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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洲猪瘟和普通猪瘟都属于动物疫病和传染病，且

二者的发病症状有相似之处，这导致对非洲猪瘟不了解

的养户会将非洲猪瘟当作普通猪瘟进行防预治疗，使非

洲猪瘟更容易传播到更大的范围 [1]。养猪是我国大多数

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目前尚未研制出有效的疫苗

和治疗药物，生猪一旦感染上非洲猪瘟病毒（ASFV），

死亡率极高，这对养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ASFV 具有抗

性强、传播途径多、感染性强的特点，因此非洲猪瘟防

控管理刻不容缓。而将防疫责任逐层细分明确落实到县、

乡、村的网格化管理，是目前非洲猪瘟有效防控的必要

手段。

一、非洲猪瘟概述

1. 病原学特征

非洲猪瘟病毒直径 175 ～ 215 纳米，为非洲猪瘟病

毒属，是一种具有 20 面体结构的双链 DNA 虫媒病毒，由

五部分组成，分别是外膜、衣壳、内膜、核心壳和基因

组。其基因组长 170 ～ 193kb，可编码 100 ～ 200 种蛋白

质。对被感染的细胞进行培养，可观察到大量的细胞发

生病变，吸附在红细胞上。ASFV 具有强抵抗性，在污

染物中可保持长时间感染性，将病猪血清在室温下放至

18 个月，血清中依旧可分离出具有感染性的病毒。此病

毒怕高温，60℃保温半个小时可彻底将其灭活，腌制熟

化方法对该病毒不具有灭活作用。氢氧化钠、醛类制剂、

次氯酸盐等消毒剂均可灭活 ASFV[2]。

2. 流行病学

ASFV 的 宿 主 单 一， 不 管 是 家 猪 还 是 野 猪， 都 是

ASFV 的自然宿主，该瘟疫的传播途径复杂，当病毒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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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一定程度时，病猪就会把病毒传播给与其接触的健

