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在我国大部分地区都是选择圈

养式模式作为养猪模式，不管是农村的散养

户还是养猪场都是上述养猪模式。圈养式模

式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进行的猪养殖活动，

这种模式下，会直接导致猪圈内容空气流通

明显不畅，特别是高温的季节，空气不流通，

细菌滋生，最后导致猪感染上呼吸道疫病的

情况，这已经逐渐成为猪养殖的一个重大问

题。所以，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从根本上分析

猪养殖的过程中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发病原

因，在掌握主要发病原因的基础上制定一系

列有效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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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目前，导致我国生猪养殖受到感染性疾

病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猪呼吸道疾病。在猪群

中，猪呼吸道疾病会出现大范围的传播，这

样一来，就会导致生猪的正常发育受到严重

的影响。探究猪养殖的过程中呼吸道疫病的

主要发病原因，在分析发病原因的基础上制

定一系列有效的应对措施。

2、猪养殖的过程中呼吸道疫病的主要

发病原因

2.1疾病因素

在分析相关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综合分

析所有种类的呼吸道疾病，并且从根本上分

析发病的原因，在分析之后得到：肺炎支原

体是导致呼吸道疾病的始发因素。分析其实

际致病性表现得到，一般会严重的破坏呼吸

道上毛细血管等部分，最后导致毛细血管上

纤毛细胞出现非常严重的损伤跟死亡的情

况①。在情况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呼吸道黏

膜层出现脱落的情况，并且还会导致生猪呼

吸道疾病的情况。如果入侵猪流感等病毒性

疾病，那么就会导致生猪单核淋巴细胞的正

常发育受到直接的影响，并且还会导致生黏

机体免疫力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这是导致

生猪感染呼吸道疾病出现的最为严重的潜

在危险因素。

2.2饲养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逐渐开始大力的

支持鼓励生猪养殖，所以养殖的规模逐渐扩

大，且逐渐转向于规模化以及集约化，所以，

会直接促使大批生猪养殖场时代的到来。在

进行养殖场发展的过程中，不管是农村的散

养户还是养猪场都会选择封闭形式的圈养

方法，这种圈养方法会导致室内猪群密度非

常的大，并且还存在严重的空气流通不畅的

情况，非常容易导致猪群引发肺炎的情况，

这是导致猪感染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原因。所

以，在空气流通不畅地猪圈内，经常存在含

有较大成分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会导致生

猪出现非常严重的间歇性缺氧的情况，这样

一来就会导致生猪呼吸负担逐渐加大②。同

时，还有一部分其他有害成分会升高其浓

度，如果在氨气达到相应的浓度之后，还会

导致生猪呼吸道受到严重的刺激，最后会导

致细菌入侵更加的容易。

2.3其他因素

在实际工作中，生猪呼吸道疾病其实质

上是高传染性疾病的一种。因为生猪养殖的

过程中，想要第一时间有效的治疗与隔离病

猪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时生猪群密度也非常

的大，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一只生猪感染了

疾病，那么在短时间内容就会非常容易传染

给其他的健康猪群，主要的传播方法如下：

空气传播、肢体接触等，在传播的基础上导

致大面积生猪感染情况的出现，最后导致生

猪呼吸道疾病难以得到有效的防治。

3、猪养殖的过程中呼吸道疾病的应对

措施

3.1生猪饲养环境的改善

生猪的饲养环境算得上影响生猪感染

呼吸道疾病最为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改善

生猪饲养环境具有非常显著的现实意义③。

预防该项疾病的过程中，需要从根本上做到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保证室内非常的清洁

卫生，且促使空气处于一个流通的状态。例

如，在户外饲养的生猪在感染呼吸道疾病方

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可以从根本上

验证上述的观点。同时还需要从根本上严格

依照生猪饲养的环境标准进行饲养，认真、

仔细的做好相应的消毒防疫工作，并且还需

要从根本上健全完善消毒防疫制度，并且贯

彻落实具体的责任，如果出现感染疫病的情

况，那么就需要整体隔离整个图内的生猪，

并且全面的清洁、消毒、通风整个猪圈，还需

要从根本上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3.2有效的控制感染猪病原体

在一些生渐感染上呼吸道疾病的时候，

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明确

感染的病原体类型，之后采取一定的措施净

化病的原体。在进行生猪饲养的过程中，还

需要从根本上保持合理的、正确的饲养密

度，保证空气的流通④。如果是妊娠猪以及猪

仔等，更需要关注其饲养密度，这样一来就

可以很好的控制病原体。在饲养生猪的过程

中，还需要重点关注猪群免疫接种工作，可

以从根本上防止呼吸道疾病的出现。

4、总结

公共食品安全受到生猪健康养殖及成

长的直接影响，所以，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从

根本上重视生猪健康。然而我国生猪健康影

响最大的一项重要疾病就是呼吸道疾病。在

进行呼吸道疾病防治的过程中，需要从根本

上做好预防工作，并且完成针对的治理。所

以，在进行呼吸道疾病抑制的过程中，需要

从根本上控制病原体，并且从根本上保证饲

养环境的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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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治超执法行为，杜绝以

