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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免疫副反应的预防和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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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畜禽存栏数不断增加,动物疫病复杂多

变,强制免疫疫苗种类和免疫次数逐渐增多,畜禽发

生免疫副反应甚至死亡的几率也随之增高。然而,
目前免疫反应死亡补偿机制尚未健全、免疫反应死

亡赔偿标准过低,部分养殖户因担心畜禽免疫后发

生免疫副反应和死亡,对动物强制免疫工作产生抵

触情绪;少数防疫员因担心畜禽免疫后发生免疫副

反应与农户产生纠纷而回避免疫工作,给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和阻力。如何有

效降低动物免疫副反应发生率,对有效推进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工作意义深远。

1 免疫副反应的界定

畜禽接种疫苗后所产生的与免疫作用无关的不

良反应,统称为免疫副反应。免疫副反应一般分为

3类,即一般反应、严重反应和副反应死亡。

1)一般反应。按相关技术要求对应免畜禽实施

免疫注射后24h内畜禽出现注射部位红肿、热、痛
等炎症反应,注射一侧肢体跛行,伴有体温升高、呼
吸加快、恶心呕吐、减食或短暂停食、泌乳减少等现

象为一般反应。一般反应是由疫苗本身固有特性引

起的,不会造成畜禽生理功能障碍,无需进行处理,
反应持续24h可自行消退。

2)严重反应。严重反应是极少数畜禽在免疫后

发生的与疫苗免疫有一定联系、反应比较严重、需要

诊治的综合征,大体可以分为非特异性反应、精神性

反应、变态反应及其他原因不明反应。畜禽免疫后

出现站立不安、卧地不起、呼吸困难、可视黏膜充血

或水肿、肌肉震颤、瘤胃臌气、口吐白沫、倒地抽搐、
鼻腔出血、孕畜流产(含早产)等现象为严重反应。

畜禽一旦发生严重反应,要及时对症治疗和抢救,否
则会造成严重后果。

3)副反应死亡。畜禽发生免疫副反应后24h
内未经救治而死亡或经救治无效而死亡的为副反应

死亡。

2 免疫副反应的预防

1)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多向养殖户宣传和

讲解动物免疫的重要性和科学性。

2)要求养殖户加强饲养管理,做好日常卫生和

消毒工作,保持圈舍温度、湿度和光照适宜且通风

良好。

3)尽量避免在极冷或极热的气候条件下进行

免疫。

4)免疫前,尽量减少转群、运输、换料、噪音、惊
吓等,以免引起应激反应。免疫前后3~5d,可在饮

水中添加速溶多维或维生素C、维生素E等,以减少

应激反应;同时,给畜禽提供营养丰富、均衡的优质

饲料,以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力。免疫前1周,不
要对畜禽使用抗病毒药物。

5)免疫前要向畜主详细询问畜禽的健康状况,
并结合周围养殖户畜禽发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凡
病、弱、老、幼、孕畜禽不予免疫或暂缓免疫,推延一

段时间再进行补免;新引入的畜禽待适应1周后再

进行免疫。

6)严格按照疫苗的使用说明进行免疫,同时认

真检查疫苗的质量,避免使用过期、劣质的疫苗。疫

苗解冻、稀释操作要规范,注射部位要准确,接种方

法要正确,免疫剂量要适当。

7)对经济价值较高的种畜禽或有免疫副反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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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畜禽,在免疫前先皮下注射0.1%盐酸肾上腺素

(猪、羊1~2mL,牛2~5mL),可防止免疫副反应

的发生。

8)采用猪瘟疫苗、猪口蹄疫疫苗、猪蓝耳病疫苗

“三苗两针同步分点注射”新技术,减少应激次数,可
有效减少免疫副反应的发生。

鹤庆县通过积极采取以上预防措施,同时不断

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强化兽用生物制品的管理

和规范使用,并针对免疫副反应的预防控制措施对

基层防疫员开展专题培训,有效降低了动物免疫副

反应发生率,促进了动物强制免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有效控制了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保障了畜牧业持

续、健康发展。

2012年全县秋防免疫猪27.57万头、牛6.31
万头、羊13.62万只,发生免疫副反应的畜禽有

2359头(只),占免疫总数的0.50%。其中:接种猪

口蹄疫疫苗后发生免疫副反应的有1478头、接种

猪瘟疫苗后发生免疫副反应的有125头、接种猪蓝

耳病疫苗后发生免疫副反应的有277头,分别占猪

免疫数的0.54%、0.05%和0.10%;接种牛口蹄疫

疫苗后发生免疫副反应的有262头、接种羊口蹄疫

疫苗后发生免疫副反应的有217只,分别占牛和羊

免疫数的0.42%和0.16%;全县偶蹄动物因发生免

疫副反应而死亡的有339头(只),死亡率为0.07%,
其中猪307头、牛20头、羊12只,分别占各自免疫

数的0.11%、0.03%和0.01%。2012年全县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经大理州畜牧兽医局抽查,动物免疫

密度、抗体保护率等综合指标完全达到上级要求。

3 免疫副反应的救治

1)一般反应畜禽的处理。对免疫后出现精神萎

靡不振、食欲减退、体温稍微升高、呕吐、尿黄、便稀、
皮肤发红、产奶量或产蛋量下降等现象的畜禽,一般

不需要特殊治疗,经1~3d后畜禽便可恢复正常,
可将多种维生素兑水供畜禽自由饮用,以缓解反应

症状。

2)严重反应畜禽的救治。对免疫后出现站立不

安、卧地不起、呼吸困难、可视黏膜充血或水肿、肌肉

震颤、瘤胃臌气、口吐白沫、倒地抽搐、鼻腔出血等现

象的畜禽,可采取以下救治方法:皮下注射0.1%盐

酸肾上腺素(猪、羊1~2mL,牛2~5mL),视病情

缓解程度,效果不佳者20min后可重复注射1次;
同时,猪、羊静脉滴注10%葡萄糖注射液500mL+
葡萄糖酸钙注射液20~60mL+安钠咖5~10
mL+维生素C10~30mL,牛静脉滴注10%葡萄

糖注射液1000mL+葡萄糖酸钙注射液100~200
mL+安钠咖20~30mL+维生素C50~100mL。
处理后注意观察畜禽状况,若发现其出现并发症,要
及时进行对症治疗。

3)已休克畜禽的救治。对已休克的畜禽,除按

严重反应畜禽的救治方法实施救治外,还可采取以

下措施:迅速针刺耳尖、尾根、蹄头、大脉穴等部位,
放血少许;迅速皮下注射0.1%盐酸肾上腺素(猪、
羊1~2mL,牛5~10mL),并静脉滴注10%葡萄

糖注射液(猪、羊500mL,牛1500mL);待畜禽苏

醒、脉律逐渐恢复后,静脉滴注5%葡萄糖注射液

(猪、羊500mL,牛2000mL)+维生素 C(猪、羊

10~20mL,牛50~100mL)+维生素B6(猪、羊

10~20mL,牛20~50mL);之后再静脉滴注5%碳

酸氢钠注射液(猪、羊100mL,牛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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