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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县樱桃谷商品肉鸭免疫程序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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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避免樱桃谷商品肉鸭养殖单位因不重视免疫导致所养肉鸭发生疫病,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金湖

县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当地所发疫病的特点进行了调查与研究,制定出了符合地方特点的免疫程序,并对全县

的肉鸭养殖单位进行了免疫技术推广与普及,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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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由于大企业的巨额投资,加之地方政府为

发展畜牧业经济出台了较多的扶持政策来吸引投

资,导致一些地区的养殖业结构在较短时期内发生

较大改变。“公司+农户”、“公司+基地”等模式以

及各种优惠政策,促使很多“门外汉”进入了养殖业,
这些养殖者虽然在资金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养殖技

术、养殖经验等还很欠缺,因此,他们在养殖初期会

遇到很多养殖技术问题,尤以免疫技术问题最严重,
如果未实施免疫或免疫不到位,动物发病率和死亡

率将会大大升高,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2010年雨润集团在淮安市金湖县投资2.3亿

人民币兴建了福润禽业项目,计划建成后年宰杀樱

桃谷商品肉鸭3000万只。该项目已于2012年3
月正式投入生产。由于福润禽业投产后对肉鸭的需

求量非常大,从项目建设开始,金湖县政府就出台了

相关扶持政策,在全县大力发展樱桃谷商品肉鸭养

殖。在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下,肉鸭养殖基

地的建设工作迅速推进,全县养殖企业和养殖大户

迅猛增加,到2013年底已建设标准化肉鸭养殖基地

5个、养殖单位达62家、年饲养量达800万羽,有效

地推进了金湖县肉鸭产业的发展。但在发展初期,
由于许多投资樱桃谷商品肉鸭养殖的单位和个人之

前没有从事过樱桃谷商品肉鸭的养殖工作,对养殖

技术可谓一窍不通,因此在养殖初期许多养殖单位

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由未实施某种疫病的免疫或免

疫工作不到位等引起肉鸭发病死亡的情况,给养殖

单位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针对这一情况,金湖县迅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根据

所发疫病的特点进行调查与研究,制定出符合地方

特点的免疫程序,并对全县的肉鸭养殖单位进行了

免疫技术推广与普及,之后全县樱桃谷商品肉鸭没

有发生一起重大疫情,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现将主

要做法介绍如下,供同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选择广茂养殖有限公司、新河肉鸭有限公司及

金城肉鸭养殖场3家樱桃谷商品肉鸭养殖单位共计

6个批次近10万羽樱桃谷商品肉鸭作为免疫试验

对象。

1.2 接种疫苗

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重组禽流感

病毒灭活疫苗H5N1亚型RE-6株,南京天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鸭病毒性肝炎活疫苗(A66株)

和鸭瘟活疫苗,广东富康兽药原料贸易有限公司生

产的鸭传染性浆膜炎-大肠杆菌病二联灭活疫苗。

1.3 疫病调查

对3个樱桃谷商品肉鸭养殖场的疫病史进行

调查分析,同时对苗鸭的来源及源地种鸭的免疫

情况进行调查,并在鸭苗进场后对相应抗体进行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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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抗体检测

采用血凝与血凝抑制试验进行抗体检测。重点

测定各类疫苗免疫后抗体到达峰值及临界线的

时间。

1.5 免疫程序的制定

根据疫病调查和抗体检测结果制定免疫程序,

并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应用,调查应用效果。

2 结果与分析

2.1 推荐免疫程序

根据疫病调查和抗体检测结果制定的免疫程序

如表1所示。
表1 推荐免疫程序

日龄 疫苗种类 免疫方法 注射剂量/(mL/羽)

1~2 鸭病毒性肝炎活疫苗 颈部皮下注射 0.30~0.50
7 重组禽流感灭活疫苗 皮下或肌肉注射 0.50
10 鸭传染性浆膜炎-大肠杆菌病二联灭活疫苗 皮下或肌肉注射 0.50
15 鸭瘟活疫苗 腿肌注射 0.25

  按推荐免疫程序进行免疫后,3家鸭场的樱桃

谷商品肉鸭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没有发生相应的

疫病。表明推荐免疫程序适合金湖县樱桃谷商品肉

鸭养殖单位使用。

2.2 抗体检测结果

鸭病毒性肝炎活疫苗(A66株)免疫后2~3d
产生免疫保护力,免疫期可达40d以上。重组禽流

感病毒灭活疫苗 H5N1亚型RE-6株免疫后15d
产生免疫保护力,免疫期可达60d以上。鸭传染性

浆膜炎-大肠杆菌病二联灭活疫苗免疫后15d产

生免疫保护力、21d达到峰值,免疫期可达40d以

上。鸭瘟活疫苗免疫后3~4d产生免疫保护力,免
疫期可达45d以上。

3 讨 论

3.1 金湖县肉鸭免疫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不免或漏免。许多养鸭单位都是自己进行免

