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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规模化养殖的迅猛发展,加强规模化养殖

场动物免疫档案管理,是规范动物防疫行为、提高动

物免疫质量、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保障动物养殖安全

和提升动物产品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一环。本文在分

析十堰市规模化养殖场动物免疫档案管理存在的问

题的同时,提出了强化动物免疫档案规范化管理的

新思路、新措施,旨在为生产实践提供参考。

1 十堰市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现状

近年来,十堰市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得到快速发

展,已成为支撑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据

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市拥有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场867个,其中猪场301个(万头猪场9个)、蛋鸡场

77个(万羽蛋鸡场41个)、肉鸡场56个(百万羽肉

鸡场1个、十万羽肉鸡场21个)、肉羊场394个(千
只肉 羊 场19个)。2012年,全 市 生 猪 出 栏 量 达

1904900头,其中规模化养殖场出栏量为347148
头,占 出 栏 总 量 的 18.22%;家 禽 出 栏 量 达

28320000羽,其中规模化肉鸡场出栏量为7347100
羽,占出栏总量的25.94%;肉羊出栏量达927500
只,其中规模化养殖场出栏量为91969只,占出栏总

量的9.92%;肉牛出栏量达101040头,其中规模化

养殖场出栏量为9464头,占出栏总量的9.37%。

2 动物免疫档案的特点与作用

2.1 动物免疫档案的特点

建立科学、完善、规范的动物免疫档案,是养殖

企业保障养殖安全、防控疫病、降低风险、指导生产

和加强管理的需要,也是强化动物防疫的基础性工

作,还是依法防疫、科学防疫的法律要求,更是养殖

场业主的法定义务与责任。动物免疫档案具备以下

4个特点。

1)专业性强。由于动物免疫档案是反映动物生

长、防疫及管理全过程的真实记录,也是反映动物免

疫程序、免疫质量和兽药、疫苗、饲料等投入品使用

情况的原始信息资料。因此,动物免疫档案具有较

强的专业性和信息性。

2)规范性强。由于动物免疫档案在格式上要求

统一、在内容上要求全面、在记录上要求及时且详

实、在法律上要求强制执行、在管理上要求严格,因
此,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3)法律性强。建立动物免疫档案既是养殖企业

发展生产、保证安全、加强管理的客观需求,也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等行业法律法

规的法定要求。因此,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动物免疫

档案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

4)可追溯性强。由于动物免疫档案承载有动物

饲养管理、动物防疫、投入品使用等重大生产活动的

信息,故而对规模化养殖场不断加强饲养管理、有效

防控疫病、提高经济效益以及降低或防范养殖风险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追溯动物疫情、保障

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依据。因此,动物免疫档

案具有很强的可追溯性。

2.2 动物免疫档案的作用

建立科学、完善、规范的动物免疫档案,是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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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效果、防控动物疫病和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的重要措施,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动物免疫档案是动物防疫的信息库和数据

库。动物免疫档案记载了规模化养殖场畜禽的存

栏、出栏、免疫接种、发病(死亡)、饲养管理以及投入

品使用等情况,因此,通过查阅免疫档案,可以及时

了解和掌握该场动物的防疫密度和质量,并可为指

导、检查、总结、改进动物防疫工作提供重要参数。

2)动物免疫档案是动物防疫的备忘录。动物免

疫档案对已免(未免)动物、免疫程序、免疫时间等均

有详实记录,故而防疫员能及时、准确掌握该场动物

免疫的动态,确保应免动物及时强免、补免,防止漏

免、迟免、误免,使该场动物始终处于全免、高免的状

态,可有效提高该场动物的免疫密度和质量。

3)动物免疫档案是考核动物防疫的重要依据。
动物免疫档案是系统、全面反映规模化养殖场整体

免疫情况的信息资料,因此,其既是考核该场动物防

疫效果的基本依据,也是考核基层防疫员履职情况

的重要依据之一。

4)动物免疫档案是健全动物疫病可追溯体系的

关键环节。动物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是有效防控

疫病发生和扩散、从源头上切断疫病传播途径、推动

动物防疫由被动性管理向主动性管理转变以及保障

动物养殖安全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措施。而

动物免疫档案则是动物疫病可追溯体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可或缺。故而,建立科学、完善、规范的

动物免疫档案,对加快推进我国动物疫病可追溯体

系建设、提高养殖效益、提升动物产品质量和市场竞

争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5)动物免疫档案是应急处置重大动物疫情或重

大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重要依据。一旦发生重

大动物疫情或重大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完备的

动物免疫档案将为疫情调查、疫源追溯、疫情处置、
危机管理的科学决策及快速处置提供重要信息和

依据。

3 动物免疫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规模化养殖场建立科学、完善、规范的动物

免疫档案是一项法律明文规定和企业自身必备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但由于受业主认识不足以及监管部

门管理不严、处罚不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致
使规模化养殖场免疫档案管理仍存在许多问题,主

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3.1 思想认识偏差

部分规模化养殖场业主对建立动物免疫档案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普遍存在重视防疫免疫、
轻视信息记录以及重视饲养管理、轻视风险防范等

