１５　控制指标

５１５１　通则

按照 GB/T２７７７０、GB/T２７７７１、GB/T２７７７２、GB/T２７７７３和SN/T１４１５中的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

平相关指标设置规模猪场病媒生物控制指标.

５１５２　鼠类

控制指标包括:

a)　鼠迹阳性率或盗食率＜５％;

b) 不同类型的外环境累计１km,鼠迹＜５处;

c) 防鼠设施合格率≥９３％.

５１５３　蚊虫

控制指标包括:

a)　小型积水中蚊幼虫路径指数≤０８;

b) 大中型积水中采样勺指数≤５％,平均每阳性勺＜８只蚊虫幼虫和蛹;

c) 成蚊停落指数≤１５.

５１５４　蝇类

控制指标包括:

a)　室内成蝇有蝇房间阳性率≤９％,阳性间蝇密度≤３只/间;

b)　室外蝇类滋生地阳性率≤５％;

c)　防蝇设施合格率≥９０％

５１５５　蜚蠊

控制指标包括:

a)　蜚蠊成若虫侵害率≤５％,平均每阳性间(处)成若虫数小蠊≤１０只,大蠊≤５只;

b)　蜚蠊卵鞘查获率≤３％,平均每阳性间(处)卵鞘数≤８只;

c)　蟑迹查获率≤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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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６　蜱类

控制指标包括:

a)　猪体蜱指数为０;

b)　布旗法蜱密度指数＜１.

５１６　危害评估

依据调查结果,对照控制指标,评估猪场病媒生物危害程度,达到控制指标要求的区域划为一般控制

区域,未达到控制指标要求的区域划为重点控制区域.

５２　制订控制方案

５２１　根据猪场病媒生物调查与危害评估结果制订控制方案.

５２２　控制方案包含环境治理、防护设施的设置与维护、物理控制措施、化学控制措施、控制效果评价等.

５２３　控制方案应明确处置的范围、面积和控制的方法,以及开展控制的计划、时限和频次等.

５２４　重点控制区域采取综合控制措施,一般控制区域采取环境处理结合定期灭鼠灭蚊虫措施.

５３　控制措施

５３１　外部环境治理

５３１１　外部环境治理按照 GB/T３１７１２的要求实施.

５３１２　猪场建设绕场实体围墙.围墙外立面水泥抹平或覆盖铁皮,高度＞１m.如有破洞,及时封堵.
围墙内外不得种植爬壁类植物,禁止紧挨围墙放置物品,防止老鼠攀越围墙入场.

５３１３　对于人员及车辆经常出入的猪场大门口,分别设立人员通道和车辆通道,人员通道设立档鼠板,
车辆通道设立卷帘门.

５３１４　将明排水沟改为暗沟或暗管,并定期疏通、清理、维护.雨水管道在地面工程未竣工前,不应与

下水系统接通.

５３１５　猪舍周围离墙１m 范围内应无杂草.绿化树木宜有间隔,应定期修剪与地面接触的树枝,绿化

植物及枝条与建筑物间隔距离应≥１m.

５３１６　猪舍外墙周围地面应水泥硬化,设排水沟.

５３１７　猪舍外墙应用水泥抹面,不能用水泥抹面的外墙应抹水泥墙围,且墙围与硬化地面紧密相接.
外墙墙脚处不种植爬壁类植物,不堆放物品.

５３１８　猪舍内墙用水泥或石灰抹平.

５３１９　猪舍墙基、门窗坚固,一旦发现洞穴立即封堵.

５３１１０　猪舍地面应硬化平整,防滑、耐腐蚀、便于清扫.用水泥硬化地面时,不应有裂缝,及时用水泥

封堵鼠洞及缝隙.

５３１１１　猪舍内部围栏应深埋地下３０cm 以上深度.

５３２　内部环境治理

５３２１　内部环境治理按照 GB/T３１７１７的要求实施.

５３２２　猪场应严格加强猪只、人员、车辆、物品入场的清洗、消毒、隔离、静置等生物安全管控措施.

５３２３　猪场不得饲养犬、猫和其他畜家禽.

５３２４　建立合理消毒制度,做好进入生产区前的消毒、生产分区入口处的消毒、猪舍入口处的消毒、空
栏的清洗消毒、大环境的消毒以及猪只的消毒.

５３２５　保持场区内清洁卫生,及时清理场内外环境杂物和废品.

５３２６　清除猪舍周边各种垃圾,场区围墙及生活区、生产区围墙１m 内,不允许有杂草.料仓周围不

得有杂草.及时清理猪场粪便及各种腐败的有机质.

５３２７　猪舍内应无积水,地面保持干燥.随时查找、清除或倒置各种闲置积水容器.

