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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猪免疫力水平的高低是决定猪病防控成功与否的关键。笔者根据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认为可以

从确保疫苗质量、消除免疫抑制因素、规范免疫操作程序、科学化饲养、改善饲养环境、定期保健与给药预防等方

面有效提高生猪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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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生猪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养殖规

模不断扩大，养殖密度不断提高，猪病防控形势愈

加严峻，猪病种类增多，病原变异快，流行范围广，

病情复杂，猪免疫力水平的高低成为猪病防控成功

与否的关键。在此种情况下，只有采取综合防控措

施，通过规范免疫操作、加强饲养管理、注意防范，

才能有效提高生猪对疾病的免疫能力。

1 确保疫苗质量

疫苗质量的好坏是免疫预防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疫苗质量问题导致免疫失败的情况时有发生，因

此，要切实加强疫苗的管理，以确保疫苗质量。疫苗

应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保存，一般情况下，冻干

弱毒苗在 -15 ℃保存，灭活油乳剂苗在 2～8 ℃保

存。疫苗要有专人负责管理，建立相应进、出库台账，

定期检查冷链设备运行状态和疫苗保存情况，防止

疫苗冻结、霉变等。疫苗领用要遵循“先入先出”的原

则，使用时要认真检查疫苗包装是否完整、有无破

乳、分层、过保质期等现象，确保疫苗安全有效。

2 消除免疫抑制因素

免疫抑制是动物机体免疫功能异常、免疫应答

受到抑制的一种现象，是疫苗接种免疫失败的原因

之一。可造成免疫抑制的因素有母源抗体水平、饲

料质量、营养水平等多种，但这些都是可控因素，通

过采取某些措施，可以有效避免免疫抑制现象的发

生，如免疫接种时避开母源抗体干扰期，杜绝饲喂

霉变饲料，合理搭配日粮以保持营养均衡，补充氨

基酸、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以提高猪的综

合体质，增强抗病能力。

3 规范免疫操作程序

养猪户应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制定免疫程序，在

执行免疫程序时，要规范各项免疫操作，按要求稀释

疫苗，不得随意加减疫苗注射量，做到疫苗不断冷链、

随用随取，注射器械严格消毒，为防止疾病传播，有条

件的地方要做到一畜一针，无条件的地方必须做到一

圈一针。开展免疫的前后 1周避免使用抗生素，免疫

注射时进针要准，不打飞针，确保注射有效。

4 科学化饲养

合理的营养水平是促进猪生长发育、提高生产

性能、提高抗病能力的重要保证。传统的养猪只是

让猪吃饱，科学化的养猪不仅要让猪吃饱，还要让

猪保持营养均衡，在选择饲粮时要因地制宜，尽量

采用本地现有易得的饲料资源，力求饲料种类多样

化，注意饲粮的适口性，不喂发霉变质的饲粮，同时

要保证饲粮中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氨基酸的

足量供给。

5 改善饲养环境

优越的饲养环境有利于提高猪体免疫力，饲养

环境包括圈舍卫生、温度、通风等。生长猪在 16～

23 ℃的最适温度中增重快、饲料报酬高，抗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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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因此要保持圈舍冬暖夏凉，冬季要关闭门窗，防

止“贼风”侵袭，增加垫草保暖；夏季保持圈舍空气

畅通，圈舍勤冲洗，给猪勤淋浴，多喂青绿多汁饲

料，保持足够饮水，可在饮水中适量补充电解多维、

氯化钾等能有效减轻热应激的影响。根据猪的不同

生长阶段、不同用途合理分群，控制饲养密度，及时

调教。定期清扫圈舍，做好圈舍及周围环境的消毒、

灭蚊虫、老鼠等工作，同时要避免因转群、换料、运

输、免疫预防等各种因素导致的应激影响。

6 定期保健、给药预防

在饲料、饮水中定期地保健性给药进行疾病预

防是有效提高猪免疫力的方法之一，在母猪产仔前

后、仔猪发育期、育肥期等阶段皆可进行保健给药，

如在饲料中添加氟苯尼考粉、泰乐菌素、利高霉素、

杆菌肽锌等抗生素有明显地促进生长发育、提高抗

病力的效果，但目前研究者在抗生素添加剂的使用

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一些国家已禁止某些抗生素

添加剂的使用，因此，在使用抗生素类添加剂时，应

严格控制用量、种类，且要保证足够时长的休药期。

近年来，微生物添加剂逐步成为新宠，包括益生素

和微生物生长促进剂，益生素通过抑制有害微生物

生长、提高机体免疫功能达到预防疾病的作用，其

不仅具有抗生素的效果，而且避免了长期使用抗生

素添加剂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微生物生长促进剂

对促进猪的生长发育、饲料转化率有明显效果。

摘要 牛伊氏锥虫病是由伊氏锥虫引起的一种寄生虫病，主要寄生在牛的血液中，且随着血液中伊氏锥虫

繁殖的逐渐旺盛，大量的寄生虫会跟随血液的流动进入各大组织器官。本文针对牛伊氏锥虫病的发病症状、病理

变化、诊断依据、预防措施以及治疗方案等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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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氏锥虫病又称苏拉病或脚肿病，属于马、驴、牛

等家畜的常见寄生虫病，该疾病的出现与伊氏锥虫寄

生在家畜血液中存在直接的联系。当伊氏锥虫在病牛

体内不断分裂繁殖时，会严重破坏牛体内的造血器

官，使得血液中红细胞携带氧气的能力大幅度下降，

导致牛体消瘦并出现贫血症状，严重时会诱发牛因心

力衰竭而死亡[1]。由此可见，及时发现牛体的异常症

状，并及时采取有效的诊断治疗措施是保障养牛行业

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笔者现将牛伊氏锥虫疾病的临

床症状、诊断、治疗措施等相关情况作如下论述。

1 疾病症状

按照牛感染伊氏锥虫后的临床症状表现的不

同，可以将牛伊氏锥虫病主要分为两大类型，即慢

性与急性[2]。慢性感染的病牛症状主要表现为：

1）肢体僵硬、行走站立出现困难，且出现四肢、

关节以及下腹明显水肿症状。

2）食欲不振，消瘦速度较快。

3）体温反复变化，升高至 40 ℃以上并持续数

日后开始下降，此后，体温又会呈现出上升趋势。

4）皮肤表层不断龟裂，耳尖、尾尖部位甚至出

现坏死情况。

急性感染情况多发生于夏收季节，病牛体温会

瞬间升高，呼吸增速、心肌亢进，若不给予病牛及时

治疗，则极易在数小时至数日内死亡。大多基层兽

医由于专业知识相对匮乏而将牛伊氏锥虫急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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