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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总结了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的发展策略，要获得长期持续发展，需要在防疫卫生制度和环境卫

生控制长效管理、日常生产和农产品质量、环保措施和环保意识、杜绝转包代养顽疾以及提高家庭农场发展活力

和“造血”能力等方面加以提高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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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某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经过近 10年发

展和壮大，已经实现年生猪出栏 12万头，农民年增

收逾 1 000万元，近百户农村村民脱贫致富。同时，

在发展过程中也遭遇到环保、后期发展乏力等困

惑。

1 家庭农场在防疫卫生制度和环境
卫生控制长效管理上要持续保持

防疫卫生制度和环境卫生控制事关家庭农场

生猪健康，事关家庭农场整体面貌，体现家庭农场

新农村建设风貌。经过多年来不懈努力，各家庭农

场经营者普遍养成良好的防疫卫生习惯，对农场内

外及周边环境能够保持卫生和整洁。特别是近年

来，出台了多种措施和方案，促进生猪代养总体收

入与卫生防疫工作相挂钩，各农场主在卫生防疫和

环境控制对生猪健康状况的影响方面有了较深刻

体会，调动经营者愿意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做好各

项动物卫生防疫工作。

2 保证日常生产和农产品质量

随着国家对安全生产和农产品质量要求不断

提高，对家庭农场发展提出更高要求。我们长期贯

彻和执行安全生产是第一要素观念，对家庭农场在

水电使用、特种养殖设施设备、油气及危化品专项

管理和存储上保持高压监管态势，确保各农场安全

生产工作常抓不懈。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上，对家庭

农场均进行有关培训，警钟长鸣，提高经营者在兽

药、农化物资使用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完善好使用

台账。在废弃疫苗瓶和兽药包装管理中，实行全部

无害化回收管理，交由有处理资质部门集中进行无

害化处置。

3 环保措施和环保意识不断加强

习总书记讲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种养

结合家庭农场在发展和成熟过程中，不断探索环

保、绿色养殖，正逐步做到农民通过养殖取得经济

和环保两方面事业的和谐统一。通过在生物除臭、

粪污资源化利用和还田等多方面不断探索和积极

尝试，解决好生猪养殖过程中臭气排放和粪污资源

化利用等重大难题。各家庭农场深刻领悟到只有做

到环保才会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对自身环境保护措

施完善和改进上有较大内在需求。

4 杜绝转包代养顽疾

根据家庭农场建设章程和养户签订有关协议，种

养家庭农场不得进行转包。但在生产实践中，仍然存

在少数家庭农场雇人代养、转包等不良情况，这背离了

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带动当地村民通过自身努力勤劳

致富的建设初衷，同时也带来区域内不安定因素，容易

造成群众纠纷。各级管理部门，特别是对家庭农场把

关的镇和村，应当切实做好家庭农场准入和监管工作，

让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生产和经营回归“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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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高家庭农场发展活力和“造血”能力

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其

生猪养殖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逐年稳步提高，但

也暴露出自主生产经营活力缺乏，对政府和牵头

合作社依赖度较高，在基础设施和微小设备维护

保养上缺乏主动性，对自身生产水平和职业农民

素养的提高上缺乏热情。究其原因，可能与目前

家庭农场退出机制单一（基本都是年龄到期自然

退出）、缺乏竞争和流动机制有关。在今后的家庭

农场建设和管理上，应当逐渐加以完善，探索减

少和降低直接经济上的政策性扶持措施，通过其

内部管理水平和生猪养殖水平、水稻种植水平等

的不断提高，促进家庭农场自身“造血”能力提

高，发挥种养结合家庭农场产业优势和整体活

力。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兽医常规检验技术及临床意义，是兽医临床诊断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在定

程度上有助于确定诊断结果，并分别列举了粪便检验、尿液检验和血液检验在兽医临床诊断中的具体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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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常规检验是兽医工作的重点，能够及时、

准确地对生病的动物进行诊断，可以为动物的治疗

明确方向，留出充裕的治疗时间。兽医常规检验就

是为动物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预后等提供信息

和依据，但是，往往被临床兽医忽视。

1 常规检验技术

1.1 血液检验

1）血沉测定（红细胞沉降速率）。主要有 2种方

法：魏（Westergren）氏法“六五”型血沉管法和魏

（Westergren）氏法。

2）血红蛋白含量测定。原理是根据红细胞遇酸

溶解（褐色的酸性血红素）稀释后，与标准色柱比

色，所求得的血红蛋白含量。

3）红细胞计数。将血液稀释后，用显微镜计算并

换算为每立方毫米血液内的含量，就是红细胞计数。

4）白细胞分类计数。白细胞计数分类是指按白

细胞形态学特征进行分类计数，机体血液中主要有

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和

嗜碱性粒细胞 5种白细胞，每种白细胞都有它特定

的功能，只要 1种白细胞的数量发生变化，都会影

响血液中白细胞发生分布变异。

5）红细胞压积容量测定。红细胞压积容量（简

称比容或 P.C.V.），将抗凝血装入特制的玻璃管中，

同时计算占全血的百分比。

6）血小板的计数。在血细胞计数，同时求出每

微升血液中血小板数，就是血小板的计数。

7）血液生化检测。主要检验胆固醇、白蛋白、总

蛋白、电解质、血钙、血铁血糖和肝、肾功能等。

1.2 尿液检验

尿液检验分物理检查、化学检查。物理检查包

括颜色、pH测定、透明度和沉渣等；化学检查包括

蛋白质、葡萄糖、血红蛋白和酮体的检验等。

1.3 粪便检验

主要是酸碱度、潜血和寄生虫检验。

2 兽医的临床意义

2.1 血液检验

1）血沉测定（红细胞沉降速率）。血沉加快见于

各种类型的发热病、贫血、重度溶血性疾病和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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