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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现阶段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缺乏完善的防疫体制、完善的防疫基础设施、完善的

免疫反应补偿机制等，对动物防疫工作的正常发展造成制约加以分析讨论。建议从构建完善的基层动物防疫管理机

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善的动物防疫长效考核机制方面进行解决，以实现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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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是动物疫病防控

的重要手段，在新形势下积极构建切实有效的动物

防疫机制能够提高动物免疫密度以及免疫质量。笔

者对基层动物防疫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

为今后工作提供参考。

1 现阶段基层动物防疫存在的主要

问题

1）缺乏完善的防疫体制。在基层动物防疫中

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是主要的力量，也是保证动

物免疫的关键所在。现阶段我国各地区村级动物

防疫员主要是由村民担任，由当地的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管理，因管理缺乏统一性，导致村级动物防

疫工作人员权责不清晰，奖惩制度不健全，无法保

证动物防疫的有序开展[1]。除此之外，当前诸多地

区从事村级动物防疫工作的人员均为留守人员，

不仅年龄较大，并且缺乏专业性，甚至对免疫的病

种不甚了解。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适应新形势的

发展需要，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人为事故。

2）缺乏完善的防疫基础设施。根据笔者的调查

与分析，现阶段西安蓝田县基层动物防疫缺乏基础

设施，并主要表现在三点：一是没有固定的村级动

物防疫室，且动物防疫员都身兼数职，防疫器械不

符合基本的安全管理标准；二是冷链设备不健全，

在村级防疫体系中最为明显的漏洞便是缺乏各种

类型的冷链设备，导致疫苗存储存在漏洞，无法保证

疫苗的基本效果；三是缺乏足够的消毒设施，根据调

查，蓝田县村级动物防疫设备都是由当地动物疾控

中心统一发放，但是因受到资金的影响，经常存在供

应数量不足的现象，甚至出现一针多畜，形成交叉感

染[2]。除此之外，手段落后同样是动物防疫中最为关

键的内容，很多村级防疫员在开展动物防疫的时候

只能通过肉眼进行观察，并结合自身的经验，导致误

差性极大，无法保证防疫工作的有序开展。

3）缺乏完善的免疫反应补偿机制。疫苗的安全

性决定了疫苗的质量，疫苗只有保证安全与效力的

同等性，才能发挥出相应的防疫效果。通常情况下，

每一种疫苗都具备严格的要求，因接种动物品种不

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疫苗的安全性并不是绝对

的。而免疫反应是由生物制品特性、质量等方面所

引起的，免疫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畜禽体升温

高、甚至出现流产、死亡现象，虽然免疫反应所占的

比例不大，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免疫反应补偿机

制，则会阻碍动物防疫工作的有序开展[3]。与此同

时，部分村防疫员为了完成免疫任务会减少免疫的

剂量，或者不给动物注射疫苗，如此一来则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免疫密度以及免疫质量。

2 基层动物防疫问题的解决对策

1）构建完善的基层动物防疫管理机制。在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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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补料提高母鹅产蛋率

一看膘补料。鹅过肥，产蛋量低，有的甚至停产；母鹅过瘦，营养缺乏，产蛋量也低。对过肥鹅，应适

当减少精料，必要时暂停喂给精料，圈养的母鹅适当增加运动或放牧；对瘦鹅增喂精料，增加饲料中蛋

白质的含量，晚上还应增喂 2次。

二看粪补料。鹅粪粗大、松软呈条状，表面有光泽，用脚轻拨能分几段，说明营养适当，消化正常。

若鹅粪细小、结实，颜色发黑，轻拨粪便，断面呈粒状，表明精料喂量过多，青料喂量少，消化吸收不正

常，应减少精料喂量，增喂青饲料。鹅粪色浅不成形，一排出就散开，说明精饲料喂量不足，应补喂精饲

料。

三看蛋补料。产蛋鹅摄入营养物资不足，蛋壳会变薄，蛋小或发生畸变。发生这种情况，必须加喂

豆饼、花生饼、鱼粉等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饲料，使日粮粗蛋白含量提高到 22%以上，每只鹅每天饲喂量

增至 280～320 g，同时要添加矿物质饲料。

来源：湖北农业报

防疫工作中村级防疫员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

系到动物防疫的好与坏、成与败，在此发展背景下

需要将动物防疫人员实施编制，并且要按村设岗定

位，保证村级动物防疫员经费的落实。另外也可以

按照相关的要求制定工资标准，提高村级防疫员的

基本待遇，构建完善的动物防疫队伍，提高动物防

疫效率与质量。

2）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在基层动物防疫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性

关系到防疫工作的有效性。在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中

需要以政府为基础，积极将村级防疫基础设施列入

到预算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方案，并且要

积极提高防疫硬件设施，从根本上提高免疫质量。

当然，还需要积极设立动物防疫室，并配备相关的

冷链设备，从根本上提高动物免疫工作的质量。

3）构建完善的动物防疫长效考核机制。依据我

国《动物防疫法》可以清楚了解到村、镇是动物防疫

的主要责任人，所以需要以政府作为发展基础，并

且要在政府的协查、监督中做好各项检查工作。另

外各个乡镇的政府并非下发春、秋两季动物防疫文

件便完成任务，还需要对所在地的动物防疫工作进

行负责[4-5]。与此同时，动物防疫相关部门还要加强

基层指导，依据实际情况对动物免疫效果进行抽样

检测，对于免疫抗体不合格的要进行整改，从根本

上实现动物免疫工作指标。与此同时，还需要对动

物防疫实施绩效考评制度，要对防疫员进行检测与

考核，对于不合格的防疫员需要进行淘汰，从而进

一步优化动物防疫队伍，保证动物防疫工作能够落

到实处。还要制定有效的免疫程序，依据国家强制

免疫计划的病种要求，制定相关的免疫方案，科学

选择疫苗，有效保证疫苗的运输，对疫苗接种进行

规范，避免出现交叉感染，保证一畜一针，如此一

来，才能真正实现基层动物防疫的有效性，才能实

现基层动物防疫的科学性。

3 结 语

综上所述，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在当前基层动物防疫工作中因受到诸多因素

的影响，会存在非常多的问题与缺陷，需要进一步适

应新的发展形式，积极从实际角度出发，从基层动物

防疫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出发，探其原因、对

症下药，从根本上提高动物防疫的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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