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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巩固在云南省山区半山区畜牧业健康发展，做强做大宁洱县生猪产业化发展，结合本地方动物

疫病流行情况，推广应用云南省生猪疫病“321”防控技术，多年来疫病防控效果显著，并对如何开展生猪疫病

“321”防控技术，构筑防疫屏障作了重点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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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宁洱县在没有推广应用生猪疫病“321”

防控新技术前，生猪强制免疫一直沿用传统“三苗

二针，二次注射”的方法，猪瘟疫苗和口蹄疫疫苗分

点同时注射，间隔 10～15 d再注射猪蓝耳病疫苗，

这样导致免疫注射时限比较长。宁洱县地处云南滇

南部的北回归线以南的山区半山区地带，海拔在

551.7～2 851.1 m 之间，海拔落差较大，形成多雨

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村庄分布距离较远，有的在山

区，有的在坝子，村防疫员重复进村入寨来完成国

家要求强制免疫的猪蓝耳病、口蹄疫、猪瘟三苗免

疫注射工作，一次春防或者秋防工作要 80～90 d

时间才能完成自己辖区内的生猪免疫注射工作，既

费时，又消耗大量人力物力，防疫密度相对较低，时

常有不同猪的疫病发生，给养殖户造成不同程度的

损失。

为了构建坚实的动物防疫屏障，加强免疫注射

工作，2013年以来，在省、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宁洱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认真组织开展春秋动物防疫工作，贯彻落实云

南省生猪疫病“321”防控技术，按照“分片包干，集

中免疫，整村推进，不漏组不漏户，全覆盖，后补针”

的免疫模式对宁洱县存栏 27万头生猪进行免疫注

射，应免动物 100%的免疫，免疫率达 90%以上，免

疫 30 d后猪瘟病、口蹄疫病、蓝耳病的抗体含量检

测合格率 70%以上，构筑了坚实的动物防疫屏障，

巩固了生猪免疫效果的同时保障了宁洱县生猪产

业的健康发展。现将云南省生猪疫病“321”防控技

术的基本概念、推广应用、构筑坚实防疫屏障的基

本方法简述如下。

1 云南省生猪疫病“321”防控技术

云南省生猪疫病“321”防控技术是生猪“321”

免疫注射方法的简称，在全省动物春秋两季“集中

免疫，整村推进”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排除

了多种抗原在体内互相干扰产生免疫抑制而降低

抗体产生的机率，经云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试验研究证明免疫注射后的生猪抗体含量都达

到国家标准要求，生猪免疫反应死亡数不到万分之

一，生猪抗体检测保护合格率都在 70%以上，2013

年开始在云南省全面推广应用，逐步形成春秋动物

防疫新屏障，实践证明生猪疫病“321”防控效果很

理想。生猪疫病“321”防控技术就是对生猪规模养

殖场、活畜交易市场、农村散养户的生猪进行多种

活疫苗混合、分点同步注射的一种免疫注射方法，

它把国家强制免疫的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 2

种活疫苗（猪瘟或者猪蓝耳病）用稀释液稀释混合

后在猪的颈部一次性注射，同时在颈部的另一侧注

射猪口蹄疫的灭活疫苗，采取“三苗二针、两点注

射、同步进行、一次完成”的注射方法，减少注射免

疫次数，降低生猪疫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云南省

农业厅将这种生猪免疫注射方法称为生猪“321”免

疫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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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宁洱县推广“321”防控技术的基本
办法

1）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积极安排部署防疫工作。

宁洱县畜牧兽医局按照政府保密度，部门保质量的总

体要求，明确年度目标管理责任，转变观念，敢于创新，

把动物疫病免疫工作由强制性转变常规性，建立县、

乡、村三级动物防疫考核责任机制。在每年的春季、秋

季动物防疫工作中，及时召开“集中免疫，整村推进”动

物免疫工作启动会，贯彻落实省、市、县防疫防控工作

方针，安排部署动物防疫工作，为春、秋动物防疫工作

的顺利开展营造了积极做事的工作氛围。根据《普洱

市 2013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实施方案的通知》、《宁

洱县 2013年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实施方案》、《宁

洱县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 2013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

强制免疫工作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县畜牧兽医局根

据市畜牧兽医局下达的动物防疫任务指标，细化到各

乡镇人民政府和乡镇农业服务中心；县人民政府与各

乡镇人民政府签订动物防疫责任合同书，乡镇人民政

府、县畜牧兽医局与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签订动物防疫

责任合同书，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与村防疫员签订动物

防疫责任合同书，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畜禽规

模养殖场（户）签订动物防疫责任合同书，把动物防疫

工作任务指标落实到基层单位、防疫员身上，县畜牧

兽医局按照实施方案，组织人力物力对宁洱县应免动

物结合生猪“321”免疫技术实施“集中免疫，整村推进”

动物防疫工作，构建宁洱县动物防疫屏障。

2）加强动物防疫宣传工作，组织宁洱县村级动

物防疫员认真学习掌握生猪“321”免疫技术的操作

要领，提高村级防疫员的技术水平。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对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的规定，预防为主，未病先防，防重于治的防疫方针，

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原则，积极宣传动物疫病强制

免疫的重要性，宣传“集中免疫，整村推进”动物防疫

模式和生猪“321”免疫技术，印发宣传单 3万份，书

写墙体宣传标语上百条，邀请普洱市电视台“科学科

技在行动”栏目拍摄宁洱县“集中免疫，整村推进”和

生猪“321”免疫技术专题片进行宣传，县委政府对动

物防疫工作的重视，增加防疫经费储备充足防疫物

资，加强宁洱县村级动物防疫员动物防疫技术培训，

学习省、市、县有关动物防疫政策，邀请市、县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彭海生兽医研究员、解明华高级兽

