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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数十年内，在遗传选育、饲料质量、育成方法、加工和营销技术进步的支撑下，家禽业无论是

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其它农业产业中脱颖而出。这主要是因为家禽是饲料转化率最高、生产蛋

白质（肉和蛋）最高效的驯化品种。 

近来，家禽业正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对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饲料成本上涨和日益提高的动物福利

标准的关注都对家禽业产生了压力。但是，严重影响家禽健康的传染病的持续威胁，包括新城疫病毒

（NDV）、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IBDV）或支原体，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会影响人类的疫病，如H5N1禽流感

（HPAI）、弯曲杆菌或沙门氏菌，对家禽业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威胁。 

防控这些疫病侵入养鸡场或在养鸡场之间传播，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如生物安全、免疫和预防性用药。

重要的是，应当指出，预防这些疫病的代价总比治疗或遭受疫病爆发带来的损失要低得多。 

生物安全，是指用来防止传染病侵入一个养鸡场或从一个养鸡场扩散的一系列措施。  

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进行的大量研究表明，生物安全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疫病防控

方法。 研究显示，用来改善鸡舍和设备需要相对较低的投资，加上养鸡场生物安全程序以及员工教育与培

训的开展，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成果，尤其是那些鸡只更健康和盈利水平更高的养鸡场。相比之下，也有与疫

病爆发有关，由鸡只死亡和低生产性能带来的高成本。低生产性能是指生长缓慢、产蛋率和孵化率下降、高

饲料转化率（FCR）
1
、药物治疗和需要清理养鸡场和消毒。 

因此，一个生物安全计划应成为任何家禽生产系统的一部分。该计划由一系列方案和措施组成，通过建

立物理性和概念性屏障防止传染源的侵入和扩散，实现将潜在的已感染动物和受污染的物体远离健康鸡只。 

 

1． FCR是衡量动物将饲料转化为增重或产蛋的衡量标准。值越低意味着动物越高效。 



 
 
 
 
 
 
 
 

 
 

污染区：环绕养鸡场周围大量病原存在的区域  
 
 

缓冲区：疫病进入和扩散的概念区域，实施防控措施 
 
 

清洁区：空舍并经过清洁和消毒后的鸡场区域 
 
 
 
 

 

 

生物安全需要人们采取一系列态度和行为，来降低家禽生产和销售活动中的风险。这就是说，必须清楚

即使是全面的生物安全计划也无法彻底消除疫病发生的可能性，但可显著降低疫病侵入养鸡场的可能性。应

当谨记通常无法仅仅从一个生长周期来证明生物安全计划的直接益处。健康状况的改善、生产和盈利能力通

常会在几个生产周期中逐渐体现出来。 

生物安全计划应全面，且包括细节部分，这些细节部分应很易于被养鸡场员工所理解。难于执行的过于

复杂生物安全计划不会成功。一个有效的生物安全计划如果是根据养鸡场量身定制的，是可达成的，因为对

所有的商业化养鸡场来说没有标准的模式；每个养鸡场都有其自己独特的条件，这些条件需要专门的解决方

案。所有的养鸡场员工都应参与到生物安全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中来。这可确保员工全面理解、参与和为生物

安全计划的成功而努力。 

下列生物安全规则的持续性，以及长年的生物安全计划效果评估是非常重要的。生物安全计划应是可

变、不断发展的，有能力适应不断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我们必须牢记，实施方案和程序上的任何变动必须

随时对病原侵入的风险进行评估。 

生物安全的三项基本要素 

一个生物安全计划必须是养鸡场良好饲养管理措施的一部分，这包括：提供优质的饲料和饮水，适宜的

温度和通风，每只鸡充足的空间和料位、水位。这些都是可对鸡只免疫力产生影响的因素，如果万一鸡群遇

到疫病侵入，鸡群能有抵御疫病的能力。  

保持定期的鸡群记录可提供关于鸡群健康和发育状况的基本信息和认识，这些信息能够让我们与以往生

产周期或其他养鸡场相比较来衡量生产性能。保持进场鸡只来源和数量、每天死亡率和淘汰数、每天饲料和

饮水消耗量，以及每次免疫、用药和饲喂维生素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 



 

 

在过去的数十年内，在遗传选育、饲料质量、育成方法、加工和营销技术进步的支撑下，家禽业无论是

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其它农业产业中脱颖而出。这主要是因为家禽是饲料转化率最高、最高效

