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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畜禽养殖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大量动物疾病也相继出现，

直接影响了养殖户的经济效益，给畜牧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环境因素、人为因素两方面分析了动物疾病发生

的病因，并提出切实有效的防控措施。做好畜禽养殖中动物疾病病因的研究及防控工作对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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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畜牧业占据农业的

比重也日益加大，畜牧业对推动经济发展做出了不

小的贡献，也对畜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

着畜禽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加，动物疾病也伴随发

生，并呈现扩张趋势，疾病的发生不仅影响畜产品

的质量，而且影响养殖场的经济效益，对养殖业的

持续健康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因此探讨动物疾病病

因及防控措施非常必要。

1 畜禽养殖中动物疾病的病因

由于畜禽养殖工作的复杂性，在畜禽养殖过程

中动物疾病的发生原因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因生长

环境所致，有的是因人为因素所致。由于动物机体

受损导致动物疾病发生，如果是寄生虫病，或者是

传染性疾病，对动物造成的影响更大，给养殖户带

来不小的经济损失。动物疾病病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方面。

1.1 环境因素

生长环境改变是诱发动物疾病的一个重要因

素。生长环境是动物活动的主要基地，恶劣的生长环

境会对动物产生不利影响，动物正常的生长发展需

要与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保障机体正常的能

量平衡，一旦身处环境不能与动物自身发生正常的

能量交换时，动物的新陈代谢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通

过外表机理表现出来，这就是疾病发生的原因。

1.2 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也是诱发动物疾病的常见原因。养殖

者由于缺乏专业的用药知识和技能操作，在药物配

伍和使用过程中，缺乏对药物毒性和机理的充分了

解，对动物盲目用药，用药不当引发的疾病非常多，

会对动物造成不利的影响，导致动物中毒甚至死亡，

无法达到治愈疾病的效果。有的养殖户缺乏对养殖

技术和养殖建设的重视程度，认为动物养殖只是一

项简单工作，缺乏科学的考虑，造成动物所处的养殖

环境恶劣，导致疾病发生。养殖场的选址不当，配套

设施不健全，在选址过程中没有实地考察，养殖条件

恶劣，容易滋生细菌和病毒，致使动物患病[1]。

2 防控措施

在畜禽养殖过程中，一旦出现动物疾病，不仅

对动物本身造成影响，对养殖经济效益也产生严重

影响，必须要加强对疾病的预防，做好防控工作。

2.1 做好疾病检查工作

针对动物产生的疾病，通过各项防疫措施进行

预防。新引进的动物要经过严格的消毒处理，并经

过一段时间的隔离和观察后，才能入群饲养，工作

人员也要通过严格的检疫消毒才能进入养殖区域

内。在疾病高发的季节，要做好预防疾病的准备工

作，定期注射疫苗，提高动物的免疫能力。做好隔离

处理，发病动物要第一时间隔离，对死亡的动物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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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的 4个小妙招

1 拱 圈
取煤块碾碎、加少许食盐，用米汤调和好，在给猪喂食前放在槽内，让猪自食，每 5 d喂 1次，直到

猪不爱吃为止。此法治猪拱圈十分灵验。

2 窜 圈
把窜圈猪的上眼睫毛剪掉，长长了再剪，一直剪到猪不窜圈为止。因为睫毛剪掉后，猪抬头窜圈

时，眼睛会受到风、光、尘土的刺激而生恐惧感，就不再窜圈了。

3 啃 墙
对于生猪喜欢啃咬墙脚，一般养猪户不认为是饲料营养不平衡所致，常用恐吓和棒打方法加以制

止，却不奏效。其实，猪啃墙脚的原因是饲料中盐量不足。猪舍的围墙接近地面处，因长期粪尿作用

可出现较多的硝酸盐，猪凭灵敏的嗅觉，就会自我寻找补充体内所缺的盐。故应在饲料中及时补盐。

60～90 kg的育肥猪，日粮中盐的含量应达 0.25%，种公猪一般为 0.35%。

4 咬 斗
把原存栏猪赶出栏圈外，再在刚买回的仔猪和原存栏的猪身上及圈舍里喷洒白酒，然后将刚买回

的仔猪先放进栏，再把原来存栏的猪赶回圈内，猪就不会咬斗了。

来源：中国养殖网

体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做好检验防疫，对进出程序

要严格检查，避免动物在进出过程中感染疾病，尤

其是夏秋季节，要加强动物疾病检疫力度，确保养

殖区的健康安全[2]。

2.2 保持良好的环境

只有良好的环境才能保证动物的健康成长，养

殖场的选址对动物养殖具有重要影响。养殖场要尽

量选址在地势较高、通风较好的区域，具有良好的

水源条件，较好的排水、排污能力，远离居民住所，

避免居民生活产生的污染对养殖场造成危害，减少

细菌、病毒的传播。

2.3 加强动物饲养的管理

加强对动物的日常管理是防控的关键所在。在

畜牧养殖过程中，饲料是动物的饮食来源，必须保证

其干净、卫生、安全，要注意动物饲料的管理，让动物

食用安全健康的饲料。根据不同阶段动物对营养物

质的需求，调整饲料中营养物质的配比。科学的配比

才能增强动物的体质，增加其抵抗能力。尽量避免人

为因素对动物造成的不利影响，加强养殖场环境建

设，对动物的粪便做好无害化处置，建立科学的养殖

管理机制，消除外界不利因素对动物造成的影响。

2.4 做好动物疫情防控工作

在养殖场中如果已经发现疫情，首先要做好隔

离，必须及时处理发病动物，避免造成更大的感染。

针对发病动物，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处理，防止疫情

进一步扩散。疫情严重的要作扑杀无害化处置。做好

养殖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是一项长远工作，要着眼于

长远利益，着眼于防，着手于控，坚持科学防疫[3]。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综合生产能

力稳步提高，动物疾病的防控也日显迫切，表现出

动物疾病的复杂性和病因的多样性，仅仅依靠疫苗

和药物是不能解决动物疾病的，要结合养殖场的实

际情况，增强养殖者自身素质和专业能力，提高养

殖技术专业水平。通过对动物疫情的有效防控，加

强对动物疫病病因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

防控措施，有效保障动物健康成长，提高养殖效率，

确保动物产品安全，促进养殖工作的持续开展，保

证我国畜牧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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