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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养殖场发病情况统计

摘要 通过对城固县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主要疫病流行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揭示疫病流行新趋势，剖析当前

规模养殖场在动物疫病防控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提出强化疫病防控的具体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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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掌握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主要疫病流行

情况，科学制定疫病防控对策，依据《农业部关于印

发国家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所列

《动物流行病学调查实施规范》，通过随机抽样、现

场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城固县涉及猪、牛、羊、禽等 4

类动物的 30个规模化养殖场动物疫病流行特点、

饲养管理、防疫消毒、畜禽流通、人畜共患病等情况

进行调查分析。

1 规模化畜禽养殖场主要疫病流行

情况

通过对 10个规模化养猪场、10个养禽场、7个

养牛场、3个养羊场等共计 30个规模养殖场进行疫

病调查（具体疫病诊断主要采取临床诊断、流行病

学调查、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等方法），发现不同类

别的养殖场动物疫病发生率和病死情况各不相同。

猪场呈现发病率低、死亡率高的特点，发病率低于

15%的场有 9个，占到调查猪场的 90%，70%的猪场

发病率不超过 10%，而病死率均高于 30%；鸡场疫

病发病率和病死率均低，10个被调查的养鸡场发病

率均低于 10%，7个场的鸡病死率低于 30%；牛发病

率低，病死率极低，70%的养牛场发病率低于 10%，

被调查 7个牛场中的 6个场均未出现病死现象；羊

的发病率高，死亡率也较高，这与羊的管理较粗放

有很大关系（表 1）。

1.1 猪 病

主要流行疫病。通过对 10个规模猪场调查，

发现主要流行的疫病有由大肠杆菌引起的黄白痢

和仔猪水肿病、传染性胃肠炎、流行性腹泻、伪狂

犬病、链球菌病、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肺疫、高热

病等 8种动物疫病，个别猪场还出现乙型脑炎、细

小病毒病、圆环病毒病、副猪嗜血杆菌病等疫病

（表 2）。

危害较严重的疫病。以仔猪黄白痢、流行性腹

类别 调查数量
发病率 病死率

约5% 5%耀10% 10%耀15% 跃15% 约10% 10%耀30% 30%耀50% 跃50%
猪场 10 2 5 2 1 7 3
鸡场 10 10 2 5 2 1
牛场 7 1 4 1 1 6 1
羊场 3 3 1 2
合计 30 13 9 3 5 8 7 11 4
占比/% 43.3 30.0 10.0 16.0 26.7 23.3 36.7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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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个规模化猪场年发病情况统计

表 3 10个规模化牛羊养殖场年发病情况统计

表 4 10个规模化鸡场年发病情况统计

疫病名称 大肠杆菌病 传染性胃肠炎 流行性腹泻 伪狂犬病 高热病 猪肺疫 链球菌病
传染性萎缩

性鼻炎
其他 合计

发病场数/个 10 6 6 5 4 3 3 2 5
发病数/头 865 231 185 225 15 32 25 35 45 1 658
占比/% 52.2 13.9 11.1 13.6 1.0 2.0 1.5 2.1 2.7

疫病名称 鸡白痢 腹泻 卵黄性腹膜炎 感冒 鸡球虫病 脱肛 其他 合计

发病场数/个 10 8 7 6 1 9 6
发病数/羽 753 386 312 245 135 105 85 2 021
占比/% 37.3 19.1 15.4 12.1 6.7 5.2 4.2 2.7

