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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列举了动物的常见疾病，如普通疾病、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疾病三大类，并分析了每一类疾病产

生的原因以及预防措施，指出在饲养管理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及家畜疾病产生的原因与饲养管理密切相关，良好的

饲养管理可以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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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肉奶蛋等畜

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要求都在提高，这就带动了畜牧

产业的快速发展。做养殖的人员数量增加了，饲养

家畜的数量和种类也在增加，而带来的情况是家畜

疾病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常常会给养殖

业带来致命的打击[1]。在动物的饲养管理中，历来都

是养重于防，防重于治，因此在畜牧业发展中既要

做好家畜的饲养管理工作，还要做好动物疾病的防

控工作，二者缺一不可。好的饲养管理能够提高家

畜的免疫力、减少动物疾病的发生、促进动物疾病

防控的效果。合理的疾病防控工作是饲养管理工作

的重中之重[2]，是养殖业顺利发展的关键。

1 动物疾病的种类

1）普通疾病。常见的普通疾病又分为外伤性疾

病，如动物的体外创伤、四肢骨折等疾病，主要是因

为饲养人员的粗放或设施的不合理所造成的意外伤

害。有时饲养人员在收集饲草的过程中，会将铁钉或

一小节的铁丝夹在草中或饲料中，家畜误食后会造

成胃炎甚至胃穿孔，这些情况只要饲养人员细心还

是可以避免的。另一类普通疾病是呼吸系统、消化系

统和泌尿系统疾病，这类疾病的产生主要和动物的

居住环境、日粮搭配及是否有干净的饮水有关，如笼

养鸡的通风不好，特别容易引起鸡的上呼吸道感染、

密度太高会引起鸡痢疾病。给产蛋鸡饲喂霉变的饲

料会很快引起产蛋量下降，甚至会停产、给其它动物

饲喂霉变的饲料会引起动物消瘦，发育不良等现象。

饲养人员在收集饲草时不能在雨后或早晨有露水时

收，因为这种草会变腐，饲喂家畜会中毒；要给家畜

饮用充足干净的水，在冬季水的温度不能太低，否则

会引羊等食草家畜的痢疾反应；早春不能一次性给

草食家畜喂大量青绿的豆科牧草，开始少量饲喂，然

后逐渐增加喂量，否则会使家畜瘤胃鼓气，严重时出

现呼吸困难而引起死亡，这在农村养殖中最为常见，

饲养人员一定要提高警惕，并且这种病会在家畜中

群发，虽然大多数的普通类疾病不会在家畜中大面

积发生，但不重视家畜病因的分析并且及时发现并

解决问题，长期下去也会给养殖户带来很多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所以给动物良好的圈舍、设施、通风、合

理的日粮搭配、科学的饲养方式和干净的饮水都能

够很好地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还有一类普通疾病

是针对母畜的产科疾病，虽然这类疾病的发生比较

复杂，但如对怀孕母畜进行合理护理能够明显减少

产科疾病的发生率，如奶牛中日粮蛋白含量太高会

引起母牛的乳房炎，而蛋白含量太低则会引起怀孕

母畜产仔时胎衣不下的现象。所以普通疾病在家畜

中比较常见，发生数量不会太多，但在养殖中一定要

重视，加强饲养管理的同时，在养殖中一旦发现有家

畜患病，要马上隔离观察和治疗，找出发病的原因，

及时解决问题，以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2）传染性疾病。该类疾病主要是受到传染性病毒

或细菌感染发病。传染病的发生要经历一个过程，即

潜伏期、前驱期和发病期，早期往往不容易被发现，一

旦发病了就有可能群发，如家畜中常见的有猪瘟、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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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疫等病，这类疾病一旦发生几乎整舍甚至整个场