医师讲解生猪疫病“321”免疫操作技术要领，疫苗种

类选择、疫苗稀释方法、注射剂量、标记注射、器具消

毒、生猪免疫反应稳妥处理方法等注意事项。

3）注重对仔猪、怀孕母猪、弱猪、生病猪、待出

栏肥猪 5种生猪不进行免疫注射原则，采取适时补

针免疫。对“五不打”生猪要随时关注进展情况，为

了防止漏免，除待出栏肥猪外的其它生猪进行适时

补针免疫，提高免疫密度。

4）组建乡镇动物免疫小分队，按“集中免疫，整村

推进”的免疫模式完成生猪疫病“321”防控免疫工作。

县畜牧兽医局根据工作的需要，下派县动物疫控中心

技术人员挂钩乡镇，参与“集中免疫，整村推进”动物

防疫工作，宁洱县 7镇 2乡组建了 55个动物免疫小

分队，每个免疫小分队至少有 2名村防疫员，1名村干

部，1名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人员组成，统一着装，挂

证上岗，采取“分片包干、集中免疫、整村推进”的免疫

模式，对宁洱县生猪同时开展免疫注射工作。

5）做好防疫物资的储备供应及突发重大动物疫

病应急准备。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宁洱县

畜禽动物的存栏数量，订购春、秋动物防疫疫苗等

防疫物资，根据需求及时分发到各乡镇农业服务中

心，同时做好《宁洱县重大动物疫病应急处置预案》

的准备工作，一旦突发重大动物疫情，迅速启动预

案，县畜牧兽医局、动物卫生监督所、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对动

物疫情扑灭措施的规定，根据“早、快、严、小”的原

则扑灭疫情，净化疫区。

6）县督导检查组进村入户抽查动物免疫工作。

县畜牧兽医局抽调技术人员组成督导检查组，由分

管动物疫病防控的副局长带队，落实春秋季节重大

动物疫病免疫工作，对已实施免疫的村、组、社区进

行动物免疫督导检查，查看动物免疫户口册记录情

况，询问免疫小分队进展情况，生猪免疫反应死亡

情况，对应免疫率较低不合格的村组进行通报批

评，进行补针免疫。

7）加强动物疫病抗体监测，构筑坚实动物防疫

屏障。动物免疫注射工作结束后，为了掌握宁洱县

动物免疫注射后畜禽抗体水平高低，是否达到国家

规定的群体免疫合格标准，根据市、县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监测动物疫病免疫抗体的要求，每年县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技术人员对应免动物

随机采取血样，进行血清学抗体检测，通过

管理前沿 91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4期

2013-2015年的检测结果表明，免疫后 15、30、45、

60 d 猪瘟免疫合格率分别为 72%、90%、100%、

100%，猪口蹄疫免疫合格率为 55%、82%、85%、

92%，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免疫合格率为 35%、37%、

78%、86%。猪瘟疫苗注射 15 d后产生合格抗体，口

蹄疫疫苗注射 30 d后产生合格抗体，蓝耳病疫苗

注射 45 d后产生合格抗体，对检测出抗体含量较

低的村组进行工作反省，查找免疫注射原因，查缺

补漏补针免疫，加强坚实动物防疫屏障。

通过云南省生猪疫病“321”防控技术的推广应

用，改进了以往宁洱县生猪疫病免疫注射方法，减少

每年的春防或者秋防进村入户的免疫次数，实现了春

防、秋防一次部署一次完成，加快防疫进度，减轻劳动

量，减少一半的免疫时间，节约了大量的疫苗稀释液，

生猪疫苗免疫反应和免疫注射反应死亡数逐年减少，

宁洱县没有发生猪瘟、口蹄疫、蓝耳病等疫情，实现了

宁洱县生猪疫病免疫保护预期目标，建立起了坚实的

动物防疫屏障，促进了宁洱县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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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互联网 +的发展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

生产力。介绍苍岭镇基本情况，分析互联网 +畜产品的有利条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互联网 +畜产品发展

的对策，对如何发挥互联网 +作用，把苍岭镇的畜牧产业做强做大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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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月 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

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 +”行动

计划。“互联网 +”是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

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

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

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

态。苍岭镇是一个农业大镇，畜牧业在农林牧渔业中

占有重要地位，对促进种养殖结合，提升种植业附加

值，促进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作用，本文就如何把互

联网 +与畜产品生产与营销结合起来作一些探讨。

1 基本情况

苍岭镇位于楚雄市城区东北部，距州府所在地

鹿城 17 km，距省会昆明市 140 多千米，镇辖区内

320国道、广楚公路、广楚高速公路、安楚高速公路、

广大铁路及复线、在建楚南一级线七条交通干道贯

穿全境，农村经济以烤烟、粮食、畜牧养殖、非公经

济为支柱产业。全镇辖 8个村委会、166个村民小

组，共有农户 8 363 户，总人口 31 963 人，居住着

汉、彝、回等民族。辖区总面积约 344.484 km2，耕地

面积 2 849.06 hm2，粮食总产量 2 407.5万 kg，农村

经济总收入 2.0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7 600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9708亿元，其中畜牧业产值达

1.322 6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26.7%。

苍岭镇全面实施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整村

推进工作，实现集中免疫，整村推进 100%。全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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