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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动物免疫失败的原因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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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区动物免疫失败的原因主要有疫苗选用不当、运输和贮藏条件不足、动物被感染或其他药物的影

响、免疫程序难落实、接种方法不恰当、疫苗剂量不准确。在山区开展动物免疫，需要加大防疫宣传力度、抓好村

级动物防疫员的技术培训、保障疫苗质量、继续推行“动物防疫整村推进”免疫模式和生猪“三苗两点”免疫技术，

加强活畜市场检疫及监督管理，做到“以检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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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县的畜牧业至今仍以零散养殖为主体，自实

行春、秋两季集中免疫，月月补针，特别是 2012年

来，全县实行“动物防疫整村推进”免疫模式和生猪

“三苗两点”免疫新技术以后，动物免疫密度和免疫

水平明显提高，但在山区仍有已接种疫苗的畜禽零

星发生疫病的情况。为提高动物免疫保护率，减少

疫病，现总结畜禽免疫接种失败的原因如下。

1 动物防疫失败原因

1.1 疫苗因素

1）种类。选用疫苗针对性要强，主要选用当地

经常流行，确实需要免疫预防，免疫效果好，应激反

应小，安全可靠的疫苗。如猪瘟兔化弱毒疫苗，牛、

羊用的二号炭疽芽胞苗；鸡新城疫Ⅰ系弱毒疫苗；

兔出血性败血症疫苗等等。

2）疫苗的运输与储藏。乡镇兽医站，特别是村

级防疫员，疫苗运输和保存的条件不足，少量疫苗

的运送不可能使用冷藏车，保存疫苗的冰箱又经常

停电，影响了疫苗的效价。山区的畜禽多呈零散分

布，村与村、户与户之间的路途较远，经解冻、稀释

后的疫苗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用完，又没有较好的冷

藏条件，加之村级防疫员对生物制品的效价认识不

到位，会给畜禽接种已经失效的疫苗。

3）疫苗的免疫反应受影响。在接种疫苗期间，

畜禽因感染其他疾病，使用激素、抗生素、消毒剂

等，致使疫苗免疫效果下降。有的养殖户应用饮水

免疫或将疫苗混合在饲料中进行口服，也会造成个

体之疫苗摄入量差异大，动物群体免疫水平不一致

等问题。使用的注射器、止血钳和注射用针头等用

化学药品消毒后，在器具上残留的消毒剂处理不彻

底，或在接种部位涂擦碘酒等消毒剂过量，没等消

毒剂干燥就注射，导致疫苗被消毒剂灭活，造成免

疫失效。

1.2 人为因素

1）免疫程序难落实。例如鸡新城疫疫苗，需实

行常年免疫，从小鸡出壳到开产，需在 15日龄用Ⅳ

苗滴鼻，40日龄再滴 1次，80日龄肌肉注射Ⅰ系疫

苗。山村放养的土鸡，在夜间归巢后，一只一只捉住

接种，每次免疫，很难保证接种率达到 95%以上。特

别在夏季，鸡群夜间栖息在树上，捉住一只后全群

被惊飞，免疫密度更难保障。

部分山区常年放养的猪群，人工免疫也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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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度。超前免疫、按免疫程序月月补针等方法无

法实施。

猪瘟和鸡新城疫，早期免疫受母源抗体的干扰

大，使接种疫苗失效。有的动物接种太晚，已经感染

了病原，接种后反而激发感染。

有时防疫员粗心大意，如不能区分不同毒力毒

株的鸡新城疫疫苗，随意应用，造成免疫失败，甚至

出现免疫失误。

2）接种方法不恰当。给动物接种时，多数防疫

员“打飞针”，注漏、漏注、接种到体内的剂量不足等

现象普遍存在；有些村级防疫员和畜主为图省事，

或是粗心，不认真查看疫苗说明，不严格按照操作

要求接种，方法不当或接种部位不准，如需皮内注

射的改为肌肉或皮下注射，需要皮下注射的改为肌

肉注射等，导致免疫效果下降。

3）疫苗的用量不准确。部分防疫员由于畏惧牲

畜免疫反应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便自作主张地减少

疫苗接种剂量；部分畜主又担心疫苗不起作用而故

意加大疫苗剂量；或是疫苗稀释比例不准、注射时

发生撒泼等，都造成疫苗接种剂量不足或超量，影

响免疫效果。

4）其他原因。如个体差异、营养水平、饲养密

度、年龄、体内抗体水平、基础免疫不一致等。

2 对 策

2.1 加大动物防疫宣传力度

通过加强山区的文化建设，提高村民的文化水

平，深入山村开展科普宣传，对养殖户进行养殖技

术培训，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一些防疫的基本知

识，认识开展动物免疫预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让

养殖户接受并主动配合动物防疫工作，促进动物防

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2.2 抓好村级动物防疫员的技术培训

建立稳定、高素质的村级动物防疫队伍，是搞

好山区动物防疫工作的关键。要加强乡村动物防疫

队伍的技术培训，定期举行培训班或讲座，分层次

对动物防疫人员进行基础知识、基本操作技能的培

训，加快防疫知识普及步伐。不断提高山区防疫人

员的业务素质，提高防疫技术水平，建立一支能吃

苦耐劳、责任心强、技术水平较高的动物防疫员队

伍。

2.3 保障疫苗质量

许多疫苗需要在 2～8 ℃下保存，部分疫苗需

要在 0 ℃以下低温保存，在应用时现配现用，才能

保证免疫效果。因此，在开展山区动物防疫的过程

中，要完善山区村级防疫员的疫苗冷藏设施，确保

疫苗在规定温度下保存，保证疫苗在有效期内使

用，并按规定比例正确地稀释和使用疫苗。

2.4 努力推行“动物防疫整村推进”免疫模式和生

猪“三苗两点”技术

实施“动物防疫整村推进”模式，可大大提高免

疫密度，保证免疫质量，提高生物药品的利用率，促

进技术人员互相监督、相互学习，提高工作效率，加

快免疫进度。实现群众参与，群众监督，确保免疫工

作质量。

生猪免疫“三苗两点”同步免疫注射法是通过

各地反复试验成功，省市行文推广的一种生猪免疫

的新方法，简称生猪“321”免疫新技术。方法是：一

针为“口蹄疫”疫苗，另一针为“猪瘟 + 蓝耳病”疫

苗，3种疫苗分别在猪的颈部两侧分两针接种。此

法，在保证了疫苗效价的前提下，大大减少了防疫

员免疫接种的次数，降低了劳动强度，缩短了防疫

时间，提高了免疫效率。

2.5 加强活畜市场检疫以及监督管理，做到“以检

促防”

通过总结畜禽防疫失败的原因，要进一步加强

活畜市场、鲜肉市场和牲畜屠宰场（点）的动物及产

品的检疫力度，并加强贩运环节的监督管理，对没

有动物免疫标识或免疫标识不齐全、可能带有疫病

的牲畜禁止其上市交易、进入屠宰场或运输出境。

使广大养殖户自觉接受动物免疫接种，进一步提高

防疫密度，达到“以检促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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