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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接种是防控动物疾病、保障养殖业健康稳

步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动物免疫接种过程中，

如何提高免疫质量、保证免疫效果、防止重大动物

疫病发生，是值得基层兽医工作者重视和思考的课

题。笔者认为动物免疫质量可通过以下几方面策略

来控制。

1 疫苗质量控制策略

1.1 疫苗来源可靠

给动物实施疫苗接种，首先要求使用的疫苗必

须来自质量有保障的疫苗生产厂家。在此提醒养殖

户，不要轻信那些兽药推销人员介绍的疫苗产品，

必须对其产品和生产厂家进行详细地了解后再决

定是否使用；否则，一旦使用了质量差的疫苗，不但

起不到预防疾病的作用，甚至可能引发疾病，给养

殖户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

1.2 运输、保存得当

疫苗运送需使用冷藏车或恒温车，同时灭活疫

苗需防止冻结，以免降低效价。疫苗在冷藏库中长

期保存时，需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上注明的温度保

存，一般情况下猪瘟疫苗、鸡新城疫疫苗等冻干疫

苗需在 -18～-15 ℃条件下贮存，口蹄疫、禽流感等

灭活疫苗需在 5～8 ℃条件下贮存。进行动物免疫

接种时，需使用疫苗冷藏箱（包），并于冷藏箱中放

置冰块（袋），冬季防冻、夏季防晒。若疫苗贮存不

当，会导致效价降低或失效。

1.3 疫苗在有效期内

疫苗使用前应仔细查看生产日期和有效期，对

动物实施免疫接种只能使用处在有效期内的疫苗。

凡超过有效期的疫苗应严禁使用，并作报废处理。

同时疫苗启用后，稀释的疫苗应在 4 h之内用完，

灭活疫苗应在当天用完；没有用完的不能再用，应

作废弃物处理。

1.4 包装完好、内容物无变质

疫苗使用前还应检查疫苗包装是否有破损，内

容物是否变质。凡冻干疫苗瓶体破裂、瓶盖松动、失

真空，内容物颜色异常；油乳剂疫苗瓶体破裂、瓶盖

松动，内容物分层、颜色异常、有絮状物或沉淀等情

况时，都必须禁止使用。只能使用包装无破损、内容

物无变质的疫苗，才能保障免疫质量。

2 操作质量控制策略

2.1 做好接种前准备工作

接种前应准备好疫苗及相关物资，主要有疫

苗、冷藏箱（包）、冰袋（块）、消毒好的注射器和针

头、耳标、耳钳、耳标识读器、消毒药、免疫证、免疫

档案、保定绳、防护用品等；同时，根据免疫工作时

间安排，事先通知养殖户关好畜禽，在家等待防疫

员前去对动物进行免疫接种。

2.2 严格接种操作规程

其一，防疫人员应做好严格消毒，防止引起疫

病传播，并做好个人防护，避免感染人畜共患病。其

二，冻干疫苗应使用专用稀释液或生理盐水稀释，

灭活油乳剂疫苗应充分摇匀。其三，免疫前应观察

动物的健康状况，只有健康的动物才可以接种疫

苗；动物生病或体质不佳时，应暂缓接种。其四，给

动物进行免疫接种时，应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上的

免疫方法和免疫途径进行接种。其五，接种疫苗的

针头必须长短适中，注射剂量、注射部位、耳标佩带

位置都必须准确。其六，应将当天未用完的疫苗进

行煮沸处理，其他废弃物（如针头、塑料、疫苗瓶）应

作深埋或焚烧处理，切忌乱扔乱放，以防散毒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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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误食。

