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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染病对养殖业的危害较大，而免疫接种是预防、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只有可靠的

免疫才能对动物形成有效保护，免疫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动物机体免疫应答能力、疫苗类型和质量、免疫操作

方法及饲养管理等。文章剖析了引起动物免疫失败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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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物免疫失败的原因

1.1 畜禽自身因素

1）免疫器官发育不全。免疫应答是在中枢神经

的调节下由免疫器官所产生的，只有发育健全的免

疫系统才能产生良好的免疫应答反应。

2）患有免疫抑制性疾病。动物患有蓝耳病、圆环

病毒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贫血因子病、网状内皮

增生病等免疫抑制病时，会抑制免疫应答反应。

3）母源或残余抗体的影响。疫苗抗原可与母源

抗体或前次免疫后产生的残余抗体中和，影响免疫

效果。

4）带毒防疫。在预防接种时，动物已隐性感染

或接种时引入了强毒病原，在接种后往往会诱发病

情，造成免疫失败。

1.2 免疫程序不当

1）免疫程序设计不合理。未根据当地疫病流行

情况及本场实际科学制定防疫程序，随意增减防疫

病种、防疫次数、疫苗种类及剂量等。

2）免疫时机不当。如：初免时间过早，因动物免

疫器官未发育成熟或受母源抗体的干扰，影响抗体

的产生，初免时间过晚，造成未免疫时已感染，错过

了免疫的最佳时间；需再次免疫时，过早接种疫苗，

可能被抗体中和，过迟则会错过激发二次免疫应答

的最佳时机。

3）免疫程序落实不到位。不同疫苗的免疫有效

期不同，未严格按免疫程序操作，导致免疫工作脱

节引起免疫失败。

1.3 人为因素

1）免疫操作不当。打“飞针”或注射器漏液，针

头过粗或进针角度不正确，致使注射剂量不准；点

眼、滴鼻免疫时，药液没有滴入眼、鼻内；接种剂量

不足等。

2）免疫途径不正确。如防鸡痘用肌肉刺种法、

饮水免疫时因饮水器过少而出现饮水不均等导致

免疫效果参差不齐。

3）漏防或重防。特别是超剂量或多次重复免疫

可引起动物免疫系统麻痹。

4）疫苗选择不当。有的疫苗毒株和毒力各不相

同，若首免时选用较强毒力活疫苗接种，可能会引

发疾病。

5）疫苗使用不当。错误选择疫苗稀释液、接种

过程中疫苗放置时间过长、保藏运输不当等，易造

成疫苗效价降低，从而影响免疫效果。

6）消毒剂和药物。如，饮水免疫时水中含有氯

及其他消毒剂，可使疫苗效力降低，地塞米松会降

低鸡新城疫免疫力，庆大霉素、金霉毒等对免疫也

有抑制作用，抗菌药物对活菌苗的直接作用，都可

使免疫效果受到较大影响。

1.4 疫苗质量问题

假冒、伪劣、变质、过期、失效疫苗可直接造成

免疫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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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饲养管理不良

一般情况下，接种疫苗后，弱毒活疫苗至少 7～

10 d、灭活疫苗至少 10～14 d后才会产生抗体，此

时当畜禽栏舍中存在着高浓度的病原微生物，或因

人为操作不当而引入强毒时，病原微生物常会在疫

苗免疫后、抗体产生前就起作用，引起畜禽发病，造

成免疫失败；饲料中存在霉菌毒素或混杂其他传染

物如农药、重金属（镉、铅、汞）等也能导致畜禽免疫

抑制；营养物质缺乏、饲养密度过大、圈舍潮湿、通

风不良等因素皆影响免疫效果。

1.6 其他原因造成的免疫“假失败”

在实际生产中也会出现因免疫效果评价问题，

而导致免疫“假失败”的情况。

1）免疫后，未适时采样检测。动物机体在有效

免疫后会持续产生抗体，一般 28 d以后抗体才能

达到较高水平，110 d后抗体水平会迅速下降，因此

过早或过迟采得的样品抗体效价检测值往往较低。

2）送样包装不规范。如使用未经清洗的相应疫

苗瓶装送样品，样品中的抗体与瓶中的残留疫苗抗

原结合，从而使样品抗体检测效价降低。

3）样品变质，导致的抗体检测值偏低。

4）对样品的不规范处理，如高温、高压、反复融

冻等造成样品抗体检测值降低。

5）检测误差或因检测人员误操作而导致的检测

结果失真。

2 主要对策

1）科学制定免疫程序。统筹确定母猪和仔猪免

疫，使仔猪哺乳期免疫避开母源抗体高峰期；充分

考虑仔猪发育状况，合理安排仔猪首免时间；应根

据本场及周边动物疫病流行状况、规律和既往病史

等因素确定免疫病种，避免盲目免疫；设计免疫程

序时，应充分考虑疫苗之间的相互影响，避免疫苗

之间的相互作用造成免疫失败或产生毒副作用。

2）规范免疫操作。加强免疫操作人员技术培训，

提升防疫技术水平；免疫接种前，要对所使用的疫

苗逐瓶检查，注意有效期、有无破损、封口是否严

密、瓶内是否真空；疫苗注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疫

苗与消毒剂、抗生素及其他可能影响疫苗免疫效果

的物质接触；规范免疫接种方法，如饮水免疫、刺

种、滴鼻、肌肉注射、皮下和穴位注射等不同的接种

方法效果均存在着较大差异；有效免疫剂量必须符

合要求，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避免随意加大或减小

疫苗免疫注射剂量、“打飞针”、疫苗外渗等；严格按

照免疫程序科学、合理、有序组织动物免疫工作，确

保免疫保护的持续有效性。

3）正确选择和使用疫苗。要选用经国家批准、

信誉好的厂家的疫苗，避免使用假冒伪劣疫苗；一

般情况下，活疫苗免疫效果较好，灭活疫苗使用更

安全，因此应合理选择疫苗类型；选择的疫苗毒株

类型必须与流行疫病的毒株一致，如果不同的毒株

之间不存在交叉免疫，选择异种毒株疫苗必然造成

免疫失败；正确储运疫苗，对需冷藏和冷冻保藏的

疫苗必须按要求储运，确保疫苗的有效性。

4）加强动物饲养管理，确保免疫效果。加强动

物营养，提高动物机体抗病力和免疫应答能力；科

学饲养管理，尽可能减少环境应激、有毒有害物质

等对动物的不利影响；重视消毒、隔离、检疫、病害

物无害化处理等疫病防控措施的综合应用，确保免

疫效果。

5）加强动物免疫抗体监测，科学防控疫病。免

疫的目的是通过注射疫苗使动物机体产生相应的

抗体，并使抗体达到一定的水平才能对动物形成有

效保护，因此免疫抗体水平是评价免疫效果的重要

指标，养殖场要适时采样开展动物免疫抗体检测，

科学评估免疫效果，及时调整疫病防控方案。

同时实验室检测人员也要加强业务知识、技能

学习培训，切实提高动物疫病检测技术水平，样品

的采集、包装和储运都必须符合采送样有关要求，

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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