康猪，从而使病毒在猪群中扩散。非洲猪瘟从非洲大陆

逐渐向欧洲、南美洲等地区传播，如今已扩散到亚洲地

区，非洲猪瘟防控刻不容缓。由于目前尚无有效药物和

疫苗用于非洲猪瘟的防治，ASFV 的传播感染，是养猪业

的头号杀手，这严重威胁到养殖业的健康发展。非洲猪

瘟与经典猪瘟不同，ASFV 可感染各年龄阶段的生猪，感

染猪自身及其组织脏器、血液、肉制品、分泌物等都是

主要传染源，而且感染猪肉制品的餐厨废物，也可造成

ASFV 的传播。该病毒的传播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健康

猪接触感染猪或者感染猪的分泌物、体液等而发生感染，

属于直接传播。健康猪因接触到携带病毒的物品，例如

饲料、衣服、垫料、粪便等而发生感染，属于病毒跳跃

式、远距离传播的间接传播。

二、症状及诊断

1. 临床症状

依据病程长短和症状表现，非洲猪瘟被分为四种类

型：最急性、急性、亚急性、慢性。不同类型的症状表

现各有差异。突然死亡的感染猪属于最急性型。急性型

的感染猪会表现出精神抑郁、高烧、腹泻、呕吐、粪便

带血等症状，此类猪的死亡率几乎是 100%。相较于急性

型，亚急性型猪的症状较轻，死亡率也极具下降。慢性

型猪则表现出皮肤变红、食欲不振、发热、关节肿胀等

症状，此类猪的病情较为缓和。

2. 剖检变化

对最急性型感染死亡猪进行剖检可能没有明显变化。

而对急性型和亚急性型猪进行剖检，会出现内脏器官出

血的剖检变化，这类猪的脾脏有出血和肿大现象，颜色

呈黑色或者暗红色且变脆易碎；胸腔、心包、腹腔等部

位有大量血色或澄清的液体；脏器如肺脏、肾脏、心脏

表面有多个出血点；淋巴结出血肿大。纤维素性心包炎、

肺干酪样坏死等主要由慢性型病症引起。

3. 初步诊断

在诊断中，非洲猪瘟极易被当成普通猪瘟病，因为

ASFV 与其他猪瘟病毒极其相似，所以要加强该病毒感染

后所引发的症状研究，以使相关部门更容易辨别出非洲

猪瘟，从而及时掐断病毒传播链。据研究表明，该种病

毒的潜伏期为 4 ～ 19 天，最长可达 21 天。猪感染后会出

现持续高热的症状。阳性猪表皮会出现紫色斑点且腹部

有干裂性坏死病灶，相关人员可根据此症状初步诊断为

非洲猪瘟。通常给猪群接种疫苗，会降低一般猪瘟的发

生概率。如果接种过疫苗的猪群，出现猪瘟，而且死亡

率极高，则该疫情很有可能是非洲猪瘟，但是不能据此

确定是否发生了非洲猪瘟，还要通过实验室诊断，进一

步确定。

4. 实验室诊断

动物接种试验、免疫荧光试验这两种实验室检测法，

能够准确将非洲猪瘟与其他猪瘟区分开，且是目前操作

便携、准确度较高的实验室诊断方法。在实验室诊断前，

将采取的病猪血液样本，先进行抗凝处理，然后再加入

抗生素用于检测备用。免疫荧光试验法因其能够快速得

出实验结果，因而实验室常用该方法进行检测。具体操

作流程：先制作涂片和切片，用感染猪血液制作血液涂

片，用病猪的淋巴结组制成切片，然后用 ASFV 荧光抗

体染色，最后在显微镜下观察涂片和切片，如果观察到

细胞内有荧光颗粒，就可确定为是感染了非洲猪瘟病毒。

相较于免疫荧光试验法，动物接种实验法具有耗时长、

成本高的缺点，虽然其结果准确度高，但不适合在实验

室中进行 [3]。

三、网格化管理

1. 网格化管理的必要性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多样，伴随着交通建设的

发展，城乡交通也得到了全面的改善，基层地区也建成

了交通网络，交通的便携性，给非洲猪瘟的传播带来了

更多渠道，使猪瘟传播速度更快、效率更高。这对非洲

猪瘟疫情的防控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依据行

政管辖层级，将防疫责任逐级落实到县、乡、村，将防

控责任细分明确到各级的网格化管理，是目前非洲猪瘟

有效防控的必要手段。

2. 网格化管理内容

2.1 养殖环节

1）了解基本情况

要详细了解猪养殖场的地址、存栏规模、养猪类型、

养护名称等基本内容。

2）生产变动情况

要严格把控猪场进猪、出栏销售是否符合规定，尤

其要重点掌握购进生猪的渠道，对来自省外的猪，要有

非洲猪瘟检测证明才能放行。若猪出现病死的情况，要

按规定正确处理并及时上报。养殖基本情况调查汇总只

需在首次监管时进行，之后只需及时上报生产变动情况。

2.2 屠宰环节管理

1）生猪来源

生猪在进入屠宰场时，要严格检查生猪产地的检疫

证明，只有证明与证物相符，来源符合规定的生猪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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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屠宰场。