的蛋白质生产（肉和蛋）驯化品种。 

无论鸡场大小或不同生产类型，任何生物安全计划应包含以下三项生物安全的基本要素。 

 隔离与交通控制 

 清洁 

 消毒 

隔离和交通控制是能够控制疫病侵入风险的生物安全措施中最有力并最有效的形式。通过将健康鸡只和

潜在的感染动物以及被污染的物体隔离（如衣物、鞋袜、交通工具和设备），隔离和交通控制可防止病原进

入养鸡场。这需要建立一道屏障，杜绝所有的非必要的物品穿越这道屏障。 

这些屏障可以是： 

物理性屏障：如门、围栏和大门上的锁，警示标志和养鸡场之间宽阔的间距、屏蔽墙和屏蔽窗； 

暂时性屏障：如暂停养鸡场访问； 

程序性屏障：如控制进入养鸡场的人，清洗手脚，更换鞋袜和外层衣物，使用用于清洗和消毒鞋靴的足

浴盆，任何带入养鸡场设备的清洗和消毒，禁止进入养鸡场的交通工具，隔离不同日龄鸡群。 

清洁：鸡舍、交通工具和设备的清洁是第二个最有效的步骤，可清除高达80%污染物。当污染物清除

后，那些能保护和承载病原的有机物就会很少残留。实际上，清洁意味着墙壁和设备表面必须清洗到无可见

的污垢、灰尘或蜘蛛网的程度。正确的清洁需要擦洗、刷洗和用加有清洁剂的水进行高压冲洗。 

清洁应在进入养鸡场入口前进行。这将需要养鸡场主管的监督，主管应确保员工和来访者的手、足、衣

物和鞋袜，以及交通工具、设备和工具（如注射器、断喙器和蛋托）必须进行清洁。 

同样，在养鸡场我们应当确保让员工在日常生活中定期清洗双手，衣物和鞋袜，以及用于农场的设备，

如饮水器、料盘和蛋托。 

在两批鸡之间，我们应确保清洁鸡舍内部和外部，以及所有的用于养鸡场的设备。 

消毒：消毒是生物安全措施中最不牢靠的要素，因为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清洁的质量和水的

硬度。为确保消毒效果，在清洁过程中清除所有的污垢是至关重要的。只能使用国内或国际上通过认证的消

毒剂，消毒液的配制应根据生产商的建议进行，在正确的浓度下，使用正确的水量来确保有效的接触时间，

来覆盖整个养鸡场，来确保杀灭所有残留病原。 

谨记，大多数消毒剂对员工和家禽也是高毒性的，因此，消毒剂的配制和使用必须在安全的方式下进

行，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 



 

 

应对那些物体消毒？什么时候进行？ 

所有使用中的交通工具和设备在进入养鸡场之前都应进行消毒。同样，鸡舍的内部和外部，以及所有在

进鸡之前和养鸡过程中用于养鸡场的设备，都应在两个批次之间进行消毒。 

制定生物安全计划之前，我们需要知道什么？ 

在制定生物安全计划之前，调查养鸡场地区存在的疫病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从历史数据和养鸡场过去经

历得知，从相邻养鸡场，询问兽医或当地兽医服务部门（最可靠）得到最新的信息。 

了解各种病原是如何感染鸡只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所说的传播模式。鸡只可通过直接或间接传播来感

染疫病。直接传播是指动物间的直接接触。例如：一只被感染的鸡传染给另一只鸡、鸭传染给鸡，牛/羊/猪传

染给鸡，老鼠/小鼠传染给鸡，野鸟传染给鸡，狗/猫传染给鸡，或苍蝇/螨/甲虫传染给鸡。间接传播下，感染

通过载体进行，或被称为带菌者。例如：粪便、鼻腔分泌物、衣服鞋袜上的血液和羽毛、交通工具车轮、养

鸡场设备、饲料或饲料包装袋、饮水、空气或脱落物等。 

 

 

       

知道疫病是如何侵入养鸡场也是非关键的，应找出潜在的病原侵入点，并确定其风险水平。对养鸡场所

在地区存在的不同疫病都应重复进行评估，例如，如果新城疫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应评估饮水传播的风险

处于什么水平。 

       如果鸡群饮用水来自一口深井，那么感染的风险会非常低，但如果饮用水是未经处理的水库或池塘的表

层水，那么感染的风险会上升，由于这种水存在被含有病毒的野鸟粪便潜在污染。对下列方面应进行类似的

评估：饲料、垫料、孵化场、从别处转来的鸡只（如将其它养鸡场青年公鸡转入日龄较高的种鸡群，被称为

“掺入”的生产行为）、交通工具、鸡舍、员工和来访者、设备、鼠类、昆虫和野鸟。 



 
 
 

