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7期

摘要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是关系到公共卫生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作。本文就榆林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主要有防控体系不建全、从业人员素质低下、不规范小规模养殖普遍存在等，并针对

这些原因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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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不仅是养殖业工作中至关

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是关系到民生国计的一项重大

工作，这直接关系到动物食品卫生安全、公共卫生

安全。榆林市地处陕北，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

候条件，这决定了养殖业依然是本地区的一大重要

经济支柱产业。近年来，动物疫病频发，蓝耳病、猪

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动物疾病及人兽共患病都对

公共卫生造成了严重威胁。动物疫病防控就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疫病防控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

1）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首先，乡村领导

没有给予动物防疫工作充分的重视。对于日常的防

疫工作，只能做到政策上的响应，并没有根据地区

疫病流行情况，建立起实时、周期性的防疫计划。地

方财政用于疫病防控的专项投资远远不足，甚至有

部分地区直到近两年才将动物防疫经费纳入财政

预算。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管理，商业单位极力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化，个体养殖户很难获得有效的诊疗

服务。

2）动物防疫从业人员素质低下。据调查，榆林

市共有近 4 000名动物防疫人员。然而，具有初级

兽医技术职称及以上的只有不到 1/10的人。县级以

下动物疫病防控人员绝大多数为初中以下学历。由

于兽医工作性质特殊，工作环境差，部分专业人员

刚开始接受培训，随后由于无法忍受恶劣的工作环

境而选择放弃，导致人才流失。有的基层防疫员虽

然有兽医从业经历，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专业理论

培训，业务水平不一，职业技能低下，无法独立稳定

地完成疫病预防工作。

3）不规范的小规模养殖普遍存在。家家户户分

散饲养，这种方式缺乏严格的科学管理。圈舍之间

距离很近，缺乏必要的隔离、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

一旦有疫病发生，隔离封锁十分困难，极易造成疫

病迅速传播蔓延。家庭养殖作为现阶段规模化饲养

的重要模式，目前多停留在养殖户集中的初级阶

段，没有实现统一管理，由于饲养密度大，一旦发生

疫病，隔离封锁更加困难，往往导致整个村子全军

覆没，损失惨重。

4）单纯强调疫苗接种，忽视生物安全措施。在

疫病防控工作期间，错误地认为免疫注射是唯一的

保护措施，只要做好免疫接种，动物防疫就到位了。

局限地将防疫等同于免疫接种，忽视了消毒、隔离

等生物安全措施的重要性，导致外界环境中病原无

法大面积消除，广泛存在，无形中增加了健康畜禽

染病的机率。

5）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覆盖范围有限。疫苗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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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代谢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营养物质平衡的失调。家禽体内营养物质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除各营养物质的特殊作用外，还

可通过转化、协同和拮抗等作用以维持其平衡。如钙、磷、镁的吸收，需要维生素 D；磷过少，则钙难以

沉积；日粮中钙多，影响铜、锰、锌、镁的吸收和利用。因而它们之间的平衡失调，日粮配方不当易发生

代谢病。

2）营养物质的需要量增多。如由于特殊生理阶段（产蛋高峰期等），或品种、生产性能的需要，使其

所需的营养物质大量增加。在应激状态，胃肠道病影响消化吸收，或寄生虫病和慢性传染病等情况下，

都可引起营养代谢病。

3）营养物质摄入不足或日粮供给不足。日粮中缺乏某些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蛋白质等营养

物质；家禽因食欲下降而引起的营养物质摄入不足。

4）饲料、饲养方式和环境改变。随着新的饲养方式和饲养技术的应用，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出现

新的情况。如笼养鸡不能从粪便中获得维生素 K；为了控制雏鸡球虫病或某些传染病，日粮中长期添

加抗生素或其他药物，影响肠道微生物合成某些维生素、氨基酸等。又如饲料霉变、储存时间过长等。

来源：河北省易县农业局

供动物防疫使用的生物制品，具有生物活性。国家

对每种疫苗的适用环境都有明确的规定，对疫苗的

储存、运输、使用温度也有具体的要求。疫苗的效价

会由于反复冻融而明显降低，当经长途运输的疫苗

注射到动物体内后，因其效价降低，无法刺激动物

产生足量抵御疾病的抗体，导致免疫效果低下。通

过不断的努力，榆林市动物防疫冷链体系建设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从省级到市级再到县区都配备了专

业冷藏运输车，用来储存、运输疫苗。然而，冷链体

系建设尚未贯彻到村级。从县区到村的疫苗就只有

一般的交通工具，在常温条件下运输。部分乡镇兽

医站配备了少量的冰柜等疫苗冷藏设施，然而容量

小，大部分疫苗仍储存在常温中。这样就使得疫苗

无法全程在冷藏条件下存放，疫苗反复冻融，效价

降低，接种后不能获得理想的效果。

2 解决动物防控问题的对策

1）健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乡村领导应给予动

物防疫工作充分的重视，要做到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的同时，结合本地疫病流行情况，根据现有医疗防

疫技术水平，建立起长期的防疫工作计划。及时向

上级反映资金不足的问题，地方政府适量加大当地

用于动物疫病防控的资金投入。一些尚未将动物防

疫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的地区，要逐渐改变观念，在

财政预算中加入这方面的资金投入。与此同时，对

于商业单位的收费标准，行政部门要起到监督管理

作用，适当降低动物诊疗费用门槛，保证有更多的

个体农户能够获得有效的诊疗服务。

2）提高兽医从业素质。针对榆林市动物防疫人

员从业素质现状，上级部门应制定人员专业技能培

训计划，挑选防疫人员到较发达地区或专业院校培

训学习。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培训班等，增加学

习机会。同时，强化动物防疫员专业知识的考核及

职业资格的认定。财政部门增加用于防疫人员培训

的专项资金。另一方面，人事部门应制定人才引进

计划，选派相关专业大、中专毕业生到基层兽医部

门工作，充实兽医人才队伍。

3）规范养殖管理模式，重视生物安全措施。动

物疫病防控部门应加强对科学养殖的知识宣传，从

个体农户到规模化养殖企业，改免疫为主的管理方

式为管理免疫的方式，聘请村级动物防疫员做好少

部分散养畜禽的免疫接种工作。贯彻生物安全意

识，树立生物安全理念。增设消毒环节，为当地养殖

人员发放消毒剂。定期对家庭养殖户进行场地消

毒，减少病原接触动物的可能性。

4）完善防疫冷链体系建设。积极争取中央及省

部投资，争取几年内完善榆林市村级动物防疫冷链

体系，确实保证动物防疫疫苗质量。通过完善动物

疫病防控冷链体系建设，保证榆林市动物防疫工作

早日走向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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