权谋私、权力寻租、趋利执法等违法违纪

行为，树立交通运输系统干部清正、行业

清廉、政务清明形象，县治超办按照交通

运输部、公安部统一部署，依照“五坚持”

原则实施“十不准”纪律和“八项制度”，开

展规范公路治超执法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标本兼治，惩防并举，转变

重处罚、轻管理，重管束、轻服务的观念，

全面排查治超执法工作，全面梳理治超领

域的执法内容，大力整治乱执法、乱罚款

等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十不准”纪律的要

求，查处一批违反工作纪律和工作规程的

执法行为, 曝光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件，按

照“五坚持”原则，健全完善“八项制度”，

加快推进治超联合执法常态化制度化，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一）“十不准”纪律。

1、不准制定和执行与全国统一超限

超载认定标准不一致的地方标准。

2、不准无执法资格人员实施行政处

罚、行政强制措施等执法行为。

3、不准超出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实

施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

4、不准制定和执行罚款收缴合并的

制度。

5、不准利用职务便利，以各种形式收

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财物。

6、不准对同一违法行为进行重复罚

款。

7、不准对违法超限超载车辆只罚款

不卸载。

8、不准违规收取超限检测费、停车保

管费、通行费等费用。

9、不准超期扣留违法超限超载车辆

不作处理。

10、不准在公路超限检测站以外现场

处罚车辆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原则上所有

对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的现场检查处

罚一律引导至公路超限检测站进行。

（二）“五坚持”原则。

1、坚持源头执法。加强车辆和装载源

头监管，促使治超重心前移，防止超限超

载车辆出场上路，减少路面执法矛盾冲

突。

2、坚持联合执法。推动依托公路超限

检测站，交通运输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公

安交管部门治超联合执法模式常态化制

度化。

3、坚持文明执法。加强治超执法队伍

规范化建设，不断提高文明执法的能力和

水平。

4、坚持阳光执法。建立健全治超执法

信息公示制度，通过政府网站或者在办公

场所公示有关执法信息。

5、坚持理性执法。多运用说服教育、

调节疏导、劝导示范等非强制手段，寓处

罚于教育服务之中，消解执法冲突，严禁

粗暴执法和随意执法。

（三）“八项制度”。

1、违法超限超载车辆未卸载到位不

得放行。执法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超限超载

车辆，应在监督其消除违法行为后，方可

按照有关规定放行。

2、车货总质量超过限定标准的违法

统一由公安交管部门实施处罚。交通运输

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公安交管部门依托公

路超限检测站开展联合执法，对车货总质

量超过限定标准的超限超载车辆，在交通

运输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负责监督消除违

法行为后，由公安交管部门单独实施处罚

记分。

3、严格规范罚款处罚。对车货总质量

超过限定标准的违法超限超载行为，公安

交管部门作出处罚后，交通运输部门道路

运输管理机构落实“一超四罚”措施。对货

运车辆其他违法行为，交通、公安部门依

法进行处罚，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能重复

罚款。

4、罚款收缴分离。执法人员只能向当

事人开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准现场收取

罚款，由当事人持行政处罚决定书到指定

的代收银行缴纳罚款。

5、行政执法公示。交通运输部门公路

管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公安交管

部门应将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程序、

执法监督、执法结果、当事人权利等相关

信息进行全面公示（六公示）。

6、执法过程全记录。交通运输部门公

路管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公安交

管部门应采用文字、音像、电子数据等方

式，对行政执法行为全过程进行记录，切

实保障行政相对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的合法权益，减少行政争议。

7、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交通运输

部门公路管理机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

公安交管部门要严格落实重大案件集体

讨论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重大执法决定

法制审核制度。

8、运政人员不再单独上路检查货运

车辆。为避免重复处罚，运政人员不再单

独上路检查货运车辆，重点负责货运市场

准入、货运装载源头监管、从业资格和信

用管理等相关工作。

我县依照“五坚持”原则 实施“十不准”纪律和
“八项制度”规范治超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