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4期

3）加强追溯信息化建设。建立覆盖市、县、乡三

级的畜产品质量追溯公共信息平台，实现畜产品生

产、收购、贮藏、运输全环节可追溯。

5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提升监管能力

1）加强属地管理和责任追究。将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职责细化，落实属地监管责任，严格监督检

查，强化全过程监管。

2）加强监管能力建设。推进乡镇监管服务机构

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运行，充实监管人员，改善监

管条件，增强法治思维，履行法定职责，提升执法监

管能力。

摘要 实施动物免疫申报制度，可以减少动物免疫时间和工作量，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动物防疫工作，有利

于动物防疫基础性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动物防疫措施的落实，有利于动物防疫监管的实施，是一种便捷、及时、免

疫效果好的动物免疫制度。本文就动物免疫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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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动物免疫申报制度，有利于动物防疫基础

性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动物防疫措施的落实，有利

于动物防疫监管的实施，是一种便捷、及时、免疫效

果好的动物免疫制度。养殖户如何建立动物免疫制

度，如何进行动物免疫申报，是各级政府及兽医主

管部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笔者对动物免疫

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提出一些粗浅看法。

1 动物免疫申报的内容

1）散养户申报的内容。散养户主要是指动物饲

养量小，依靠乡村动物防疫工作人员实施动物免疫

的养殖户。动物免疫申报内容主要有畜主姓名、畜

主住址、联系电话、申报时间、动物种类、动物日龄、

动物数量、饲养状况、畜禽健康情况、需要免疫的疫

苗名称等。有时还需约定动物防疫员上门实施动物

免疫接种的具体日期，以便畜主在家等待。

2）养殖场申报的内容。包括免疫前申报和免疫

后申报，养殖场需填写免疫申报表。免疫前申报内

容主要有养殖场名称、畜主或法人姓名、场址、饲养

品种、饲养规模、年出栏量、防疫方式（自主免疫或

乡镇动物防疫站代免）等，要求猪常年存栏 50头以

上，肉牛存栏 20头以上，羊存栏 30头以上，蛋禽存

笼 500羽以上，肉鸡或肉鸭存笼 1 000羽以上的养

殖户均按养殖场方式申报。免疫后申报的内容主要

有养殖场名称、畜主或法人姓名、场址、饲养品种、

现存栏（笼）、累计出栏（笼）、防疫方式、本次免疫数

量及疫苗种类等。

2 免疫申报制度的建立

1）推行程序化免疫制度。政府及兽医主管部门

必须取消春秋集中动物免疫制度，在辖区内大力推

行动物程序化免疫制度。根据当地疫病流行状况和

动物防疫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动物免疫程

序，并在辖区内推广使用，促使动物免疫常态化，经

常化，保证动物免疫密度和免疫质量。散养户根据

免疫申报情况每 10～15 d一个轮回，每次免疫接

种 1种疫苗。养殖场应结合本场情况制定适合该场

的动物免疫程序，严格执行动物免疫程序，并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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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静脉注射 4点要求

1）彻底剪毛。选择家畜静脉较粗且直、易见的区域进行剪毛，然后在近心端压迫血管，让其充分暴

露，经过消毒后，根据血管的走向把针头顺势刺入。

2）温水热敷。用 40 ℃左右的湿毛巾进行充分热敷和不断擦洗，使血管遇热膨胀，易于观察，便于

注射。

3）倒立提起。弹击血管，特别是仔猪和兔子等静脉注射一般在耳部的小家畜，本来血管就不易寻

找，如果再出现脱水，血管更难看到。可将家畜 2个后肢提起，使血液尽量注入耳部静脉血管内，令其

血管最大限度地达到充盈，以便注射。

4）注射针头要合格。在注射之前，一定要认真检查，看所选注射针头是否卫生、型号是否合格，有

无裂缝，针孔是否通畅，针头是否锐利，有无倒勾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注射困难和医疗事故的发生。

来源：山东科技报

实施动物免疫接种，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动物免疫抗

体监测，根据抗体水平可适当调整动物免疫程序，

确保免疫效果。

2）建立动物免疫申报网络。要实施动物免疫申

报工作，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动物免疫申报网络，必

须建立以乡为单位的乡村组三级申报网络。养殖户

向组长申报动物需要免疫情况，组长向村委会报告

该组动物需要免疫情况，各村将该村当期动物需要

免疫情况向乡镇动物防疫站集中申报。养殖场也可

直接向乡镇动物防疫站申报免疫。动物免疫申报情

况须有相应的登记，以便核查。一般情况下各村委

会每 10 d向乡镇动物防疫站申报 1次，养殖场每 1

个月申报 1 次。每个乡镇设立动物免疫申报办公

室，有单独的动物免疫申报电话，有专门的人员值

班。乡镇动物防疫站接到申报后，应及时到养殖户

家中进行动物免疫接种。

3 免疫申报制度的实施

1）加强免疫申报宣传。动物免疫申报全面实施，

必须加强动物免疫申报宣传。首先由兽医部门印发

《重大动物疫病免疫申报告知书》、《养殖场重大动

物疫病强制免疫告知书》发放至每个养殖户手中，

使养殖户明白动物免疫申报的重要性和意义，明白

如何向当地动物防疫部门申报动物免疫，促使养殖

户积极配合，积极主动申报动物免疫。再者将动物

免疫程序和申报电话在全乡公布，并在各村组及养

殖场挂立动物免疫程序及申报电话公示牌，方便养

殖户及时申报动物免疫。也可出动宣传车、墙刷宣

传标语、举办培训班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养

殖户动物免疫申报意识。

2）加强免疫申报监管。做好动物免疫申报工作

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做好动物免疫接种工作，各级

政府及业务主管部门应加强动物免疫申报监管。一

是对养殖户的动物免疫接种情况，要作为政府及业

务部门的一种常态化工作来抓，开展定期或不定期

的进村入户（场）调查了解动物免疫接种到位情况。

二是对养殖场查验免疫申报、动物免疫和养殖档案

记录情况，以及养殖场动物防疫措施落实情况。三

是对动物防疫员免疫申报执行情况进行核查，核查

免疫申报记录、动物免疫接种实施情况，动物防疫

措施落实等情况，对动物免疫接种全面到位的给予

肯定和表彰，对动物免疫接种不到位，查明原因，有

针对性地进行处罚。四是加强检疫监管。养殖户若

不主动申报免疫，其养殖的畜禽将无法获得免疫标

识及检疫证明，其动物产品将无法上市销售。五是

对养殖场（户）不执行强制免疫工作的，按动物防疫

法律法规从严从重处罚，促进动物免疫申报工作有

序开展。

总而言之，动物免疫申报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将使动物免疫接种工作变得更便捷、及时，减少了

动物防疫工作量，提高了动物防疫工作效率，提高

了动物免疫密度和质量，实现动物免疫工作由“要

我”免疫向“我要”免疫转变，对有效落实国家重大

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营造上下齐心协力抓好动

物免疫，促进动物防疫工作措施落实，保障畜牧业

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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