里都发生，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会影响周边的养殖

户，所以这类传染性疾病在养殖中危害性极大，在家

畜中发生后如不能及时发现和得到科学的处理，往往

会使养殖户损失惨重。如猪被传染了猪瘟，死亡率能

达到 90%以上[3]；鸡瘟死亡率更高，能达到 99%[4]。还有

些动物传染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类疾病，如当地经常会

出现的家畜口蹄疫病、布鲁氏菌病、禽流感等，这类动

物疾病的病毒或是细菌会通过空气接触患病畜或是

病死畜传染给人类，特别应该注意的是饲养人员，由

于经常和家畜在一起，最容易被传染，要引起人类的

高度重视，家畜一旦有此类病的发生，就一定要进行

焚烧深埋处理；还有禽流感病毒传染给人类，往往会

危及到人的生命，所以不可小觑。其实动物的很多传

染病是可以防控的，特别是养殖户平时主要做到以下

两点：一方面要加强家畜的饲养管理，提高动物自身

的免疫力，做好家畜的环境卫生，定时消毒，特别要处

理好家畜粪便等污物，保持空气环境良好，光照充足。

另一方面是一定要有一套严格的该种家畜的疾病防

疫制度，定期对动物进行疫苗接种，疫苗的量要打足，

及时对防漏的家畜和幼畜进行补针，做到畜不漏针的

防疫管理制度是衡量一个养殖场发展的重要指标。同

时要做到对发生传染疾病的动物，一定要妥善处理

（深埋或是焚烧后深埋），经常净化畜群，该淘汰的及

时淘汰，防止该疾病在群中再次发生。对于新引进的

家畜，一定要隔离饲养一段时间，观察有无疾病发生，

对常见传染病进行疫苗接种，对偶蹄类的动物要进行

布鲁氏菌病的化验，如发现有病一定要及时处理。

3）寄生类疾病。该类疾病是寄生虫寄生在动物

体外或是体内的一种疾病，在养殖中也较为常见。在

体外寄生的主要是节支动物属的寄生虫，主要通过

接触感染，如虱子、跳蚤等是寄生在动物的表层及毛

发内，靠吸食动物的血获得营养来维持生命，所以要

经常保持动物体表干净卫生。对动物的圈舍要做定

期消毒，并保持环境的清洁卫生，通风良好必不可

少。还有些是寄生在动物体表层，如羊痘，有羊痘病

发生的羊群，在每年痘病多发季节给羊进行药浴，保

持羊体的干净，加强羊的营养搭配，特别是在春天枯

草季节，最好补饲全价精料，预防羊痘病的发生。而

在体内寄生的是原虫和蠕虫属的寄生虫，该类寄生

虫需要某种介质才能传播[5]，如若动物的饲料或是饮

水夹杂这类寄生虫或虫卵，会经动物的消化道进入

动物体内，如绦虫可以寄生在各种动物体内甚至大

脑，如果动物食了有绦虫的饲料或是饮用了被绦虫

感染的水都有可能体内寄生有绦虫，而人食了这种

被感染了绦虫的畜产品，如果未煮熟就有可能进入

人体，有的虫卵会随血液进到大脑里，危及生命。所

以人在预防这类病时，主要是在生吃东西时一定要

清洗干净后再吃，平时注意个人卫生，对动物则是要

净化畜群，加强家畜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家畜的饲草

饲料不要被粪便污染。所以在平常的管理中，一定要

给动物饲喂来源可靠的饲料。

2 加强管理

好的饲养管理方法能减少动物疾病，提高疾病

防控的效果，达到减少疾病发生的目的[6]。

1）人为因素。如饲养人员不合理饲喂动物会造

成动物疾病的发生。如早春放牧或给反刍家畜饲喂

青绿的豆科牧草，要先少量喂给，然后逐渐增加喂

量，如果一次性饲喂太多容易瘤胃鼓气，这种病在

农村经常发生；有时会喂给一些有毒牧草或霉变的

饲料，造成家畜中毒等[7]。此外，动物的饲料营养太

过单一也会造成动物营养缺乏病症。所以家畜在饲

养过程中必须合理饲喂，还要给予优质的牧草、营

养均衡的日粮及清洁干净的水源。

2）环境因素。有资料[8]显示，环境因素导致动物疾

病占动物生病总数的绝大部分，如动物生活的环境温

度过高或过低会引起应激反应或感冒，圈舍的通风不

好会增加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这在笼养鸡中表现更为

明显，冬天温度过低，小鸡就会感冒，有时会扎堆挤在

一起产生踩踏死亡，而产蛋鸡则会引起产蛋量下降。

肉鸡会生长缓慢，所以在北方饲养对温度比较敏感的

家畜，冬季对家畜要采取保暖措施；而温度过高也不

利于家畜的生长发育，一方面温度过高易滋生细菌病

毒，家畜容易患病，另一方面是很多家畜温度过高都

会生长受阻，产蛋鸡产蛋量会明显下降。冬天给家畜

饮用温度过低的水会引动物痢疾，怀孕母畜会发生流

产[9]。这种现象在羊场经常发生，羊比较耐寒，特别是绒

山羊，适宜在高寒地区饲养，但在冬季，一定要给羊饮

用 0 ℃以上的水，否则就会引起羔羊痢疾，怀孕的母

羊早产或流产。因此，给动物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加

强圈舍的日常消毒，都可减少疾病的发生率。

3）动物自身因素。如怀孕的母畜会将一些疾病

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所产幼畜一出生就患上了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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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10]。还有些易感动物，对某些疾病比较敏感，特别

是幼畜和体质较弱的动物，一接触就会发病。在日常

的管理中要重视净化畜群，及时淘汰有病的家畜。对

易感动物加强饲养管理、保持良好的环境、尽量做到

增强动物的抵抗力，减少疾病的发生。

从多方面可以看出动物疾病发生的原因很大程

度上与人们的饲养管理有关，所以在日常管理中一

定要严格遵守家畜的生长发育规律，用科学的饲养

管理办法促进其生长，增强家畜的抵抗力，最大可能

地减少疾病的发生。在家畜的饲养中，疾病成为养殖

成败的关键，是管理中的重中之重，一定要引起服务

人员及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11]，所以在养殖业发展

中，加强动物的饲养管理十分必要，这样才能保证家

畜的健康，保证养殖业的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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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鸭苗养殖技术

苗鸭养至 7日龄后即可转入正常饲养，科学放牧应“三做到、五不放”。

1）“三做到”。放鸭前几天要训练鸭群“上杆”；赶鸭出牧宜适当喂些饲料以免因饥饿贪食而吞咽过

多的泥沙；应选择水浅和水清草多的地方放牧，放牧时间应随鸭龄增长，由近到远，中午要在荫凉处多

休息，并随时游泳饮水，做到早出牧晚收牧。

2）“五不放”。放牧途中不下田、不走烫路；不到农药污染地放牧；不让鸭子扑翼急行，避免鸭群受

惊受伤；不逆水放牧，水退放出，水涨赶回；不在烈日下放牧。

目前农村很多人在鸭贩子那里购买鸭苗，假如鸭贩子贩的是提前或延后出壳的鸭苗或不符合要

求的种蛋孵出来的鸭苗，一般成活率都较低，也很难养大。

鸭贩子长途贩运回来的鸭苗，有可能因护理不周，不注意补水，使鸭苗长时间缺水。这样的鸭苗，

拿回去养往往也会出现发育不良现象。

来源：中国农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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