2.3 认真填好免疫档案

对动物实施免疫接种后，必须规范完整地填写

动物免疫证和免疫台帐，便于日后通过查看免疫证

和免疫台帐清楚地了解哪些动物什么时候需要进

行何种疫苗接种，哪些动物因病或未到免疫日龄而

未免疫、到什么时候可以补免，从而做到应免尽

免、不漏畜、不漏针，以提高免疫密度；同时，做好

动物免疫档案也是实现动物疫病可追溯的重要途

径之一。

2.4 及时处置免疫副反应

动物防疫人员为动物实施免疫接种后，要嘱咐

畜主注意观察，若动物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通知

防疫员进行处理。动物若表现为食欲减退或体温略

有升高，可不治疗，一般 2～3 d可自行恢复；若表

现为四肢震颤、呼吸困难、站立不稳或倒地等，应立

即使用盐酸肾上腺素或地塞米松磷酸钠治疗，并注

意冬季防寒保暖、夏季防暑降温，同时加强通风换

气。凡动物因免疫发生副反应而致死亡的，应给予

畜主适当补偿，以保障免疫工作顺利开展。

3 免疫密度控制策略

3.1 实行定期巡查制度

动物防疫员应每隔 10～15 d 对责任区进行

1次巡查，一旦发现新补栏（笼）或漏免畜禽，及时进

行补免；对需要接种几种疫苗的动物进行第 2种或

第 3种疫苗接种，确保应免动物免疫率达到 100%；

同时，也可以了解责任区内动物存、出栏（笼）状况

和疫情情况，为重大动物疫病提供相关测报数据和

防控策略。

3.2 开展养殖场自主免疫

规模化养殖场动物饲养量大，动物免疫接种应

严格按照免疫程序实施。目前散养户仍然较多，动

物防疫员每天需为很多养殖户的动物接种疫苗，有

可能带来疫病传播风险。因此，养殖场应实施自主

免疫，动物的免疫接种由场内兽医完成，但动物防

疫员需对养殖场的免疫工作进行有效地监督指导，

确保场内兽医具有熟练的操作技能，并严格按操作

规程和免疫程序保质保量地完成免疫接种任务，同

时做好养殖档案相关记录。

3.3 推行免疫告知制度

要想提高动物免疫接种效率，在工作中取得主

动权，最好的办法是推行动物免疫告知制度。集中

免疫期间，动物防疫员进村入户前，应通知村干部，

村干部通知组长，组长通知各农户将饲养动物关

好，等待动物防疫员前来进行免疫接种工作。同时，

动物防疫员应公布联系方式，农户如有需要免疫的

动物，也可以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告知动物防疫

员，约定时间来对其畜禽实施免疫。通过相互告知，

真正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畜、不漏一针，达到提高

免疫质量和免疫密度的目的。

3.4 实施常年动态免疫

目前，国家规定的强制免疫病种较多，加之动

物饲养量大、养殖分散，动物免疫工作量非常大，要

想保证免疫质量，仅靠春秋两季集中免疫是不够

的。因此，必须改变免疫方式，改春秋两季集中免疫

为常年动态免疫，严格按照免疫程序，随时对到了

免疫日龄或免疫到期的动物实施免疫接种，确保动

物免疫密度常年在 90%以上。这样也可防止非集中

免疫期因免疫不及时而出现动物免疫空白期，从而

保证动物免疫接种密度和质量。

4 免疫效果评价策略

对疫苗、操作、密度等方面进行严格控制后，动

物免疫质量是否符合要求，可以通过动物免疫密度

检查和免疫抗体效价监测 2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同时也需要有完善的考核机制和检查监管机制来

保障免疫质量。

4.1 实施动物免疫密度检查

每个季度至少开展 1次动物免疫密度检查，随

机抽查一定数量的散养户和养殖场。通过现场询

问、核实动物免疫接种情况，查验动物免疫档案、免

疫证和免疫耳标，考核和测算免疫密度，若发现免

疫密度过低则必须进行加强免疫。动物免疫密度现

场检查必须做到耐心、细致，并注意方式、方法，避

免走过场；同时，做到检查时动物防疫人员不在场，

防止养殖户与防疫员串通，欺骗检查人员，以保障

免疫密度检查的真实性。凡有漏免的动物，要求防

疫员立即补免，以保证动物免疫密度。

4.2 加强免疫抗体监测

动物免疫效果可以通过血清学监测结果来评

价。血清学监测应采取随机抽样方式采集血清样

本。血清样本采集过程中，要做到血液及时离心，防

止融血，冷冻保存，并做好样品编号和采样登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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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群体检测时，必须随机抽样，免疫抗体合格率

70%以上判定为群体免疫合格。对于被检样品的抗

体滴度，既要看几何平均值，也要看最低保护滴度。

即使平均滴度比较高，只要有一定比例的被检血清

滴度低于临界保护滴度，就必须进行加强免疫，确

保免疫质量。

4.3 完善考核和督查机制

为确保动物免疫质量，必须完善动物防疫工作

考核和督查机制，要求动物防疫员严格按照动物免

疫操作规程完成动物免疫接种工作。同时，兽医部

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督促检查和动物免疫抗体

抽检，以暗查为主，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动物

防疫工作考核结果应与动物防疫员绩效工资挂钩，

对工作完成好的，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完成差的，

给予批评处罚，以增强动物防疫员开展免疫工作的

积极性，确保动物免疫密度和质量。

4.4 强化动物卫生监管

实施动物卫生监管是落实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措施的重要途径。只有坚持动物饲养环节的监管，

落实动物防疫措施，确保免疫接种和消毒严格按要

求实施，督促防控措施和免疫接种没有到位的养殖

户及时进行整改，保障防疫措施和免疫接种到位，

才能确保免疫密度和质量。

5 结 语

总而言之，动物免疫质量控制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通过保证疫苗质量、严格免疫操作规程来

实现，并且通过血清学监测对动物免疫效果进行评

价。同时，健全动物防疫考核和督查机制，加强养殖

场动物卫生监管，使重大动物疫病各项防控措施落

到实处，保证动物免疫质量，达到控制疫病和保障

养殖业健康稳步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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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看什么？

又是一年阳春三月，政协大会再次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从政协委员的提案到接受采访

时的各种观点、态度，甚至参会的着装，都成为我们关注点之一。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税收、环保

等等，政协委员的提案也是越来越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么，作为我们畜牧行业来说，2014年又将有哪些

提案？

1）通威刘汉元。“税收已成为企业运营的主要压力之一，74%的企业反映税收负担较重，83%的企

业对政策的首要建议是进一步出台税收减免措施。”刘汉元称。他认为企业税费过重，应建立征缴监管

机制。一是要科学规划税与费的比例；二是要灵活调整税收宽紧尺度；三是要建立推行税费征缴监管

机制；四是要坚决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

2）全国人大代表、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个人关注和思考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西部发展和城

镇化、现代农业发展，以及进一步发挥和施展民营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等方面。

3）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提出了《关于推进生猪期货市场建设》的提案。提案称，生猪饲养在农业生

产中地位重要，2012年全国猪肉产量达 5 335万 t，产量和消费量占全球一半以上，是农民的主要收入

来源之一，推进生猪期货市场建设意义重大。

4）政协委员建议清理小微企业发展设壁垒文件。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对南都记者表示，占中国企业

总数 90%以上的小微企业融资非常困难，国家有政策但同时又有多个壁垒性的文件，实际上很难落

地。彭静准备提案建议清理妨碍小微企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

来源：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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