2）非洲猪瘟自检

屠宰场工作人员要按照相关规定，对所来生猪进行

检查，若发现疑似阳性病例，要按要求留样备查。

3）屠宰经营

屠宰场工作人员，要及时观察待宰猪的健康状况，

检查待宰猪的数量与总宰数是否相吻合。

2.3 防疫制度执行

驻场兽医，要严格监督屠宰场无害化处理等相关制

度的执行情况，要每日巡查屠宰场的相关工作，发现伪

造检疫证明、证物不符等情况要立即上报。

3. 网格员职责

一级网格员通常由县级干部担任，主要负责区域管

辖范围内的防控工作的督导检查，督促管辖乡镇按要求

执行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二级网格员由乡镇领导组成，

其职责是抓好乡镇防疫堵疫工作。村社干部担任三级网

格员，其主要职责是深入群众，向村社群众宣传有关猪

调入、调出的调运疫情防控政策，实现防控监督工作的

动态化和实时化。驻场兽医是除以上三级网格员之外的

屠宰场猪瘟监管，防控监管网格员，其主要职责是，对

屠宰场的日常防控工作进行监督管理，严格检查来源生

猪是否符合防控要求，督促防控举措在企业生产中严格

履行。

县、乡、村层次分明，责任明确的网格化监管制度，

可有效掐断因违规调运生猪而引起的传播链，全天候无

死角监管，可有效杜绝外地病毒输入。

四、网格化管理难题

1. 区域差异

一些原来社会组织多元、人口多、养护多的乡镇，

由于行政区划调整，将临乡并入一体，这样一来，就使

得之前的防控任务和产业布局发生了变化，同时，网格

员也会因为村社的重组合并要重新调整，变化最大的是

三级网格员，有些网格员会因村舍合并而离任，在职的

网格员也因区域变化增加了工作量，同时还要重新熟悉

管理环境，这将对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效率产生一定的

影响。

2. 目标偏差

目前，去大城市务工是农村青壮年谋生的主要方式，

留在农村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他们大多数对

非洲猪瘟不了解，由于知识面小等原因，他们也不理解

防控政策，所以这对群防群控工作的开展造成了阻碍，

是农村非洲猪瘟防控网格化管理工作开展的难题。此外，

一些村干部对网格化管理政策理解有偏差，会认为非洲

猪瘟防控是兽医的工作，村民社员可不必关注。

3. 没有完善的激励机制

仅有行政命令和宣传，很难调动人民群众参与防控

工作的积极性。目前，网格化管理实施过程中，不具有

完善的奖励机制，村社干部不能严格履行疫情防控监管

工作，村民社员不愿参与猪瘟疫情群防群控工作。可以

参考其他相关行业的有效措施，比如将网格化管理工作

效果纳入乡镇干部工作的考核范围，同时，申请专项资

金作为防控干部的劳动补贴。

4. 网格员缺乏

非洲猪瘟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工作要求，实施干部

包联责任制，对于屠宰场和超过千头以上的养殖场实施

乡镇干部包场，牵头以下由乡镇干部包村 [4]。随着乡镇

机构改革，网格员来源越来越少，形成网格员少、村多、

养殖场多的现状，这势必会对网格化管理工作的开展造

成严重的影响。在一些乡镇，除了防控网格化管理以外，

还有秸秆焚烧、环保安全生产等都实行网格化管理，乡

镇干部的工作压力大，工作内容复杂，使得网格化管理

实施效率较低。

五、网格化管理建议

1. 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

兽医部门要发挥牵头组织作用，协助非洲猪瘟疫情

的防控预防扑灭等工作。切实做好疫情监测排查、防控

技术培训、应急处理等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加

强生猪调运、产地检疫监管工作，强化防控宣传和防控

管理，引导养户和经销商旅行防疫主体责任。

交通运输部门要做好运输动物的运输车辆的检疫票

证的检查工作。加强港口入境猪和肉制品的检查监督登

记工作。在交通干道、高速路入口等地点置设检查站点，

对运输生猪的车辆进行严格排查，并协助兽医部门开展

监督检查工作。食品监察部门要对餐饮服务单位、集中

交易市场的猪肉产品安全质量进行监督排查。

林业部门要加强野外巡查巡护，对异常死亡的野猪，

要采取科学的处理措施，并及时采样送往相关部门检查，

并报告兽医部门，同时要加强野猪的繁育监管工作，疫

区野猪可采取必要的捕杀措施。公安部门要做好社会治

安管理、疫区安全保卫工作，并配合其他部门做好疫情

处置。对恶意传播疫情、妨碍执行公务的违法行为，要

依法进行处理，同时，执法部门也要协助办案单位侦办

相关案件。

卫生部门要切实做好人畜知识宣传、诊治疾病等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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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工作。环保部门要做好，疫区相关经营企业的环

境管理，加强养殖户排污达标问题查处，防止养殖场排

污引起的疫情扩散。海关部门，对生猪及肉制品要做好

进出口查验工作，严禁疫区的肉制品及生猪入境。

2. 突出养户防疫责任

养户是生猪的直接管理者，是猪瘟经济损失的直接

承担者，也是猪瘟防疫的主体责任人。养户的主要管理

责任要明确，因养户防疫措施不到位而对疫情防控工作

造成的严重影响，应该追究养户的责任，对其进行相应

的惩戒。

3. 网格员工作量分配要合理

应该按照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对网格员进行管

理工作内容的分配，如果工作量安排过大，相关人员会

为了完成任务，而应付了事，会使形式化工作现象增加。

工作量要以质量为基准，以网格员能胜任为宜，不能安

排法定责任以外和超出其能力的工作任务。要根据当地

行政区改调整并结合养户养殖规模的实际情况，因地制

宜配置网格员的数量，同时，还要对网格员的工作能力

和对村民的了解情况进行考核。

4. 网格大小安排要合理

网格大小要适中，不能太大，也不能过小。对较小

猪场实行包村，千头以上猪场实行包场，这样安排网格

大小较为合理。如果全部实行包场到户，一些自养自食、

微型养殖户的购进售出日常，会使网格化底账需要天天

更新，这增加了网格化管理的工作量，不利于猪瘟疫情

防控工作的开展。

5. 提高网格员的待遇

目前，动物防疫设有基层村级防疫员，其职责则是

为散养户进行动物免疫工作，同时对防疫员设有工作补

助经费。在各级动物防疫津贴补助中，要明确并提高村

级防疫员的待遇补贴比例。对于从事网格员的村干部，

给予相应的工作补贴，同时要让乡镇动物防控中心的工

作人员享受到医疗卫生津贴。此外，管理部门还要制定

相应的奖惩制度，不定期考察各级干部和基层人员的工

作情况，以防止“有人拿钱，没人干事”的现象发生。

除此之外，要加大动物防疫专员的招聘力度，使每个乡

镇都有一名专职的动物防疫员。

六、结语

对于非洲猪瘟，目前仍然没有高效的疫苗出现，将

该病彻底清除的难度很大。随着规模化养猪进程的推进，

猪群越来越集中，增大了非洲猪瘟防控的难度。网格化

管理是目前猪瘟防控效果较好的方式。网格化管理实施

所遇到的难题，是疫情工作有效开展急需要铲除的阻碍，

要针对问题采取有效举措，使非洲猪瘟防控网格化管理

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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