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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提高牧民的防虫意识，同时要控制好药物

投放的时间，通常在 10月份对牛皮蝇进行前三期的

杀毒较为合适。同时要对牦牛进行及时观察，发现虫

体进入应当立即用有机磷药剂进行杀虫，确保牦牛

的身体健康。还要注意圈舍的卫生，提供纯净的饮用

水，对于发病的牦牛要做好隔离，然后用药剂进行治

疗，全面防控牛皮蝇蛆病对牦牛群的危害。

4 结 论

虽然牛皮蝇蛆病对牦牛的危害很大，但是只要

做好防控工作，必然能将牛皮蝇消灭在萌芽状态。

作为新一代生物研究者，要不断提升对牛皮蝇蛆病

的防控技术，切实做好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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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养殖业中，动物疾病是养殖者最担心的问题，一般常见的疾病有普通病、寄生虫病以及传染病。本

文通过对动物疾病的研究，并提出一些防范对策，如严格检查动物疾病情况，加强动物的日常管理，选择适合养殖

动物的场址，以及动物发病后的一些应急措施等，通过以上方法来防范动物疾病，做好日常防范，避免动物疾病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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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殖过程中，由于环境以及动物的自身原因

等情况，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动物疾病，这些疾病

不仅使动物本身产生一些异常的生理现象，严重者还

会导致死亡以及大面积的传染，不仅对养殖者的经济

造成严重损失，同时对人类本身的健康问题也造成一

定的影响，了解动物疾病的相关情况以及日常的预防

措施，并进行科学饲养管理，可降低养殖损失。

1 畜牧养殖中常见动物疾病的种类

1）寄生虫病。寄生虫病是动物身上非常普遍的

一种病，寄生虫包括蠕虫、节肢动物以及原虫。寄生

虫是依赖动物身体中的营养物质而生长的，在动物

的体内或者体外寄居，一般节肢动物是寄生在体

外，原虫和蠕虫大部分是在体内寄居。寄生虫大多

数是通过土壤、饲料、水等在动物中进行传播，是外

在原因导致的，这些寄生虫只有在接触的时候才可

以传播，一般情况下都是固定寄主的[1]。

2）传染病。传染病是由于动物机体被特定微生

物的病原体侵袭所导致的，具有非常强的传染性。

我们经常提起的真菌、细菌、病毒就是传染性疾病

的病原体，传染病会通过间接和直接接触以及空气

等方式进行传播，一般传染病会引发一些临床和生

理的异常现象。

3）普通病。普通病的发病率较高，分为外科、产

科、内科等。外伤、眼病及蹄病为主要外科病，内科

疾病有多种形式，最复杂的就是产科病，根据产后

期、怀孕期和分娩期而分为不同的疾病种类。

2 常见动物疾病的病因

动物疾病的常见病因有 2种，即养殖环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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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人为因素。动物身体能承受的环境危害有限，

环境的不利因素往往会对动物产生巨大的影响，比

如最基本的新陈代谢问题，新陈代谢出现问题，动

物便失去了与环境进行正常物质与能量交换的能

力，机体不能正常工作，导致失去平衡，让动物产生

了心理以及生理的异常现象[2]。

养殖人员因专业的理论知识以及实际工作经

验的缺乏，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药物的配置

错误以及用药不当。这会增加药物的毒性，使动物

体内产生一种中毒现象。另外养殖人员对养殖环境

没有很好管理，非常容易产生呼吸道疾病，对养殖

环境造成污染，或者没有及时处理病死动物的尸

体，导致大量动物疾病的产生。

3 预防措施

1）选择适宜的畜牧养殖场地。良好的地理位置

以及适合的气候条件是养殖场选址需要考虑的因

素，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养殖条件，但一般来说那

些排水通畅、通风条件好、地势较高、有充足阳光的

地址，可以保障动物的生活环境舒适、安全、健康，

让动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同时应选择一些离

居民区较远的地方，以免动物粪便对人类的生活环

境造成影响。

2）加强日常管理。在日常的饲养中，要以预防

疾病为主，只有把预防放在首位才能让动物离健康

更近一步，所以要加强对其的日常管理。比如，制定

科学合理的方案来饲养动物，根据其生活特点，对

疾病进行控制和预防，尤其在疾病的高发季节和空

气流通不畅的地方，应保持养殖场的干净和舒适，

对养殖场及时进行清洁与消毒。

3）疾病检查。在疾病高发季节，要做好动物的

疾病检查工作，并按周期对动物进行疫苗注射，防

制病毒等疾病的产生，提高动物的免疫力以及对抗

疾病的能力，控制在进出过程中的动物疾病传染。

4 防控措施

对于已经患有疾病的动物，应及时发现、及时

治疗，避免拖拉现象，以免传染给其它动物，造成大

面积疾病流行。同时对养殖场进行大面积的消毒工

作，加强其它动物的免疫接种以及防护。对患有疾

病的动物进行隔离，在此过程中对其应严加看管与

及时记录，通过更多的有效防范措施，尽快消除疾

病的发生，降低损失的同时还可以为下次疾病情况

提供依据和参考借鉴[3]。

5 总 结

养殖动物应综合考虑一些内在因素以及外在

因素，加强对养殖方面的理论研究，学习养殖知识，

才能更好地应对动物疾病的突发情况，单纯的防治

并不是解决一切情况的办法，应从最根本的地方了

解病因，控制发病情况，在源头上加以制止，避免疾

病传播的恶化，促进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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