５３２８　生活垃圾实行分类管理,干湿分离,有明显标识.室外设立的垃圾桶离墙放置,加盖防止雨水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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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滋生蚊虫.医疗废弃物统一收集打包,交专业公司无害化处理.

５３２９　每日对猪舍剩余饲料以及过道内遗撒的饲料及时打扫,注意料槽缝隙处的残留饲料.对料塔遗

撒在塔基下面的饲料及时清扫,统一处理.

５３２１０　沼气池发酵或堆积用塑料布盖严,密封,以杀死虫卵,防止蚊虫滋生.

５３２１１　对病死猪、胎衣等应及时打包密封,经污道转出,低温暂存,再集中无害化处理.

５３２１２　猪场内所有用具(铁铲、粪耙、料铲等)用后及时清洗、干燥.

５３３　防护设施建设

５３３１　防鼠和防蚊蝇设施按照 GB/T３１７１２和 GB/T３１７１７的要求实施.

５３３２　与猪舍外环境相通的管道、孔洞,能封闭的应用混凝土堵塞、抹平或用金属板封堵;不能封闭的

水沟口及排污管道等通向地面的部位应安装孔径＜６mm 的铁丝网或金属栏栅.

５３３３　门窗边框要与周围严密接触,缝隙应＜６mm;通向外环境的木质门的门框和门的下缘应镶高度

＞３００mm 的金属板或设高度＞６００mm 的挡鼠板.

５３３４　圈舍门、窗、进排风口、排粪口等处要增加孔径＜６mm 的防腐铁丝网.

５３３５　下水道管壁应完整,管间接缝严密,畅通而不堵塞.在下水道的出水口应安装防蚊闸或存水弯

曲管.

５３３６　猪舍与室外相通的门窗、通风口、排风扇等处应设置纱帘、纱窗或纱网.

５３４　鼠类特别控制措施

５３４１　猪舍内、饲料仓库等室内以粘鼠板或机械捕鼠器等物理控制措施为主,在鼠类活动频繁区域重

点放置;猪群流转和配怀舍地面潮湿,可采用防潮板投饵法.

５３４２　猪舍外环境以化学控制措施为主,在猪舍外墙墙根、下水道、地下管井出入口、垃圾存放点等设

置毒饵站.　

５３４３　按照 GB/T２７７７７的要求使用杀鼠剂.遵循安全、环保、高效、低毒的原则,药剂的农药登记证

号、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号、产品标准号等相关证件齐全.

５３４４　记录毒饵投放的位置和数量,做好标识,以防人畜中毒.

５３４５　控制周期内每日对毒饵投放点检查２次,发现死老鼠统一收集后无害化处理.

５３４６　控制周期内定期检查毒饵数量,及时补放毒饵,根据调查情况定期更换毒饵品种.

５３４７　坚持“舍外为主、舍内为辅”的原则.猪舍外设立毒饵点的密度和数量应大于舍内,严防生猪误

食造成损失.

５３５　蚊虫特别控制措施

５３５１　对猪场内外不能清除的小型积水和各类管道井口、排水沟等,施用灭蚊幼剂进行处理.

５３５２　在餐厅、库房及猪舍内放置灭蚊灯.

５３５３　成蚊密度高的区域如绿化带、猪舍、过道、出猪台、生活垃圾存放处,特别是阴暗潮湿的场所,按
照 GB/T３１７１４和 GB/T３１７１５要求及杀虫剂使用说明书进行空间喷雾、滞留喷洒处理.

５３６　蝇类特别控制措施

５３６１　对于蝇类幼虫滋生的阳性液状滋生物如粪缸、肥料池以及难以及时处置的液状滋生物,可采用

直接撒布灭蝇颗粒制剂,根据药物的作用期长短及滋生物被覆盖状况调整施药频次.

５３６２　在蝇类活动季节,在猪舍外环境可设置适量捕蝇笼,也可采用灭蝇毒饵如颗粒毒饵或液体毒饵

置于贴有警示标识的容器内.在猪舍内可放置苍蝇粘或布置毒蝇绳.在餐厅、库房及猪舍内放置灭蝇灯.

５３６３　毒饵应定期更换,使用时应避免将毒饵或毒蝇绳布置在猪群可触及之处.

５３６４　在蝇类密度高的区域,可按照 GB/T３１７１５的规定采用药物进行滞留喷洒处理.对整个猪舍门

和窗(纱窗、纱门)及其周边的墙壁进行滞留喷洒.对于干燥、固体状滋生物喷洒药液量应能够湿润滋生物

表面,—般喷洒量为０５L/m２~５L/m２,使药剂能充分渗透到滋生物中的蝇幼虫活动处;对于液状滋生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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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喷洒应适当提高浓度,减少喷洒量.