生物安全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在此方面，我们可在生物安全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方面开始工作，这个过程需要下列步骤： 

 确定目标 

 风险评估 

 建立生物安全标准操作程序（SOPs） 

 员工培训 

 生物安全计划的效果监测（审查） 

确定目标 

养鸡场主管或农场主必须确定他们想在他们的养鸡场达到什么目的，这必须是明确的。例如，他们可决定将

保持养鸡场无禽流感（HPAI）、新城疫（NDV）和传染性法氏囊病（IBDV）作为目标。确定目标可指明努力的方

向和重点。从成本效益的观点来看，想防控所有禽病是不实际的，了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目标的确定需要与时俱进，可立即根据养鸡场周围地区出现或再次出现的任何传染病调整。 

风险评估 

养鸡场的风险评估取决于那些会增加疫病侵入风险的情况，然后对各个要素逐一排序。 

风险评估时最好在养鸡场外围走走，同时按照提供的检查表中的要素进行彻底检查，该表可用作找出养鸡场

主要生物安全风险的指南（附件A提供了一份样表）。应鼓励养殖场所有员工都参与风险评估，并列出他们自己的

清单，以比较和讨论相关问题。 

一旦找出风险，我们应对养鸡场的风险进行量化和排序，那么财力和关注应投向哪里就不言而喻了。排在前

10位的风险要素应打印出来，并作为警示贴在养鸡场或餐厅入口处。 

风险或风险水平的量化是根据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频率）乘以风险的影响（危害）进行计算的。 

 

因如下原因给养鸡场带来的损失： 

 鸡只死亡 

 产蛋率下降 

 孵化率低 

 生长速度慢 

 饲料转化率（FCR）低 

 增加胴体废弃率 

 

 

 

 

 



 

 

 

 

建立生物安全标准操作程序（SOPs） 

标准操作程序（SOPs）应根据养鸡场自身情况专门定制，应细化每个已找出的生物安全风险细节并写出书面

方案。 

应包括以下重要信息：具体谁负责对某个特定要素的执行；逐步描述如何执行；何时何地执行。养鸡场员工

是这份标准操作程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程序应由养鸡场员工队伍和主管或农场主共同制定。标准操作程序对

于将来的新员工培训来说应足够详细。 

员工培训 

所有的养鸡场员工都应每年至少参加1次生物安全方面培训和动员会议，所有的新员工都应进行培训，作为他

们入职的一部分。养鸡场标准操作程序的制定应作为培训的基础。必须谨记：养鸡场所有员工的了解和参与生物

安全计划对成功至关重要。 

生物安全计划效果监测（审查） 

为确保生物安全程序能够全面执行—涵盖所有的风险方面—并在养鸡场保持，家禽公司应配有制定计划审查

制度，包括明确说明的审查频率和关于如何执行整改措施的说明。 

生物安全计划的目标需要由养鸡场主管和／或农场主定期检查，实际情况瞬息万变，新的疫病可随时出现或

再次出现。 

标准操作程序的每个要素都应由养鸡场团队按照程序中规定的时间表进行定期检查。当有必要确保最佳的结

果时，应进行调整。由于考虑到制度执行的可靠性，尤其是在种鸡场可采用独立的外来审查。 

总结 

针对各种影响家禽健康和养鸡场盈利能力的病原而进行的战斗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生物安全计划，必须成

为这场战斗中的第一道防线。一个全面的、正确执行的生物安全计划不可能彻底杜绝疫病侵入的可能性，但却可

以显著降低这种可能性。当在养鸡场发现一种疫病时，这通常表示生物安全的自身漏洞。因为家禽业想继续发

展，想变得更加富有竞争力，强大的生物安全计划对于养禽场和家禽公司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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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风险评估检查样表 
 

养鸡场生物安全体系自我评估 
 

养鸡场名： 日期： 

养鸡场地址： 

省： 区： 

鸡只数量： 

养鸡场类型： 肉鸡 蛋鸡 种鸡 

请在符合条件处画“√” 

1 你对下列事项进行记录吗？YES     NO 

a. 日死亡率 

b. 用药情况 

c. 维生素使用情况 

d. 疫苗免疫情况 

e. 饲料消耗量 

2 你对下列疫病进行免疫吗？YES      NO 

a. 新城疫 

b. 传染性法氏囊病 

c. 传染性支气管炎 

d. 禽流感 

3 在引入下一批鸡前清洁鸡舍并消毒吗？YES      NO 

a. 使用清洁剂吗？                                  YES      NO 

b. 使用消毒剂吗？                                  YES      NO 

c. 使用消毒剂的类型？ 

                  过氧化物 

氯制剂 

生石灰 

甲醛 

其它醛类 

其它              请注明：…………………………….. 

