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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畜牧养殖中动物常见疾病的发生与防治分析

宁雅婷
盐池县花马池镇畜牧兽医站 宁夏 吴忠 751500

摘� 要：畜牧养殖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健康发展直接关系到动物健康、人类食品安全、生态平衡以

及经济效益。基于此，本文简要介绍了畜牧养殖中动物常见疾病防治的重要性，分析了畜牧养殖中动物常见疾病的发

生，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措施，以有效减少动物疾病的发生，提高畜牧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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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动物疾病问题日益凸

显，成为制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动物常见疾

病不仅影响动物的生长和健康，降低养殖效益，还可能

通过食物链传播给人类，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深

入分析畜牧养殖中动物常见疾病的发生原因，并探讨有

效的防治措施，对于保障动物健康、维护人类健康、促

进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畜牧养殖中动物常见疾病防治的重要性

畜牧养殖作为农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

关系到人们的日常饮食需求，还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柱。但是，在畜牧养殖的过程中，动物常常会受到各

种疾病的侵袭，这些疾病不仅影响动物的生长与健康，

还可能导致养殖效益的下降，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潜在

威胁。因此，动物常见疾病的防治工作在畜牧养殖中具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第一，在畜牧养殖中，动物是生产

的核心，它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决定了养殖效益和产品质

量，一旦动物患上疾病，不仅会导致其生长速度放缓、

体重下降，还可能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症状，严

重影响其生产性能。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疾病还可能导

致动物死亡，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第二，动

物疾病不仅影响动物本身，还可能通过食物链传播给人

类，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例如，一些动物疾病可能导致

畜产品携带病毒或细菌，如果人类食用这些未经充分处

理的畜产品，就可能感染疾病，对身体健康造成威胁。

第三，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和质量的日益关注，畜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也越来越依赖于其品质和安全性，而加

强动物疾病的防治工作，能够减少畜产品中的病原体残

留，提高产品的卫生质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

这也能够提升畜牧养殖业的形象和声誉，增强其在市场

上的竞争力。第四，动物疾病可能导致大量动物死亡，

如果这些动物尸体处理不当，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并

且一些动物疾病还可能影响野生动物种群，破坏生态平

衡。因此，通过防治动物疾病，可以保护野生动物资

源，维护生态平衡。

2 畜牧养殖中动物常见疾病的发生

2.1  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在畜牧养殖中，消化道疾病的发生是一种常见且需

引起高度重视的健康问题，这些疾病如腹泻、消化不良

等，不仅影响动物的生长速度和生产效率，严重时甚

至可能导致动物死亡，给养殖户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

而消化道疾病的发生往往与饲料不当、环境卫生差等因

素密切相关。一方面，饲料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动物的营

养摄入和健康状况，如果饲料中含有过多的杂质、霉变

物质或营养成分不均衡，都可能对动物的消化系统造成

损害。比如，霉变的饲料中可能含有黄曲霉素等有毒物

质，这些物质会破坏动物的肠道黏膜，导致腹泻和消化

不良等症状的出现[1]。此外，饲料中营养成分的不均衡也

可能导致动物的消化系统功能紊乱，比如缺乏某些必需

的营养素或维生素，会使动物的消化能力下降，从而引

发一系列消化道疾病。另一方面，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

直接影响着动物的健康，如果圈舍内卫生条件恶劣，存

在大量的粪便、污水和垃圾等污染源，这些污染物中可

能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病原体，这些病原

体在环境中滋生和传播，很容易感染到动物，导致消化

道疾病的发生。并且，如果养殖场的通风不良、湿度过

高或温度过低等环境因素不佳，也会对动物的消化系统

造成不良影响，增加消化道疾病的发生风险。

2.2  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在畜牧养殖中，呼吸道疾病是另一类常见且影响深

远的健康问题，这些疾病如感冒、肺炎等，不仅影响动

物的生长和生产性能，还可能对动物的生命安全构成

威胁。其中，气候变化是导致呼吸道疾病发生的重要因

素之一，动物的呼吸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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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气温的骤变和湿度的变化。在寒冷的季节，低温

