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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宁县板仑乡动物疫病防控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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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仑乡位于富宁县的东南部，距县城 24 km，

国土地面积 319 km2，总人口 26 068人。2013年底

生猪存栏 21 661头、出栏 23 298 头，大牲畜存栏

19 500头、出栏 6 399头，禽存栏 13.7 万羽、出栏

15.71万羽。

近年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动物疫病发生

较为频繁，在部分边远村寨的养殖户中出现“年年

养、年年发病或死亡”的现象，许多农民一提起养

猪、养鸡心里就发虚，动物疫病防控问题严重制约

着板仑乡畜牧业的发展。因此，针对当前动物疫情，

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和切实可行的防治方案，对保

障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当前板仑乡动物疫病防控存在的

问题

1）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群众对畜禽开

展“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认识不足，不重视畜禽

预防工作。预防是使畜禽群体有抵抗疫病感染的能

力，治疗是在畜禽预防接种的基础上对发病畜禽采

取的治疗措施。一般治疗一个疗程就基本见效，治

疗费用低，群众易接受；而养殖户中“畜禽不发病

就不必接种疫苗或只接种 1种疫苗畜禽就不会发

病”的观念依然存在。

2）动物疫病不断出现混合感染的现象。近年

来，在边远的村寨动物病毒性疾病变得越来越耐高

温，如猪瘟、猪伪狂犬病、猪细小病毒病、猪圆环病

毒病等病毒性疫病在夏秋季节发生并流行。由于病

原传播的季节发生了改变，病毒和细菌混合感染的

病例不断发生：有些病原毒力减弱，如猪瘟呈现温

和型；有的感染 2种细菌病，有的感染 2种病毒病，

有的病毒病和细菌病同时感染，有的细菌病和寄生

虫病同时感染，还有的细菌病、寄生虫病及病毒病

同时存在。

3）辖区内动物检疫把关不严。在市场经济的调

控下，动物调运、流通越来越频繁，如果动物检疫不

严格，在调入动物的同时就会调入新的疫病，如亚

洲 O型口蹄疫、猪圆环病毒病、猪蓝耳病等动物疫

病。

4）畜禽接种疫苗品种多，免疫效果不理想。以

猪为例，商品猪按常规免疫就有猪瘟、猪蓝耳病、口

蹄疫、猪肺疫、猪丹毒 5种疫病的疫苗；种猪还要免

疫猪细小病毒病、猪流行性乙型脑炎、猪伪狂犬病

等疫病的疫苗。在免疫过程中，存在以下影响免疫

效果的问题：一是疫苗免疫的时间间隔不合理，对

疫苗抗体的产生有影响；二是在免疫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如免疫剂量不正确、打飞针、疫苗保存不

当等。

5）养殖户在治疗过程中大量使用抗生素，影响

免疫抗体的产生。如：链霉素、新霉素、卡那霉素、四

环素、糖皮质激素等药物不仅对动物体内抗体的形

成有抑制作用，而且对 T、B淋巴细胞的转化也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免疫效果。

6）畜禽散养增大了防疫工作的难度。畜禽散养

涉及农村千家万户，面广、工作量大：一是在防疫期

间，群众白天户外务工，大部分不在家，开展畜禽防

疫工作效率差；二是散养户防疫意识不强、不配合、

不支持，防疫工作难以开展；三是部分群众对畜禽

进行放养，难以进行免疫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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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病死畜禽的尸体不做无害化处理，病原扩

