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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强化生猪免疫工作,杜绝重大动物疫情发生,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锦屏镇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景东县畜牧兽医局关于动物防疫工作的要求,制定了锦屏镇生猪防疫方案。

该方案实施一年半以来,锦屏镇无生猪重大疫情发生,全镇生猪发病率为3.9%、死亡率为2.2%,与往年相比,

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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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免疫时间

2012和2013年,春防免疫于每年3月1日开

始,3月20日结束;秋防免疫于每年10月7日开

始,10月27日结束。

1.2 免疫区域

1)划区实施。全镇15个村委会,分成5个区,
每区由1名专职兽医负责;同时,每个村委会由村委

会主任和2名村防疫员负责。

2)免疫示范。建立5个生猪防疫示范村民小

组,由锦屏镇农业服务中心5名技术人员亲自负责。

3)建立免疫效果观察点。在5个区各设1个免

疫效果观察点,每个点至少检测散养农户的生猪

100头。

1.3 免疫对象

免疫对象为锦屏镇3种重大动物疫病(高致病

性猪蓝耳病、猪口蹄疫和猪瘟)应免生猪。

1.4 免疫材料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猪口蹄疫疫苗、猪瘟脾

淋苗以及疫苗专用稀释液均由景东县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配发。

1.5 免疫程序

按照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方案,结合锦屏镇实际

情况,每年3月和10月,对所有应免生猪全部注射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猪口蹄疫疫苗和猪瘟脾淋

苗1次;对新补栏的生猪,每月补注1次;在种猪配

种前和仔猪断奶前各进行1次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

苗强化免疫。周边地区出现疫情时,立即紧急免疫

1次。

1.6 免疫方法

对60日龄以上的生猪,先将猪瘟脾淋苗注射到

其耳后颈部的一侧;然后,用景东县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配发的专用稀释液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

稀释好后,再与猪口蹄疫疫苗按1∶1的比例配成混

合液,按免疫剂量要求一次性注射到另一侧。

1.7 免疫要求

要求应免生猪免疫接种密度达到100%,免疫

抗体合格率全年保持在75%以上;同时,针对猪丹

毒、猪肺疫等疫病,要求切实做好重点地区的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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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前期准备

1)加强技术培训。在春、秋集中免疫工作开展

前,组织村防疫员开展免疫技术培训。确保村防疫

员免疫时能按规范操作、按要求更换注射针头并做

好各项消毒工作,防止人为传播疫情。同时,加强疫

苗的运输和保存,确保疫苗质量。

2)建立免疫档案。锦屏镇农业服务中心对全镇

养殖场(户)的生猪存栏、出栏及免疫(包括给村防疫

员发放的疫苗的种类、生产厂家、生产批号等)等情

况进行详细记录。村防疫员需坚持撰写免疫日志,
记录每日免疫的养殖场(户)、接种的生猪头数、所用

疫苗的批号、佩戴的免疫二维码标识号码以及该场

(户)下一个月的应免数。

3)建立免疫信息报告制。对疫情发生情况和免

疫详细情况,实行月报告制度;突发重大动物疫情

时,采取紧急免疫措施,并实行日报告制度。由锦屏

镇农业服务中心专人负责免疫信息收集统计工作,
并及时报告;同时,及时向镇、村责任人反馈免疫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

1.9 效果监测

1)免疫前监测。免疫前,在观察点选择适合免

疫的生猪,采血,进行猪瘟和猪口蹄疫免疫抗体检

测,并做好记录。

2)免疫后监测。在猪瘟脾淋苗接种后的第21
天采血、猪口蹄疫疫苗接种后的第28天采血,由景

东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猪瘟和猪口蹄疫免

疫抗体水平。对抗体合格率未达到规定要求的群

体,及时加强免疫。

1.10 统计造册

各村在《景东县生猪疫病防制情况登记表》中详

细填写免疫接种情况,由畜主、村民小组组长、村委

会主任和防疫员签名,并经村民委员会盖章后,交锦

屏镇农业服务中心统计造册。锦屏镇农业服务中心

核对各村填写的《景东县生猪疫病防制情况登记

表》,通过走访群众、实施免疫效果监测等方式进行

绩效考核,按实际完成的头数和监测结果进行评分。

2 结果与分析

2.1 免疫结果

2012和2013年,从每年的3月1日开展防疫

工作到20日止,全面完成15个村委会、206个村民

小组的猪瘟、猪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免疫

工作。2012年,全镇共免疫3460户养猪场(户),入
场(户)率100%;3种疫苗同时接种应免猪52120
头,出现免疫反应的猪只共186头、死亡7头;共佩

带动物免疫标识50609套,佩带率97.1%,具体免

疫情况见表1。
表1 2012年锦屏镇生猪免疫统计结果

片区
序号

应免猪
头数

3种疫苗
接种率/%

猪瘟检
测头数

阳性
率/%

合格
率/%

1 11119 100 112 97.6 89.2
2 9407 100 134 98.1 91.3
3 10212 100 103 96.2 89.3
4 12788 100 127 95.5 90.9
5 8594 100 109 95.4 88.0

