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降低沙門氏桿菌傳播的機會 

 

猪隻自出生、成長至屠宰的任何時間、地點，皆可能受到沙門氏

桿菌感染。研究顯示，沙門氏桿菌污染的猪場難以根除，但是可以降

低其感染。要防止猪場沙門氏桿菌污染，阻斷其傳播路徑是一個有效

的方法。當猪場受到沙門氏桿菌感染時，可於飼料及飲用水中添加酸

性物質，即可有效對抗沙門氏桿菌的影響。 

近來，荷蘭的飼料製造商公佈關於「飼料與食品」兩年的研究計

畫，稱作「猪場中沙門氏桿菌之污染控制」。其目的是為了找出沙門

氏桿菌流行傳播的程度，及其對飼養利潤的影響，強調在猪場內如何

控制及降低沙門氏桿菌傳播的機會。 

研究計畫約有四十個帶有沙門氏桿菌的猪場參與，首先將所有參

與試驗的猪場，依據其猪隻血液測試結果，分為三種狀況：第一是受

到低度感染的猪場、第二是受到中度感染的猪場、第三是受到嚴重感

染的猪場。測試的血液是收集每個猪場、每三個月內、於屠宰線上採

集十五個樣本進行分析，計算沙門氏桿菌力價結果高於 10 的猪場作

為測試組，而數值小於 10 的猪場則作為對照組。測試時，其飼料、

飲用水、飼養環境衛生都受到嚴密的監控，最後，並探討造成沙門氏

桿菌感染原因及可能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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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以下列四種不同的處理方式進行：A. 飲水處理組（40,000

頭猪隻）：於分類為第二及第三種猪場之飲用水中，添加不同酸性化

合物，可以有效對抗細菌生長。B. 飼料處理組（18,000 頭猪隻）：

於分類為第二及第三種猪場之飼料中添加另一種酸性物質的組成(與

飲水添加物之基本要素相同)。C. 加強環境衛生管理組（16,000 頭

猪隻）：於分類為第二及第三種猪場中執行特定的衛生管理，例如：

徹底的清潔消毒、不讓其他動物靠近、提供清楚的防疫規定條文並禁

止猪隻的移動。D. 對照(無除理)組（47,000 頭猪隻）：分類第一種

的猪場不作特殊處理與控制。 

監控結果得知：猪隻之沙門氏桿菌的傳播，在添加酸性物質於飼

料及飲水後，均得到有效的控制(表 1)。 

表 1.飼料及飲水添加酸劑對降低沙門氏桿菌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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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0 33.3 100 

% 

9.3 

*O. D.：吸光值 

另由屠宰線收集血液樣本測試與成本分析，結果發現添加酸性物

質於飲用水的處理組中，控制沙門氏桿菌的傳播有明顯的成效，且添

加酸性物質之成本是可以得到回收的。對於加強衛生管理之猪場，則

發現確實能夠控制沙門氏桿菌的傳播。 

猪場加強環境衛生管理及添加酸劑來控制沙門氏桿菌的傳播，證

實有正面的意義。如何在猪場及屠宰線上生產無沙門氏桿菌病源之猪

肉，沙門氏桿菌病源的控制扮演重要的角色，且需要大規模長期的研

究提供更重要的訊息。 

 

（鄭琇穗譯  / 林志勳審  Pig Progress, 22(1):12-13,  2006） 

 AT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