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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动物疫病防控在思想、经济、建筑、管理、经费、治疗等方面存在很多误区，直接延误和阻断防疫

工作的正常进行，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与环境污染。为此，本文提出了有效的改进措施，以期消除误区，科

学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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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养殖最关键的一环是“防”，所谓防患于未

然，等到亡羊补牢的时候，已经迟了，造成这种现象

的原因是在防疫工作中存在误区。

1 防疫误区

1）思想误区。相当多的养殖户认为不需要实施

防疫，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养殖户的文化水平

参差不齐，加上对经济支出的顾虑，他们觉得疫病

离自己很遥远，何必乱花钱，对防疫工作人员的劝

导常怀有抵触。

有些养殖户的防疫意识则只停留在接种疫苗

上，认为只要接种过疫苗，就算做好了防疫措施，这

种重发展轻保护的养殖思路给动物疫病暗开大门，

致使疾病隐患大量存在，直到疫病大面积暴发，不

得不采取抢救措施的时候，才慌张应对，出现省小

钱吃大亏的现象。

2）经济误区。为了减少资金的支出，一些养殖

户忽视发展和环境的内在联系，贪图一时的节省，

在养殖区外乱丢垃圾，乱扔粪便，殊不知，病原已经

产生，长此以往，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急剧恶

化，非常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发生动物疫病也就顺

理成章，成了早晚的事。

3）建筑误区。饲舍的建立大多不够科学，不够

规范，大多是荒芜的废弃房，这些房屋其实并不适

合动物饲养，在采光、通风、取暖上存在很大缺陷，

加上动物被密集圈养，透气性差，很容易助长细菌

与病毒的滋生，一旦发生疫情，由于空间狭小，没有

隔离设施，暴发动物传染病也就在所难免了。

4）管理误区。在动物饲养的过程中，要实现条

分缕析的科学化管理[1]。目前大多数养殖场在管理

方面十分混乱，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少数规模化养殖专业户即使配备相关的管理人员，

在管理上也不够专业，部门之间职责不明确，出现

疫情后相互推卸责任，有的形同虚设。

5）经费误区。由于养殖场地理位置偏僻，相应

的防疫配套设施跟不上，防疫站没有足够的财政资

金 [2]，有的防疫站空无一人，有的则只配备一些廉

价、落后的技术工具，比如体温计、消毒喷雾器之

类，以致在养殖户心目中，防疫工作只是一个过场，

防疫工作不重要的论断。一旦发生重大疫病，根本

谈不上治理。

6）治疗误区。由于未能及时地建立防疫监测体

系，等到疫情暴发，动物疫病已经不是初期，错过了

最佳治疗时间。

2 改进措施

1）提高文化水平。通过培训，可以改变养殖人

员对防疫工作的认知，使大家体会到防疫工作的必

要性、系统性，要使大家熟知相关法律法规，自觉遵

守《畜牧法》、《动物防疫法》，明确自己在动物防疫

工作中所处的环节，自觉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分清责任和义务，把养殖行为规范化，对卫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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