散。经实地调查，3个村委会 100户养殖户中，有 84

户养殖户会吃掉 20 kg以上的病死猪尸体或 0.5 kg

以上的病死禽尸体、有 10户养殖户会把病死猪处

理给商贩、有 6户养殖户会把病死猪丢进河里，以

上 3种处理方式都为病原扩散提供了条件。此外，

对发生疫病的畜禽圈舍及环境不进行消毒，又为疫

病的再发生留下了隐患。

2 板仑乡动物疫病防控的对策

要采取科学的饲养管理和防治措施，改变目前

农村养殖方式、饲养环境和卫生条件，提高防疫质

量，降低疫病风险；营造农村公共卫生安全的良好

环境，实现人、畜与自然和谐相处；确保人民生命安

全及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使畜牧业这一短、

平、快的产业成为新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农民经

济收入的一大来源。

1）乡政府要高度重视动物防疫工作，增加防疫

经费的投入。一是乡政府要加强领导，切实把“统一

组织、分片包干、集中免疫、整村推进”的动物防疫

工作抓实、抓出成效。二是要按质按量按时完成牲

畜口蹄疫、禽流感、猪瘟、猪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

的强制免疫工作，确保应免畜禽的免疫密度达

100%，抗体水平合格率在 70%以上。三是乡镇要逐

年增加防疫经费的投入，保障动物防疫工作的正常

开展。

2）大力宣传畜禽养殖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的方针。一是向群众宣传畜禽预防注射工作的重要

性，提高群众的防疫意识，使群众从不接受变为接

受、从不主动变为主动，把畜禽病原消灭在萌芽状

态，为畜禽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和较强的抵抗疫病

的能力。二是当畜禽发病时，要积极采取对症的治

疗措施，并在兽医人员的指导下合理用药，为畜禽

免疫产生抗体提供良好的条件。

3）改变农村畜禽饲养管理模式，是畜禽健康生

长和提高防疫密度的保障。一是指导农村散养户向

大户、重点户、规模户发展，在此发展的基础上再向

养殖小区、养殖专业合作社发展，是推进“三农”畜

牧业现代化发展的战略举措。二是改造畜禽厩舍卫

生条件，把在畜禽厩内积肥的农村习惯改为厩外积

肥，有利于畜禽健康生长，有利于防疫工作的开展。

三是在交通便利的农村逐步实现“三有”厩舍改造，

要求有自动饮水器、有保温箱、有补饲栏。四是转移

畜禽防疫工作重点，将防疫工作重点由散养户转向

规模户、养殖小区、养殖专业合作社，提高畜禽防疫

密度。

4）制定合理的畜禽免疫程序。一是业务部门应

根据当地流行的畜禽疫病及抗体水平监测情况合

理制定畜禽免疫程序。二是根据免疫程序确定哪些

疫苗可以联合使用、哪些疫苗不能联合使用、哪些

疫苗在使用时应与其他疫苗有一定的间隔时间，只

有合理免疫才能获得较好的免疫效果，有效控制疫

病的发生。

5）要重视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及消毒工作。

一是针对农村散养畜禽的现状，处理病死畜禽尸体

最好的办法是挖坑深埋，可埋在树林中或不易被雨

水冲刷的荒山上。二是在日常管理中，要重视厩舍

及周边环境的清扫和消毒。清扫可减少 90%的病

原，消毒可杀死 95%以上的病原，若彻底清扫后再

喷洒消毒剂，则可基本杀灭环境中的病原，对多种

疾病同时起到预防和净化作用，为药物治疗和疫苗

免疫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进而获得药物治疗与疫

苗免疫的最佳效果。三是提倡带动物消毒，既能直

接杀死藏于动物舍内环境（包括空气）中的病原微

生物，又能杀灭动物体表、呼吸道浅表滞留的病原

体，有利于防病治病，又有利于畜禽的健康生长，还

能控制人畜共患病的发生。

6）乡镇要强化畜禽检疫制度，控制疫病的传

入。严禁随意调入、调出未经检疫的畜禽及其产品：

一是调入畜禽必须经调入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

疫合格后才能调入，调入后应严格执行隔离观察制

度。二是调出畜禽应及时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报检，检疫合格者方可调出。

7）各部门要加强宣传培训，提高群众的防疫意

识。一是以各类传播媒介、各级各类科技培训学校、

龙头养殖企业、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载体，采

用多种方式开展动物防疫科普宣传和培训；二是开

展科技示范、科技下乡、科技培训、科普讲座、成果

推广等活动，使科学养殖技术知识直接进村入户；

三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倡导科学养殖，使农民认

识到必须对动物的种源安全、饲养条件、管理水平、

防疫制度等环节采取综合措施，才能保证畜禽的健

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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