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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规模化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动

物疫病的防控压力也不断加大，如何制定并实施科

学合理、规范有效、适合实情的个性化动物免疫程

序，提高免疫质量，确保免疫效果，已成为广大规模

化养殖业主和动物防疫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课

题。本文通过对影响规模化养殖场动物免疫程序的

主要因素和当前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具体应对

措施，以供参考与借鉴。

1 动物免疫程序的概念、作用及主要
影响因素

1.1 动物免疫程序

所谓免疫程序是指根据当地动物疫情流行动

向、动物机体状况（主要是指根据母源及后天获得

的抗体消长情况）以及现有疫（菌）苗的性能，为使

动物机体获得稳定的免疫力，选用适当的疫苗，安

排在适当的时间给动物进行免疫接种。简单而言就

是免疫计划。

1.2 动物免疫程序的重要作用

在非发达国家，防控重大动物疫病主要以免疫

为主。我国长期的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免疫是防

控动物传染病，尤其是重大动物疫情的一种主动而

有效的防控措施与手段。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制定

科学的免疫程序则是关键。我国每年均制定有《国

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用于指导全国的动物

免疫工作。但由于规模养殖场养殖密度高、单位空

间病原载量高、疫病感染机率高，其个体、群体免疫

合格指标远远高于散养动物。因此，制定出更具科

学性、可操作性，并且适合本区域、本场的个性化免

疫程序，是有效提升规模化养殖场动物疫病防控能

力的重要保障。

1.3 免疫程序的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动物免疫程序的因素较多，其主要影响因

子如下。

1冤疫病流行动态遥 主要指当地流行疫病种类尧严
重程度及规模化养殖场本场常见病尧易发病状况遥

2冤机体免疫状况遥 主要指母源抗体渊通过胎盘尧
初乳或卵化母体所获得的抗体冤和后天获得的抗体
渊被致病微生物刺激尧免疫接种等后天获得的抗体冤
的消长情况尧引种补栏动物基础免疫情况尧动物上
次免疫接种后存余抗体水平情况袁以及动物抗体对
不同免疫程序的免疫应答反应与能力遥

3冤疫苗性能质量遥 主要指疫苗的种类尧特性尧质
量尧免疫期等遥

4冤饲养管理水平遥 动物饲养管理水平的高低尧
饲料饲草营养成分的平衡袁直接影响动物机体的非
特异性免疫力袁也间接影响疫苗的免疫效果遥

5冤 环境因素遥 规模养殖场所处自然环境条件
渊地理位置尧 气候特征等冤 及养殖场自身饲养环境
渊栏舍尧温湿度尧采光尧通风尧消毒尧卫生等冤均会影响
动物免疫效果遥

6冤动物类别差异遥 动物免疫成效不仅与畜种尧
品种尧性别尧日龄等紧密相关袁而且与动物不同生产
用途和动物机体健康状况息息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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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冤免疫接种方法遥 规范尧科学的免疫接种操作
方法与技术是保证动物最佳免疫效果的关键所在遥
不适宜的尧 非标准的免疫操作不仅会降低免疫效
果袁甚至导致动物免疫失败以及疫病发生遥
2 当前规模化养殖场动物免疫程序存
在的问题

1冤思想认识不够重视遥 少数养殖业主由于认识
有偏差袁不重视结合本场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
程序袁 此现象在中小型规模养殖场中表现尤为突
出遥

2冤盲目照搬现象严重遥 许多规模养殖场袁由于
业主非专业人士袁缺乏疫病防控专业知识袁凭经验
盲目照搬照抄免疫程序袁免疫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
的遥

3冤滥用推介免疫程序遥 部分养殖场由于自身专
业素质差尧 防疫经验少等原因袁 经常采用饲料尧兽
药尧疫苗经销商推介的免疫程序遥

4冤监督管理流于形式遥 一是由于各场免疫程序
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袁其是否科学尧有效无法当场确
认袁只能通过动物免疫效果来证实遥 从而在监督检
查时只能看其野有冶或野无冶袁而无法认定其野科学尧有
效冶遥 二是因为法律无明文规定处罚条款袁即使发现
问题袁也只能野整改冶而不能野处理渊罚冤冶遥

5冤宣传指导仍显薄弱遥 一个科学尧有效的免疫
程序的制定袁主要依靠该场长期的生产实践袁由该
场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高低所决定遥 法律宣传尧技
术指导只能起辅助作用袁 但由于规模化养殖场数量
大尧分布广袁而且受经费尧人员等诸多因素影响袁畜牧
兽医部门也只能 野望场兴叹冶袁想作为而难以作为遥

6冤法律制度尚不健全遥 一是虽然叶动物防疫法曳
第八十条规定野不遵守县级人民政府及其兽医主管
部门依法作出的有关控制尧 扑灭动物疫病规定的袁
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袁处一千元以上一万
以下的罚款冶遥 叶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曳第十条规定
野动物饲养场渊养殖小区冤应向当地人民政府动物卫
生监督机构报告动物疫病强制免疫病种的免疫程

序尧密度尧质量等情况冶遥 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较宽泛，故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力。二是本市

及县级政府主管部门尚未制定实施《动物免疫程序

管理制度（办法）》，导致动物卫生监管机构无法可

依、无章可循。

3 应对措施
3.1 统筹考虑，科学制定

动物免疫程序是决定规模养殖场免疫效果的

关键性技术保障措施，因此，各类规模养殖场在制

定本场动物免疫程序时，一要高度重视，将免疫程

序的制定与实施作为疫病防控的重点抓紧抓好。二

要坚持科学严谨、实用有效的原则，紧密结合实际，

制定科学完善、操作规范、免疫有效的动物免疫程

序。三要统筹考虑疫病流行、疫苗性能、环境因素、

饲养管理水平、免疫方法、畜禽类别等各种因子的

影响，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以确保疫病免疫效果。

四要根据各因素变化，及时调整免疫程序，以保证

本场动物具有稳定的免疫力。

3.2 健全制度，规范管理

一是国家应进一步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

动物免疫程序纳入法律监管范围，并明文规定监督

管理条款，确保有法可依、依法管理。二是市、县两

级政府应尽快制定并出台《规模化养殖场免疫程序

管理办法》，保证监管工作更具操作性。三是各级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将动物免疫程序作为规模养殖

场动物防疫条件审查的必备条件，并实行主动申报

备案和动态监管制度，促进养殖企业（场）不断提升

疫病防控能力与水平，确保动物养殖防疫安全。

3.3 加强宣传，积极指导

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纠正免疫程序“可有可

无”等认识偏差，不断强化其对免疫程序重要性的

思想认识；二是针对部分养殖场专业人才缺乏、技

术水平较差的现状，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动物

防疫与监督机构应积极指导养殖场健全免疫程序，

提升科学防疫水平；三是充分发挥市、县兽医实验

室的技术优势，积极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免疫效果检

测技术服务与支持，大力推动规模化养殖场动物免

疫程序科学化、标准化进程，保障规模化养殖场生

产安全，促进畜牧业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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