泻、传染性胃肠炎为代表的猪腹泻，这类疾病发生

率极高，且控制效果较差；以猪肺疫和副猪嗜血杆

菌病为主的呼吸道疾病，在冬春季节尤为多见，且

危害严重；以乙型脑炎、细小病毒病和伪狂犬病为

代表的猪繁殖系统疾病，这类疫病对母猪繁殖性能

危害较大，直接影响整个养殖场生产状况。

疫病流行新变化。仔猪大肠杆菌病流行呈现新

趋势，近 10年来，仔猪大肠杆菌病几乎在所有的养

殖场户均有发生，且危害最为严重，该病传染性强，

波及范围广。但在此次调查中，10个被调查的规模

养猪场均反映仔猪大肠杆菌病发生率明显下降。部

分养殖场户未防疫猪大肠杆菌病，也未发生猪黄白

痢和水肿病，表明仔猪大肠杆菌病的流行趋势在逐

渐弱化；猪伪狂犬病需全面净化，这是近 10年内在

该县新出现的一种危害较大的疫病，被调查的 10

个养猪场中有 5个场存在该病，且对仔猪和母猪的

危害较为严重，主要引起仔猪神经症状、死亡和母

猪流产等；夏季猪高热病防控难度大，有资料报道

该病由猪瘟和蓝耳病或圆环病毒病混合感染所致，

截至目前仍无有效防控措施，该病主要发生于妊娠

或产后母猪及育肥猪，发病率不高，治疗效果较差，

用退热药物有效，但易反复；病毒性疾病仍是一大

顽症，“病毒性疾病防控难”是业界的普遍共识，病

毒的传播、感染途径复杂，防控药物较少，且很多病

毒性疾病都无特效药。

1.2 牛羊病

主要流行疫病。牛主要涉及犊牛腹泻、感冒以

及瘤胃迟缓、酸中毒等疫病；羊主要流行山羊伪结

核病、传染性脓包疮、眼炎和羔羊痢疾等 4种疫病

（表 3）。

危害较重的疫病。犊牛腹泻和牛流行性感冒对

牛的危害较为严重；羊伪结核病、传染性脓包疮、眼

炎和羔羊痢疾等 4种疫病对该县养羊业危害较大，

几乎所有养羊场均有上述疫病的发生。

疫病流行变化情况。牛流行性感冒在该县近 5

年内首次出现，当地俗称“牛流感”，目前暂未确诊

是何种病原所致，该病在冬春季节多见，发病率低，

未见死亡病例，临床症状与普通感冒相似，但治疗

效果一直不理想。山羊伪结核病和传染性脓包疮，

这 2种病也是该县近 10 年内首次出现的疫病，表

现为传染性强、发病率高、死亡率低的特点，山羊伪

结核病主要临床表现为羊的头面部、下颌、腹股沟

等淋巴结处出现脓包，内含黄绿色干酪样物质，该

病在羔羊中少见，主要发生于 6 月龄以上的成年

羊，冬春季节多发，对青霉素等多种药物均敏感，传

染性脓包疮主要表现为羊的口唇部溃疡、结痂，2～

6月龄羔羊多见，冬春季节多发，危害性较大，但治

愈率也高，对青霉素等抗菌药物较敏感。

1.3 禽 病

主要流行鸡白痢、腹泻、产蛋鸡卵黄性腹膜炎、感

疫病

名称

牛病渊7个场冤 羊病渊3个场冤
犊牛腹泻

流行性

感冒
瘤胃迟缓 瘤胃酸中毒 其他 合计 山羊伪结核

传染性

脓疱疮
传染性眼炎 羔羊痢疾 其他 合计

发病场数/个 7 4 4 3 5 3 3 3 3 3
发病数/头 21 15 13 9 6 64 78 55 45 42 21 241
占比/% 32.8 23.4 20.3 14.1 9.4 32.4 22.8 18.7 17.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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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鸡球虫病以及初产蛋鸡脱肛等 6种疾病（表 4）。

危害较重的疫病：鸡白痢、鸡球虫病。

疫病流行新特点。城固县鸡场饲养管理水平整

体较高，防疫工作开展扎实，疫病控制效果较好，发

病率和病死率均较低。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1）防疫条件不达标的现象多见。防疫条件合格

证等证照不全或不按要求注册问题常见；养殖场选

址不合理现象突出，大部分养殖场选址不符合《饲

养场、养殖小区动物防疫条件》规定，特别是距居民

区和交通主干道近现象严重。究其原因：一是养殖

场从业人员法律法规意识不强，不按要求办理相关

生产经营资质证件。二是畜牧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

结果。城固县养殖业发展历史悠久，是农村经济发

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经济来源，《动物防疫法》于

2007年颁布，之前建立的养殖场必然存在不符合防

疫条件的情况。三是养殖场建设与防疫条件审查存

在错位现象，一般情况下，养殖场业主应该在符合

防疫条件的地点建场，或向防疫监管部门咨询确认

所选建场地点符合防疫条件后再建场，但实际上大

部分养殖场户先自行完成建场，然后申办《防疫条

件合格证》，一旦防疫条件不达标，就会造成不符合

防疫条件的养殖场“无证经营”现象。

2）疫病防控问题突出。有些养殖场户场区内混

养有其它动物，个别养殖场有随意丢弃动物胎衣或

直接饲喂猫犬的情况，个别养鸡场将未经腐熟发酵

的鸡粪直接销售，一些养殖场不能定期开展动物疫

病监测，疫病防控意识薄弱；部分养殖场对消毒工

作不够重视，缺乏动物疫病防控整体战略，动物及

其产品频繁流通也对动物疫病防控和畜产品安全

保障提出新挑战。

3）动物免疫存在诸多问题。虽然大部分养殖

场均有动物免疫程序，但免疫程序的合理性值得

商榷，一些养殖场户直接引用其他场的免疫程序，

但不同养殖场户疫病流行情况不同，未能真正做

到因病设防；个别养殖场重视免疫注射，却忽视免

疫效果，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免疫失败给疫病发生

留下隐患，应采取包括科学合理的动物疫病综合

防控策略。

4）生产和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如羊人工授精、

牛的科学化饲养管理等关键技术在牛羊养殖中应

用还较少，被调查的大部分牛羊养殖场门口都没有

消毒池等设施设备，养猪场和养鸡场的养殖设施化

程度相对较高，牛场和羊场相对较差。大部分场户

不按照要求建立养殖档案，从业人员也很少进行健

康检查，人畜互相感染和传播疫病的风险增加。

3 对策和建议

1）加强养殖场户监管，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动

物防疫法》对养殖场户监管、从业人员义务等都进

行了明确规定，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宣

传，强化养殖场户监管，重视从业人员培训，切实提

高从业人员法律法规意识，引导合法规范经营。

2）强化动物疫病监测、调查，因病设防，科学免

疫。各养殖场户要重视动物疫病监测、调查工作，准

确掌握疫病流行规律，科学制定动物免疫程序及疫

病防控综合策略，真正做到“因病设防，应防尽防”。

3）严把《防疫条件合格证》审查关，确保养殖场

选址科学，布局合理。特别是拟新建场的养殖从业

人员要严格按照《动物防疫条件》规定要求科学选

址建场，必要时可先报请防疫监管部门评估后再建

场，确保防疫条件达标，对动物疫病防控意义也十

分重大。

4）切实采取动物疫病防控综合措施，积极推行

疫病净化策略。综合运用防疫、检疫、消毒、无害化

处理、动物疫病净化、加强饲养管理等多项疫病防

控措施，才能更加有效地控制动物疫病。特别是对

于一些具备净化条件的疫病，要做好区域统筹净化

工作，总体目标是让疫病越来越少，直至消灭净化，

按照《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要求，要率先在有条件的种畜场和规模化养殖

场推行特定疫病净化工作，强化源头防治，提高动

物整体健康水平。

5）建立畜牧行业生产信息共享机制，确保科学

生产。进一步整合饲养管理、疫病防控、市场信息等

多种有利资源，为养殖行业生产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确保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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