2.2 防疫效果

2012年3月至2013年11月,锦屏镇无生猪重

大疫情发生,全镇生猪发病率为3.9%、死亡率为

2.2%,与往年相比,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为当

地生猪生产提供了保障。

2.3 接种效率

全镇饲养生猪的15个村委会、206个村民小组

同时接种疫苗,每个村民小组由1名防疫员负责注

射疫苗,另1名防疫员负责佩带免疫标识,1名村干

部负责记录和统计,1~2名畜主负责抓猪。猪瘟脾

淋苗单独注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和猪口蹄疫

疫苗混合注射。3种疫苗同时在两点注射,全镇春

防、秋防工作均在20d内完成。

3 讨 论

3.1 免疫屏障

一般认为,当非易感动物在群体中达到75%以

上,就不会发生重大动物疫情。锦屏镇为山区乡镇,
村落较小,生猪饲养密度不高,在有“天然屏障”(相
对隔 离)的 基 础 上,生 猪 重 大 疫 病 的 免 疫 率 达

100%,抗体阳性率达95%以上,抗体合格率超过

88%,重大动物疫情的发生自然成为小概率事件。

3.2 免疫效率与成本

15个人20d就全面完成了15个村委会、206
个村民小组的猪瘟、猪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的免疫工作,同时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上市交易的应

免生猪带有免疫标识。如果采用3种疫苗间隔接

种,则需要近3倍的时间和人力;对养殖户而言,春、
秋2次免疫就变成了6次。

3.3 免疫反应与免疫效果

猪口蹄疫疫苗、猪瘟疫苗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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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同时注射,比3种疫苗间隔注射减少4次应激

反应。但这3种疫苗同时接种是否会出现疫苗间的

“协同反应”现象,尚未见报道。
程汉等[1]进行了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猪口

蹄疫疫苗、猪瘟脾淋苗3种疫苗的5种组合免疫试

验,观察免疫后各时间点的猪口蹄疫、猪瘟、高致病

性猪蓝耳病的抗体水平和免疫反应结果,发现先免

疫口蹄疫疫苗和猪瘟疫苗、7d后再免疫高致病性

猪蓝耳病疫苗的免疫组,3种疫病的抗体水平和免

疫副反应情况均优于其他组。
任宇斓等[2]通过分组试验观察发现,高致病性

猪蓝耳病疫苗、猪口蹄疫疫苗、猪瘟脾淋苗3种疫苗

任意组合注射,均不会增强免疫反应;各组平均免疫

抗体效价及群体合格率在一定时期均能达到国家规

定的合格标准,但各组间免疫持续期有差异;3种疫

苗分点同时注射组与3种疫苗间隔注射组的免疫效

果最佳。
向含忠等[3]的试验表明,猪 O型口蹄疫疫苗、

猪瘟疫苗和猪蓝耳病疫苗同时分点免疫注射,临床

上无严重的不良反应。其对80日龄以上的猪,同时

分点注射这3种疫苗,猪口蹄疫、猪瘟和高致病性猪

蓝耳病的免疫抗体合格率和平均效价均较高,具有

较好的免疫效果;对于60日龄以下的猪,同时分点

注射这3种疫苗,猪瘟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免疫

抗体合格率和平均效价均较高,免疫效果也较好,但
猪口蹄疫抗体合格率不高,平均效价也不高,免疫效

果不佳。
本试验结果表明,猪口蹄疫疫苗、猪瘟疫苗和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3种疫苗同时分2点注射,临
床上无严重的不良反应,52120头生猪中仅186头

发生了免疫反应;观察防疫效果发现,全镇生猪发病

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免疫效果比较确实。

3.4 免疫干扰

普遍认为,几种疫苗同时注射,尤其是不同病毒

弱毒疫苗同时注射时存在相互干扰,免疫效果不理

想。据疫苗生产企业提供的试验数据,高致病性猪

蓝耳病活疫苗(TJM-F92株)不会干扰其他疫苗的

免疫效果。但王建辉等[4]试验证实,高致病性猪蓝

耳病活疫苗(TJM-F92株)会影响其他疫苗的免疫

效果;同时也证实,STTM 猪瘟活疫苗(传代细胞

源)、猪O型口蹄疫合成肽疫苗和高致病性猪蓝耳

病活疫苗(TJM-F92株)3种疫苗分3点同时注

射,免疫效果均高于国家标准。孙泉云等[5]也认为,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疫苗能干扰其他疫苗免疫抗体

的产生,上海浦东某猪场就曾发生过猪群感染蓝耳

病病毒后再暴发猪瘟的严重疫情。
近年来,证实猪口蹄疫疫苗、猪瘟疫苗和高致病

性猪蓝耳病疫苗3种疫苗之间的干扰程度与能否同

时应用的试验较多。也有3种疫苗同时注射、“三苗

两点”注射的实际应用,其结果是否能完全达到免疫

要求,或者采取这样的接种方式后是否需要调整免

疫程序,以及疫苗混合注射是否存在生物安全隐患,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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