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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对牲畜养殖管理的改善和人畜共患病防控的解决途径 

摘 要 

 

1. 研究背景 

畜牧业在农业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随着已成为全球危机并影响着人

类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爆发，人畜共患病及其防控

措施引发了更多关注。由于防疫力量薄弱以及社会文化习惯等多种因素，亚太地

区一直是人畜共患病的多发区域，给养殖业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损失，威胁卫生

安全、民生安全、粮食安全。 

约 60%的人类传染病源自动物。畜禽养殖的机械化可以为防治人畜共患病发

挥重要作用。由于机械装备具有明显的程序化和标准化的作业特性，因此在生物

安全防控上具有更好的执行能力。机械装备可以最大程度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防

控失效，更可靠地杀灭病原体、阻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畜，从而实现对人畜

共患病的有效防控。因此，机械化防控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同时，大量机械装

备应用在畜禽规模化养殖的各个生产环节，可以改善养殖业管理水平，提高劳动

生产率，增加养殖效益，提升畜产品的质量，降低对环境的负荷。这对于提升食

品和营养安全、改善动物福利具有重要意义。这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消除饥饿(SDG2)、良好健康与福祉(SDG3)、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SDG12)高度相

关。 

 

2. 机械化在人畜共患病防控中的作用 

以生猪养殖为例，机械装备在现代生猪养殖业中有广泛的应用，包括栏架、

漏粪地板、饲喂设备、消杀设备、环控设备、粪污资源化利用设备和病死猪无害

化处理设备的作用、分类、结构形式、工作原理以及发展趋势等。机械化对改善

养殖管理的作用体现在：促进养殖规模化、提升养猪效率和效益、改善人猪福利、

改善人居环境。机械化应用在人畜共患病防控中提供了养殖场的宜机化设计、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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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保障、养殖场机械化消杀的人畜共患病防控的机械化解决方案。 

制约机械化防控的因素主要有：疫病的整体防控能力不足、小规模和散户养

殖的疫病防控较为薄弱、机械化疫病防控研发与应用体系不够健全、牲畜养殖的

专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等。与此同时，机械化防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机

遇与挑战。随着农机工业、信息化技术的高速发展，使机械化在疫病防控上可以

发挥更大作用，更具针对性。在应对非洲猪瘟和新冠病毒等疫情方面，亚太地区

总结了防控不足的教训，也积累了诸多有效的防控经验，完善疫病防控的软、硬

件设施设备成为共识。然而在一定时期内，规模养殖同大量散户养殖将继续并存，

要提高养殖业的整体规模化程度，同时，需要注重机械化同养殖工艺和药物防控

技术的融合。 

 

3. 政策建议 

亚太各国应根据本国国情，互相借鉴发展经验，制定发展规划和切实可行的

行动方案，不断提升牲畜养殖规模化、机械化和智能化水平。本研究对亚太地区

牲畜养殖机械化发展的措施与建议如下。 

(1) 加强科技创新与新技术推广，提高绿色、安全、高效的畜牧机械的供给。

加快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装备等新技术的应用。 

(2) 鼓励适度规模养殖和场区标准化建设，坚持养殖业与种植业协调发展，

鼓励就近就地消纳养殖废弃物。推进设施养殖模式创新、科学规划、宜机化设计，

加强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的集成配套技术指导。 

(3) 坚持疫病科学防控和机械化的应用：将疫病防控纳入牲畜养殖行政管理

法律法规；制定养殖场机械化消杀技术规范；支持规模化养殖场（区）配套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病死畜禽尸无害化处理设施装备。 

(4) 发挥市场化、社会化和专业化服务组织作用：推广“公司+农户（家庭

农场）”的养殖模式，鼓励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畜产品贮运、

安全净化防疫等环节的专业化服务。 

(5) 加大政府扶持和金融保险支持：政府建立规模化养殖场建设激励机制，

加大对养殖场户购置畜牧机械装备的扶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牲畜机械装备抵押

贷款，政府实施临时贷款贴息；提高牲畜政策性保险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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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展从业人员培训教育和广泛的交流合作：加大对养殖场（户）从业人

员培训，提高全行业人员的素质。加强与动物健康、疫控、环保等其他部门协作；

加强经验交流和数据共享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

与农业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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