会使动物呼吸道黏膜的抵抗力降低，容易受到细菌和病

毒的侵袭，从而引发感冒等呼吸道疾病；而在炎热的季

节，高温高湿的环境会使动物呼吸困难，增加呼吸道疾

病的发病风险；同时，季节交替时气温的波动也会导致

动物呼吸道疾病的频繁发生。另外，在畜牧养殖中，为

了提高生产效益，往往会在有限的空间内饲养大量的动

物。然而，饲养密度过大会导致动物之间的空气流通不

畅，使得空气中的细菌、病毒等病原体易于传播，并且

动物之间的接触也会增加疾病传播的机会，特别是在一

些群居性动物中，如猪、鸡等，呼吸道疾病的传播速度

更快，影响范围更广。最后，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不仅会

影响动物的健康和生产性能，还可能对人类的健康造成

潜在威胁，一些动物呼吸道疾病的病原体可以通过空气

传播或接触传播给人类，引发人类呼吸道疾病的发生。

2.3  寄生虫病的发生
寄生虫病则是由各种寄生虫如蛔虫、跳蚤等引起

的，这些寄生虫会吸取动物体内的营养，导致动物生长

迟缓、营养不良[2]。首先，蛔虫是一种常见的肠道寄生

虫，它们寄生在动物的肠道内，通过吸取肠道内的营养

为生，蛔虫的存在会破坏动物的肠道环境，影响营养的

吸收，导致动物生长缓慢、体质下降；而跳蚤则是一种

体表寄生虫，它们寄生在动物的毛发中，通过吸取动物

的血液为生，跳蚤的叮咬不仅会引起动物的皮肤瘙痒和

不适，还可能传播其他疾病。其次，寄生虫病的发生与

多种因素密切相关，例如，饲养环境的卫生状况是影响

寄生虫病发生的重要因素，如果饲养环境脏乱差，存在

大量的粪便、垃圾等污物，这些污物会成为寄生虫的滋

生地。同时，动物的饲养管理也是影响寄生虫病发生的

重要因素，如果饲养密度过大，动物之间的接触频繁，

寄生虫的传播速度会加快。

3 畜牧养殖中动物常见疾病的防治

3.1  加强饲养管理
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动物疾病的防治是确保养殖业

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环节。其中，加强饲养管理无疑

是预防动物疾病的基础和关键，饲养管理涉及多个方

面，从饲料的选择、环境的维护到饲养密度的控制，都

需要养殖户精心策划和执行。（1）饲料是动物生长的
基础，其质量和安全性直接影响到动物的健康状况。因

此，养殖户在选择饲料时，应确保饲料新鲜、无霉变，

并避免使用过期饲料，霉变的饲料中可能含有有害物

质，如黄曲霉素，这些物质会损害动物的消化系统，甚

至引发中毒。同时，饲料的营养成分应均衡，以满足动

物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通过科学的饲料配方，可

以提高动物的免疫力，减少疾病的发生。（2）一个干
净、整洁的养殖环境可以有效减少病原体的滋生和传

播，所以养殖户应定期清理圈舍，清除粪便、垃圾等污

物，保持环境的清洁，还应定期对养殖器具进行消毒，

以杀灭潜在的病原体。此外，良好的通风可以减少空气

中的病原体浓度，降低呼吸道疾病的发生风险；适宜的

湿度则有助于维持动物的体温和皮肤健康。（3）过高的
饲养密度会导致动物之间的空间不足，增加相互接触和

摩擦的机会，从而加速病原体的传播。因此，养殖户应

根据养殖场的实际情况和动物的生长需求，合理控制饲

养密度；还应注意动物的分布和排列，避免动物之间的

拥挤和压迫。（4）除了上述措施外，加强饲养管理还包
括对动物的日常观察和健康监测，养殖户应定期观察动

物的精神状态、食欲、排便等情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

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对于疑似患病的动物，应及时

进行隔离和治疗，防止疾病的扩散和传染。

3.2  提高动物免疫力
在畜牧养殖中，提高动物的免疫力是预防疾病的重

要手段，免疫力是动物身体抵御外界病原体入侵的重要

防线，只有拥有强大的免疫力，动物才能有效抵抗各种

疾病的侵袭。首先，接种疫苗是提高动物免疫力的重要

途径，疫苗可以激发动物体内的免疫系统，使其产生特

异性抗体，从而预防特定病原体的感染。养殖户应根据

动物的种类、年龄和养殖环境等因素，制定合理的疫苗

接种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接种[3]。其次，添加营养补充

剂也是提高动物免疫力的有效手段，营养补充剂可以为

动物提供所需的营养物质，增强动物的体质和抵抗力。

例如，添加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元素可以提高动物的

免疫力，增强其抵抗病原体的能力。但是，在添加营养

补充剂时，要注意适量使用，避免过量或不足对动物造

成不良影响。最后，关注动物的营养需求也是提高免疫

力的关键，动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各种营养物质来维持

身体健康，如果营养不足或失衡，就会导致动物免疫力

下降，容易感染疾病。所以，养殖户应了解动物的营养需

求，合理搭配饲料，确保动物获得充足的营养物质。

