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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切实做好泽州县动物防疫工作,为畜牧业

健康有序发展和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和基础保障,2012年泽州县畜牧兽医局加大力

度狠抓防疫工作,对所有规模养殖场全面开展抗体

监测工作,实现了规模养殖场抗体监测全覆盖。但

随着监测力度的加大,发现经常有部分规模养殖场

存在免疫以后抗体检测不合格的现象,泽州县畜牧

兽医局组织专人对部分抗体检测不合格的规模养殖

场进行了调研,现将具体情况总结如下。

1 主要原因

1.1 疫苗运输、保存不当

运输疫苗时,没有使用冷藏车,导致疫苗效价降

低甚至失效。疫苗保存过程中,温度控制不当,如疫

苗在冰箱里保存时,部分疫苗由于紧靠冰箱壁而冻

结,但技术员在使用时并未发现,仍继续使用,导致

免疫失败。

1.2 防疫员责任心不强、操作不当

有的防疫员取出疫苗后,将其置于常温条件下

时间过长,或使其受到阳光的照射,影响了疫苗的效

价,导致免疫失败。有的防疫员将疫苗稀释后未及

时用完,下次免疫时仍然继续使用,从而影响了免疫

质量,造成免疫失败。有的防疫员在免疫时操作不

规范,存在针头选择不合适、进针角度和深度有偏差

等问题;或者因怕畜禽发生过敏反应,在免疫时没有

严格按说明要求执行,擅自减小疫苗剂量,达不到应

有的效果。还有的防疫员图省事,将2种或2种以

上疫苗同时接种,造成免疫效果不理想或免疫失败。

1.3 免疫档案填写不规范

个别规模养殖场在免疫结束后,没有及时填写

所用疫苗的名称、生产厂家及免疫时间,导致监测时

搞不清接种的是哪种疫苗,给监测工作造成一定困

难。如口蹄疫有O型和合成肽2种疫苗,泽州县化

验室只能做O型口蹄疫疫苗抗体检测,对合成肽疫

苗则无法进行抗体检测。另外,畜禽免疫后抗体产

生的时间不一,故采血时间也应不同。如禽流感、新
城疫和猪瘟3种疫苗免疫21d后可进行抗体检测,
而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免疫28d后才

可采血化验;如果采血时间过早,抗体水平还不稳

定,直接影响检测结果。

1.4 畜禽体况不佳

1)在畜禽体况不佳时,若免疫后天气突变(如遭

遇冰雹侵袭),易导致畜禽感冒,此时业主在饲料中

添加抗病毒药物后,可造成免疫失败。

2)维生素及其他营养成分对畜禽免疫力有显著

影响。若饲料中缺乏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
会直接影响机体对抗原的免疫应答,造成畜禽出现

免疫缺陷或免疫抑制,导致免疫失败。另外,喂给畜

禽霉变的饲料或垫料发霉,也会影响免疫效果。

1.5 免疫程序执行不力

部分规模养殖场未按规定执行农业部制定的免

疫程序,仅凭经验免疫,缺乏科学指导,结果导致免

疫失败。

1.6 其 他

1)卫生与消毒制度不健全,畜(禽)舍及周围环

境中存在大量的病原微生物,畜群在免疫期间受到

病毒或细菌的感染,导致免疫失败。部分规模养殖

场滥用药物,因许多药物对B淋巴细胞的增殖有一

定的抑制作用,会影响疫苗的免疫应答;还有些规模

养殖场在整个饲养期间使用抗生素过于频繁,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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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的免疫机能受到抑制,导致免疫效果不理想,甚
至造成疫病的发生。

2)使用的器械(如注射器、针头、滴管等)消毒不

严或未消毒,不仅污染了疫苗,造成疫苗纯度、效价

降低;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免疫接种部位感染,导致免

疫应答水平下降。器械中残留有消毒液,杀死了活

疫苗中的细菌或病毒,使活疫苗的效价降低或失效;
连续注射器质量较差,造成免疫剂量不足或过多,导
致免疫失败。

2 对 策

针对以上原因,为提高免疫质量,防止免疫失

败,尽可能减少因免疫造成的经济损失,应采取综合

性预防措施,严格控制疫苗供应、运输、贮存、使用等

环节,消除不安全因素,确保免疫质量。

2.1 把好疫苗运输与贮存关

严格按照说明要求运输、贮存疫苗,做到防冷

冻、防高温、防暴晒、防阳光照射。运输时,应坚持

“苗随冰行”的原则。各种疫苗的保存均有一定的温

度要求,一般冻干苗应放在-15℃以下的冷冻环境

中保存,温度越低,保存时间越长;灭活油苗,一般保

存温度为2~8℃,不能过热,也不能低于0℃。

2.2 做好免疫前的检查工作

免疫接种前,防疫员应对动物进行健康状况检

查,首先查看免疫档案,确定保护期内的畜禽数量;
其次,查清妊娠母畜、病弱畜禽和幼畜禽数量,然后

对健康畜禽进行免疫。疫苗使用前,防疫员要对所

使用的疫苗逐瓶检查,包括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有
效期、包装情况、密封情况、颜色及状态,有一项不合

格就不能使用。

2.3 规范免疫操作

1)应将疫苗于室温环境中预热,严禁用热水、温
水或含有含氯消毒剂的水稀释。有配套稀释液的疫

苗,必须使用稀释液稀释;没有配套稀释液的,一般

使用生理盐水稀释。免疫前,应将疫苗充分摇匀;使

用过程中,应保持疫苗匀质。高温季节免疫时,应将

疫苗装入盛有冰块的保温瓶或保温箱内,避免高温

或阳光直射,坚持“苗完冰未化”的原则。疫苗应现

配现用,一旦稀释后应立即使用,最好4~6h内

用完。

2)免疫时,应依照不同畜种、年龄、性别、类别和

体重按规定剂量进行接种,杜绝超量或减量注射;并
严格按照疫苗说明规定的注射部位准确注射,不得

漏入脂肪或皮下,严禁打“飞针”。用连续注射器接

种疫苗时,注射剂量要反复校正,使误差小于0.01
mL;针头不能太粗,以免拔针后疫苗流出。

2.4 认真填写免疫档案

免疫接种后,应及时填写免疫档案,需填写畜

种、疫苗名称、疫苗生产厂家、疫苗批号、免疫剂量、
免疫时间等内容,还需有防疫员和畜主签字。一旦

免疫失败,可以追根溯源,并便于积累经验、及时吸

取教训,以更好地指导今后的生产管理。

2.5 加强饲养管理

规模养殖场应根据所养畜禽的需求,为畜禽创

造适合生长、发育、生产和繁殖的环境,并根据不同

的饲养阶段饲喂全价配合饲料,同时制定并执行严

格的生产管理制度。这样,既可避免绝大部分动物

发生疫病,又可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可提

高经济效益。因此在免疫期间,应加强饲养管理,提
高机体的抗病力,同时禁止使用消毒类药物和抗病

毒药物,最好不用抗生素。

2.6 严格免疫程序

严格执行农业部制定的免疫程序,并定期做好

抗体检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确定免疫时间。

2.7 加大对动物防疫工作的投入

添置必要的冷藏设备(尤其是冷藏车),确保疫

苗质量不受影响。每年对村级防疫员进行1次培

训,促其加强对业务知识的学习,提高其基本操作技

能水平,避免人为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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