５３７　蜚蠊特别控制措施

５３７１　在环境清理和环境改造的基础上,优先使用粘蟑纸、灭蟑胶饵或颗粒毒饵.

５３７２　使用粘蟑纸时,重点布放在生活区厨房、饲料仓库等蜚蠊经常活动的地方.

５３７３　灭蟑胶饵施药时要遵循“点多、量少、面广”的原则,按照药品推荐剂量使用.

５３８　蜱类特别控制措施

５３８１　定期清理猪舍死角,尤其圈栏的小孔和缝隙处.死角处用火焰枪定期消毒.

５３８２　在猪舍内沿墙基布放黏性胶纸,粘捕侵入室内的蜱类.

５３８３　当发现猪舍内有蜱类活动时,可采用残效期长的拟除虫菊酯类卫生杀虫剂、有机磷类杀虫剂、脒
基类杀虫剂等在猪舍纱窗、纱门并在门窗及周边的墙角处进行滞留喷酒.对生猪可采用拟除虫菊酯类卫

生杀虫剂进行喷涂、药浴,蜱类繁殖季节每月一次.

５４　效果评价

５４１　各项控制措施实施完成后,应再次组织开展行密度调查,评估猪场病媒生物控制的成效.

５４２　控制措施实施后的密度调查结果,应达到５１５中相应控制指标要求.对达不到控制指标的,需
分析查找原因,有针对性开展控制措施,直至达到要求.

５４３　猪场亦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控制前后密度对比的方法,以密度下降率为评价指标.下降率超过

７０％,说明控制效果明显;低于７０％则需重新开展针对性消杀灭工作.计算方法见公式(１).

P＝
Db－Da

Db
×１００ (１)

式中:

P ———密度下降率的数值,单位为百分号(％);

Db———控制前密度;

Da———控制后密度.

５５　控制记录

记录调查评估、控制过程以及控制效果,建立健全猪场病媒生物控制档案.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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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规模猪场病媒生物控制流程

规模猪场病媒生物控制流程见图 A１.

图A１　规模猪场病媒生物控制流程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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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规模猪场病媒生物密度调查表

B１　猪场鼠类调查结果填入表B１中.

表B１　猪场鼠类密度调查表

调查场所

鼠迹法调查(室内) 鼠迹法调查(室外)

检查房间数 阳性房间数
阳性率

％
鼠迹数

检查距离

km

路径指数

处/km

合计

B２　猪场蚊虫调查结果填入表B２中.

表B２　猪场蚊虫密度调查表

调查

场所

幼蚊(勺捕法) 幼蚊(路径法) 幼蚊(容器指数) 成蚊(人诱停落法)

阳性

勺数

采集

蚊幼虫

(蛹)数

勺舀

指数

条/勺

阳性小

型积水

(容器)
数

监测

行走

距离

km

路径

指数

处/km

容器

数量

阳性

积水

容器数

容器

指数

％

诱蚊时间/
诱蚊次数

停落雌

蚊数量

诱蚊

人数

停落指数

[只/(人min)]
/[只/(人次)]

合计

B３　猪场蝇类调查结果填入表B３中.

表B３　猪场蝇类密度监测表

调查

场所

成蝇调查(笼诱法) 蝇幼虫滋生调查(目测法) 密闭垃圾容器

投放蝇

笼数

捕获蝇

总数

监测

时间

密度

只/(笼h)
滋生物

处数

阳性

处数

阳性率

％

调查

处数

合格

处数

合格率

％

合计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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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４　猪场蜚蠊调查结果填入表B４和表B５中.

表B４　猪场蜚蠊密度调查表(目测法)

调查

场所

检查

间数

成(若)虫
大蠊 小蠊

阳性

间数

查获

只数

侵害率

％
密度

阳性

间数

查获

只数

侵害率

％
密度

卵鞘 蟑迹

阳性

间数

查获

只数

侵害率

％
密度

阳性

间数

阳性率

％

合计

表B５　猪场蜚蠊密度监测表(粘捕法)

调查

场所

投放

部位

检查

间数

投放

张数

有效

张数

大蠊 小蠊

阳性

间数

成(若)虫数

只

侵害率

％

密度

只/张

阳性

间数

成(若)虫数

只

侵害率

％

密度

只/张

合计

B５　猪场蜱类调查结果填入表B６中.

表B６　猪场蜱类密度调查表

寄生蜱

调查猪群 猪只数量 蜱数量 蜱指数

合计

游离蜱

调查地点
拖蜱距离

m

拖蜱时间

min

蜱数量

只

密度指数

只/(布旗１００mh)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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