d. 什么浓度？每升水添加多少克或多少毫升？ 

消毒剂名称……………….               克/毫升………………… 

4 养鸡场实行有害生物防控程序吗？ 
 YES      NO 

a. 鼠类防控 

b. 苍蝇防控 

c. 拟步甲虫防控 

d. 流浪猫狗防控 

e. 野鸟防控 

5 你或你的员工经常去活鸟贩卖市场吗？YES      NO 

a. 每天都去 

b. 很少去（两周一次） 

 

 
 
 

 



 

农场生物安全体系自我评估 
 

观察 是 否 不了解/备注 

A． 环境    

1．该地区养鸡场密度高（每平方公里 5 个

养鸡场以上） 

   

2．周围 500 米内有庭院式养殖的鸡群    

3．周围 500 米内有家禽屠宰场或农贸市场    

4．养鸡场周围很近处有池塘/水库/小河（不

足 50 米） 

   

5．鸡舍距离道路非常近（不足 50 米）    

6．鸡粪便堆在或散落在鸡舍周围    

7．鸡舍周围有大树（可栖息野鸟）    

B．养鸡场实际情况 

1 自由进入养鸡场和鸡舍（请标明） 

a. 门上无锁 

b. 无门 

c. 无围墙 

d. 无警示标志 

   

2．同一养鸡场有两种不同的家禽品种（如

鸡和鸭） 

   

3．同一鸡舍内有两批不同日龄的鸡群    

4．同一养鸡场有多批不同日龄的鸡群    

 

 
 
 

 
  
 
 
 
 



 

 

 

农场生物安全体系自我评估 
 

观  察 是 否 不了解/备注 

C． 养鸡场存在的其它动物 

1．能够进入鸡舍的野鸟（缺失或破损的屏

障）  

   

2．养鸡场内的流浪猫、狗    

3．养鸡场内饲养的宠物鸟，如鹦鹉或鸽子    

4．饲养在养鸡场内的其它农场动物，如

牛、山羊等 

   

5．老鼠和/或小鼠的侵扰    

6．拟步甲虫、苍蝇和其它昆虫的侵扰    

D．人员 

1．养鸡场员工或员工家属饲养家禽或宠物

鸟，或在另一个养鸡场工作 

   

2．生活在养鸡场的员工    

3．往返于不同养鸡场的鸡贩子或抓鸡员工    

4．造访其它养鸡场的农场主或员工    

5．到过售卖活鸟市场，并在当日返回养鸡

场，未换衣服和鞋袜的农场主或员工 

   

6．受邀来访者，询问来访之前是否到过其

它养鸡场 

   

7．养鸡场允许的未经邀请来访者（鸡肉或

鸡蛋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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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交通工具 

1．停在距鸡舍不足 30 米的小汽车、卡车、

摩托车、自行车 
   

2．养鸡场员工驾驶的往返于两个或多个养

鸡场的运饲料卡车、运蛋卡车或运雏卡车 
   

3．外部车辆（运送雏鸡、鸡蛋或饲料）应

在进入养鸡场之前清洗消毒 
   

4．在养鸡场行走的运饲料卡车的司机    

F．管理 

1．鸡只全部转出后，留少量鸡只在养鸡

场，或部分转出（肉鸡分阶段转出） 
   

2．两批次鸡群之间空置时间不足 1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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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卫生 

1．员工和来访者专门用于养鸡场的衣物和

鞋袜 

   

2．外部设备未经清洗和消毒就被带入养鸡

场 

   

3．用手接触鸡只、鸡蛋、饲料等前后，用

肥皂清洗双手 

   

4．足浴消毒盆中的消毒液每天更换    

5．从市场返回养鸡场的塑料蛋托经清洗和

消毒 

   

H．饲料 

1．老鼠和野鸟可接触饲料    

2．饲料在仓库或料槽内变湿或发霉    

I．死鸡处理    

1．死鸡在处理前堆放过夜，暴露给害虫

（鼠类、苍蝇）（狗、猫）或野生动物（狐

狸、乌鸦） 

   

2．死鸡在鸡舍内停留超过 5 小时    

3．死鸡露天丢弃，或丢弃在浅坑内、水道

内或路边 

   

 
 

本表格由养鸡场场主或主管和员工填写，目的是检查该养鸡场存在的可能会增加疾病暴发或扩

散的条件。 

本表格由养鸡场场主或主管和员工填写，目的是检测该养鸡场呈现出的可能会增加爆发或扩散疫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