现象。

3.2 法律观念不强

受养殖场业主文化水平或专业素质不高、法律

宣传不到位、业务培训力度不够等因素影响,许多规

模化养殖场业主对依法防疫知晓多,而对国家法律

规定的建立免疫档案观念淡薄,以致存在不依法建

档、不依规操作、轻者敷衍了事、重者与监管相抵触

等现象。

3.3 档案格式混乱

由于目前农业部只有要求但未规定具体内容和

出台统一的免疫档案文本,各地(场)“各自为政”,免
疫档案格式“五花八门”,内容各不相同。既有各地

动物疫病防控机构自制格式,也有养殖场自行拟定

的格式,少数规模化养殖场甚至采用“流水账”的形

式进行免疫信息记录,从而导致内容不全、记录不

详、操作不规范。一旦发生重大疫情或动物产品质

量事故,难以追因溯源。

3.4 监管机制不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规

定,实施动物防疫管理的是各级动物疫病防控机构,
而对规模化养殖场的监管却隶属各级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致使监督与管理、检查与处理衔接困难,削弱

了对规模化养殖场免疫档案的监管力度。

3.5 执法力度不够

主要表现在:监管力度、检查频次和覆盖面均存

在欠缺;发现问题后,重教育,轻处罚;检查、督导多,
处理、处罚少;法定处罚数额较小,缺乏威慑力。

4 强化动物免疫档案管理的措施

4.1 完善法律,依法管理

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做法,建立完善、配
套的动物免疫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应属当务之急。具

体而言,就是要进一步明确养殖场业主的责任与义

务,加大处罚力度,规范动物免疫档案的格式、内容、
管理等,使动物免疫档案更具体化、更具操作性和强

制力,以实现依法防疫、依法管理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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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一是加大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断增强

广大养殖场业主的法律观念,使其知法、守法。二是

以县为单元,抓好规模化养殖场业主、技术人员及管

理人员的专门培训,大力提高其思想认识,不断规范

其对免疫档案的操作行为。三是加强业务指导与督

促,定期深入规模化养殖场开展相关业务现场指导、
咨询、检查与督导,促其科学、规范管理。

4.3 统一格式,规范操作

一是建议国家尽快制定统一、规范的免疫档案

样本,以便规范操作、科学管理。二是在国家尚未出

台标准的免疫档案文本的情况下,各省应建立全省

统一的动物免疫档案,杜绝档案格式混乱、记录内容

不全、操作不规范等现象。

4.4 严格监督,强化执法

一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违法行为严查快处,
维护法律尊严,规范行业管理。二是进一步理顺监

管机制,强化动物疫病防控机构与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之间的协调配合,促其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提
高执法效果,确保动物防疫工作顺利开展,有效防控

重大动物疫病、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责任编辑:刘 娟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췍

)

八大值得开发应用的饲料

1)生物饲料。利用高效分解型复合微生物菌种,采用相应技术,对作物秸秆、蔬菜秧蔓、树叶以及某

些特定矿物原料等进行接种后,经一定的发菌过程,即可生产出原料高效转化、载体携带活菌的生物饲

料。用之饲喂畜禽,既能大幅提高饲料报酬,又能使畜禽肠胃内有益菌大量增加,从而提高畜禽机体的

抗逆性,大大降低其染病率和死亡率。

2)菌糖饲料。在食用菌栽培过程中,出菇后的基料称为菌糖。除椴木基质、木屑基质和发酵处理的

粪草基质外,大多为棉壳、秸秆(包括玉米芯等副产品)等,由于基料内分布大量食用菌菌丝(含有较高蛋

白质等营养成分),可利用价值较高,用于饲喂畜禽效果很好。

3)秸秆饲料。我国是农业大国,土地复种指数高,秸秆资源极为丰富。如果将秸秆进行青贮、氨化

或碱化等科学处理,可转变成为营养价值较高且适口性较好的优质饲料。

4)鸡粪饲料。因鸡消化道较短,消化吸收能力较差,故其粪便中含有较高的营养成分。在新鲜鸡粪

中掺入一定比例的农副产品,经常规自然发酵处理,即可制得“鸡粪再生饲料”,用其饲喂猪、牛、鱼、虾

等,产出效果可与饲喂精饲料媲美。

5)蝇蛆饲料。据有关资料显示,蝇蛆中含有粗蛋白60%左右、脂肪10%~12%,相当于鱼粉的营养

价值。用猪粪、鸡粪等作为基质进行人工培养获得的蝇蛆,经技术处理后,可制成廉价的动物性蛋白

饲料。

6)蚕沙饲料。对畜禽养殖业而言,大量蚕沙可供利用,蚕沙内不但含有大量叶绿素等有效物质,而

且微量元素等成分也很丰富,以其为原料制成的饲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7)酵母饲料。利用某些工业下脚料等廉价有机物作培养料,接入酵母菌菌种,用菌种代谢物或菌体

制得的蛋白质饲料,不仅适口性较好,而且生产成本极低。

8)羽毛饲料。生产过程中,除极少部分羽毛被利用外,大多数被作为废弃物处理。根据资料分析,
羽毛中含蛋白质高达85%以上,并含有多种氨基酸,将其经过工业处理后,加工成羽毛饲料产品,即是

畜禽上好的蛋白质来源。
来源:东北饲料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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