疫,免疫疫苗的种类、时间等各不相同。由于地方动

物防疫部门要求商品肉鸭强制免疫的疫苗仅限于禽

流感疫苗,且多数养鸭单位因考虑到疫苗费用问题,
加之认为自己的鸭场是新建的、樱桃谷商品肉鸭的

养殖周期较短,不可能发生疫病,就不进行免疫或仅

免疫禽流感疫苗。调查得知,某大型肉鸭养殖场就

是因为没有进行鸭病毒性肝炎的免疫预防,在肉鸭

10日龄左右暴发了鸭病毒性肝炎,死亡1万多羽,
不但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还给养殖场留下了

隐患。

2)无专业免疫人员。大多新建的肉鸭养殖场没

有聘用专业的免疫人员,许多鸭场老板因考虑到养

殖成本,就和工人一起进行免疫。由于这些人员都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基本的免疫知识,对免疫实

施过程中的技术细节不能落实到位,导致许多技术

问题的出现。

3)疫苗选择不当。许多养殖单位不调查疫苗生

产厂家的信誉及疫苗在当地使用的效果,只注重价

格,导致免疫效果不佳。

4)免疫对象没有针对性。有的养殖单位没有根

据本地区樱桃谷商品肉鸭疫病发生和流行的特点选

择疫苗,也没有根据苗鸭源地种鸭的免疫情况进行

免疫,而是一味地模仿同行,“别家不免疫,我就不免

疫;别家用哪几种疫苗,我就用哪几种”。通过调查,
目前大多种鸭场对种鸭的常见疫病都进行了免疫,
只是因各家免疫技术水平的高低导致免疫效果

不同。

3.2 影响免疫程序制定的因素分析

1)母源抗体。各鸭场在制定免疫程序前必须了

解所养苗鸭的母源抗体情况。大多数樱桃谷商品肉

鸭养殖单位养殖的苗鸭都是从种鸭场调运的,因此

对种鸭的免疫情况并不了解。有条件的鸭场,可通

过抗体检测确定相应抗体水平;不具备条件的,可通

过苗鸭供货单位提供的种鸭免疫程序来推断苗鸭的

母源抗体水平。对一些母源抗体水平较高的鸭病不

需要进行免疫。

2)疫苗特性。鸭场在制定免疫程序前必须注意

各种疫苗接种后产生有效抗体的时间以及保护

期限。

3)疫病特点。各鸭场在制定免疫程序前必须考

虑鸭场所在地疫病发生和流行的情况。通过对鸭场

周边地区疫病的调查及了解,选择本地曾发生过或

正在发生的疾病的相应疫苗进行免疫,未曾在本地

发生的疾病一般不用免疫,无需对所有的鸭病进行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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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场在制定免疫程序前,还要根据樱桃谷商品

肉鸭主要疫病的发病日龄和流行季节选择合适的免

疫时间,才能有效控制疫病。如鸭病毒性肝炎只发

生于雏鸭阶段,尤其是10日龄左右,因此对母源抗

体不明的雏鸭就要在2日龄内进行免疫。此外,疫
病的发生有一定的季节性,在春夏鸭病高发季节进

行免疫相对全面些,在秋冬季节可有选择地进行

免疫。

4)食品安全。许多疫苗都有一定的休药期,比
如鸭传染性浆膜炎-大肠杆菌病二联灭活疫苗及禽

流感灭活疫苗在鸭屠宰前28d内都应禁用。樱桃

谷商品肉鸭的生长期一般就40d左右,因此,要根

据生产特点来合理制定免疫程序。疫苗免疫后要经

过一定的时间才能产生免疫保护力,如果免疫时间

不对,一是没有价值,增加成本;二是影响食品安全。
比如对禽流感的免疫要提早,因为免疫15d后抗体

滴度才会达到4log2以上,如果免疫时间过迟,不但

有效保护时间太短,而且影响食品安全。

3.3 免疫程序制定的建议

1)以上免疫程序是根据金湖县近几年来樱桃谷

商品肉鸭的发病情况制定的,各养殖单位要根据自

家鸭场及周边鸭场的疫病流行情况和种鸭场的免疫

情况合理调整自己的免疫程序。免疫程序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各养殖场要做到心中有数,切忌盲目借用

他场的免疫程序。

2)樱桃谷商品肉鸭具有生长速度较快、饲料转

化率高、抗病能力强、瘦肉率高等特点,4周龄为生

长最快时段,饲料报酬最佳;5周龄以后日增重下

降,饲料报酬下降。从综合效益看,5周龄为最佳出

栏时间。樱桃谷商品肉鸭的养殖周期一般为36~
49d,36 日 龄 平 均 体 重 为 2.7kg,料 肉 比 为

2.0∶1.0;49 日 龄 活 重 为 3.3 kg,料 肉 比 为

2.2∶1.0。因此在制定免疫程序时,首先要考虑樱桃

谷商品肉鸭生产周期的特点。由于樱桃谷商品肉鸭

养殖周期较短,对推荐免疫疫苗只进行一次免疫就

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一般不需进行加强免疫。

3)樱桃谷商品肉鸭养殖场要对苗鸭来源进行有

效控制,应选择信誉和质量相对较好的苗鸭供应单

位,淘汰质量不稳定的苗鸭供应单位。千万不要一

味比较苗鸭价格、频繁更换苗鸭供货单位,这样不仅

不利于免疫制度的落实,还容易引进多种疫病。要

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一旦选择好苗鸭供货单位,
就尽量不要随便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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