3.3  加强疾病监测和预警
在畜牧养殖中，加强疾病监测和预警是确保动物健

康、防止疾病扩散的关键环节，及时发现和处理动物疾

病，不仅可以减少经济损失，还可以避免疫情对社会

和人类健康造成潜在威胁。第一，养殖户应定期对动物

进行健康检查，这包括对动物的食欲、精神状态、排泄

物等进行细致观察，以及进行体温测量、血液检测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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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检查。通过这些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动物的异常情

况，如食欲不振、精神萎靡、排泄物异常等，从而及时

采取措施进行处理。第二，加强动物疫病的监测和预警

工作至关重要，养殖户应密切关注国内外动物疫病的流

行趋势，了解并掌握各种疫病的防控知识；同时，应建

立完善的疫病监测体系，定期对动物进行疫病检测，及

时发现并报告疫情；此外，还应加强与当地兽医、动物

疫病防控机构等的沟通与合作，共享疫情信息，共同应

对疫病挑战。第三，在疾病监测和预警过程中，养殖户

还应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例如，可以利用现代生物技

术手段，如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对动物进行快速、

准确的疫病检测；也可以借助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

技术手段，对疫病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预测疫病

发生的风险和趋势，为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第四，

养殖户还应建立应急预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应

急预案应包括疫情报告、隔离处理、消毒措施、紧急疫

苗接种等方面的内容。当发现疫情时，应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的扩散和传播。

3.4  合理使用药物
在畜牧养殖中，药物的使用是治疗动物疾病的重要

手段，但药物的合理使用同样至关重要，不合理的药物

使用不仅可能导致疾病治疗效果不佳，还可能引发药

物残留、动物健康受损甚至对人类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1）养殖户应根据动物的病情和病因，选择合适的药
物进行治疗，这需要养殖户具备一定的兽医知识，能够

初步判断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在选择药物时，应优

先考虑药物的疗效、安全性以及副作用，对于严重或复

杂的疾病，应及时请教兽医，获取专业的治疗建议[4]。

（2）不同药物有不同的用药方法和剂量要求，过量使
用或不足都可能影响治疗效果，因此，养殖户在使用药

物前，应仔细阅读药物说明书，了解药物的用药方法、

剂量、用药频率以及注意事项；在使用过程中，应严格

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操作，避免随意增减剂量或改变

用药方式。（3）养殖户还应关注药物的副作用和残留
问题，许多药物在使用过程中会对动物产生一定的副作

用，如胃肠道不适、过敏反应等，所以在使用药物时，

应注意观察动物的反应，如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停药并

请教兽医。另外，在使用药物时，应尽量选择残留期

短、安全性高的药物，并在规定的停药期内停止用药，

确保动物产品的安全和质量。（4）除了上述注意事项
外，养殖户还应加强药物管理，避免药物滥用和误用，

药物应存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

和高温；并定期清理过期药物和不合格药物，确保药物

的质量和有效性。

结语

综上所述，畜牧养殖中动物常见疾病的防治工作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养殖户、政府部门以及科

研机构等多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饲养管理、改善环境

卫生、定期疫苗接种等措施的实施，我们可以有效减少

动物疾病的发生，保障动物的健康和养殖效益。同时，

这也有助于提升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增强畜牧养殖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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