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2期

提高驼群生产力的重要环节，应用新技术，加强饲

养管理，将会大大拓宽人们对骆驼及其产品的利

用。

养驼业是木垒县荒漠、半荒漠地区草原畜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是我国第一大养驼生产基

地，现有骆驼约为 19 万峰，占全国骆驼总数的

54%。因此，如何利用骆驼宝贵的地方良种资源，研

发产品；如何加强放牧骆驼饲养管理水平，不断完

善放牧方法，形成科学放牧管理；如何提高其综合

生产性能则是科技研究工作者和农牧民的当务之

急。为提高养驼业的规模效益，应改变传统的放牧

方式，控制放牧时间、距离，适当地加强跟群放牧及

半舍饲饲养，改善饲养管理、提高选种选育和控制

寄生虫及其他疾病。

摘要 随着农村山羊产业化发展的推进，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本文分析了山羊

适度规模养殖中制约疫病防控的因素，提出解决措施，以期促进山羊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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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山羊产业发展进程推进，散养户逐渐

被适度规模养殖户所取代，畜禽养殖一直以来为家

庭副业即将成为历史，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增加农

民收入，山羊养殖是一个短平快项目，是增加农民

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动物疫病防控是发展山羊养

殖的关键环节。

1 制约山羊疫病防控的因素

1）防疫观念淡薄，养殖粗放经营管理。动物疫

病防控抱着侥幸心理，缺乏防疫意识。厩舍建设无

羊床，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蹄部疾病、风湿病等。

夏季不注意防暑，导致山羊中暑，冬季不注意保暖，

可导致呼吸道感染。冬季不补饲，羊只瘦小，抵抗力

降低。防疫一旦跟不上，可发生传染病。

2）引种不规范，埋下了疫病风险。虽然乡镇畜牧

兽医站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把关，但仍有养殖户怕

麻烦，不按规定引种，我行我素，埋下了疫病风险。

3）未建立规范免疫程序，疫病有可乘之机。养

殖户仍以畜牧兽医部门组织的春秋两防作为保障，

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建立肉羊免疫程序，处于被动

免疫状态。

4）无害化处理不规范，留下了病原微生物。病

死羊只不按规定作无害化处理，存在处理不规范、

乱扔、饲喂犬等，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条件。

5）动物疫病监管有待强化。随着畜牧产业化的

推进，规模养殖户逐年递增，而乡镇畜牧兽医站人

力不足，经费缺乏，加之工作量大，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2 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措施，促进肉羊

产业发展

1）合理规划布局，把好疫病入侵关。种畜场、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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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喂兔的注意事项

长期给兔喂一种或几种蔬菜，会造成某些方面的营养缺乏，影响幼兔的生长发育和成兔的生产性

能。蔬菜粗纤维含量低、鲜脆适口，兔易贪吃。

芥菜、油菜、甘蓝、萝卜等十字花科蔬菜含芥子甙，是一种配糖体，在芥子酶作用下可生成硫氰酸

盐、异硫氰酸盐、恶唑烷硫酮等促甲状腺肿毒素，可以抑制碘在甲状腺内的吸收，引起甲状腺肿，还会

损害兔的肝脏、肾脏，造成死亡率增加。

用受蚜虫、菜青虫侵害的蔬菜喂兔会引起兔结膜炎、口炎、胃肠炎、鼻炎、阴道炎、腹痛、下痢等，有

严重病虫害、喷洒过农药和腐烂蔬菜绝对不能喂兔。若发生中毒可注射阿托品，剂量为每 20只兔用

1 mL，可缓解中毒。对有机磷类农药中毒可耳静脉注射解磷定。有机氟中毒加注解氟磷进行治疗，剂

量分别为 30 mL/kg（成兔）体重和 10 mg/kg体重（幼兔）。

四川省农业厅网站

养场要根据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规定严格把

关，构建一个安全的养殖环境。

2）建立规范的养殖场所，严把疫病入侵关。生

活区应与生产区分开，设有消毒池、消毒间、无害化

设施、粪污三级过滤池（雨污分离）、病畜隔离间等

设施设备，把好病原微生物入侵关。羊舍应建羊床，

避免呼吸道疾病、蹄部疾病、眼部疾病、风湿病等发

生，夏季注意防暑，冬季注意保暖。冬季水冷草枯，

饲草缺乏，入冬前应备好草料，保持一定的体况，增

强畜体抗病能力。

3）严把引种关，防止疫病引入。了解疫情动态，

不到疫区引进羊只。引种先到当地县级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申报，根据要求逐级审批。批准后，选羊只采

血化验，主要检测口蹄疫、布鲁氏杆菌病、山羊痘、

小反刍兽疫、炭疽 5 个病种，有针对性地抽检地方

病种。凭检测报告到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开据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运输到饲养地后，报告当地

畜牧兽医部门，隔离观察 45 d。健康方能合群，避免

引病容易，净病难。

4）加强饲养管理，增强畜体抵抗力。

①合理放牧，降低疾病诱发因素。夏季注意防

暑，上午 7:00-12:00放牧，下午 17:00-19:00放牧，畜

舍通风散热；冬季注意防寒保暖，上午 10:00-13:00

放牧，下午 15:00-18:00放牧，厩舍注意保暖，防止

寒风侵袭。

②加强补饲，增强畜体抵抗力。产羔母羊、配种

期间的种公羊，补给一定的精料，主要是玉米和豆

类，每天补料量为 0.3 kg，同时补给一定的青粗饲

草。羔羊注意保暖和诱食，提高成活率和抵抗力。育

肥羊每日补给精料 0.2 kg。

③合理选留种羊，优化羊群结构。淘汰老弱病

残的种羊，选择遗传性能稳定、适应性强、耐粗饲、

饲料报酬高的作为种用。坚持自繁自养，避免疫病

引入。

5）建立免疫程序，构建动物防疫保护屏障。坚

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推广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山

羊痘、链球菌、羊口疮、羊传染性胸膜肺炎、三联四

防苗组成的免疫程序，提高畜体抗体水平，抵御外

来疫病侵袭，降低疫病风险。

6）病死羊只严格进行无害化处理，杀灭病原微

生物。病死羊只做烧毁、深埋等无害化处理，严禁食

用或乱扔。

7）落实责任，加强监管。规模养殖场（户）监管

实行镇村行政领导、专业技术人员监管责任公示，

乡镇畜牧兽医站与专业技术人员、村级兽医签订

《动物疫病防控监管责任书》，与规模养殖场（户）签

订《动物疫病防控及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书》，

明确责任主体，落实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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