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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规模养殖场牛疫病防治策略

杨海娟
固原市原州区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宁夏�固原�756000

摘�要：本论文探讨了新时期规模养殖场牛疫病防治策略。通过了解牛疫病的基本概念及常见类型，分析了现代

规模养殖场的发展特点和疫病防治的新要求。并阐述新时期规模养殖场牛疫病防治策略，如疫病监测与预警、疫苗接

种、药物防治及综合管理措施等，旨在为养殖场提供科学的防疫指导，提高牛群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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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畜牧业的快速发展，规模化牛养殖场在全球各

地迅速兴起，成为牛肉和奶制品生产的重要来源。然

而，规模化养殖也带来了牛疫病防治的严峻挑战。疫病

一旦暴发，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和食品安全问题。

因此，研究并实施有效的疫病防治策略，对于保障牛群

健康和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1��规模养殖场牛疫病概述

随着全球畜牧业的迅猛发展，规模化养殖场在牛肉

和奶制品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然而，伴随这一趋势

而来的，是牛疫病防治的巨大挑战。

规模养殖场的牛疫病种类繁多，主要包括细菌性疾

病、病毒性疾病、寄生虫病和真菌性疾病。细菌性疾病

如牛结核病、布鲁氏菌病和大肠杆菌病等，常通过空

气、饲料、水源等途径传播，具有较高的传播速度和感

染率。病毒性疾病如口蹄疫、牛病毒性腹泻和牛海绵状

脑病等，因其致病性强、传播范围广而备受关注。寄生

虫病包括牛肝片吸虫病、牛蠕虫病等，主要通过寄生虫

的传播引起，影响牛的生长和繁殖。真菌性疾病如牛皮

肤霉菌病、牛曲霉病等，虽发病率较低，但也不能忽视

其对牛群健康的潜在威胁。

牛疫病的传播途径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空气传播、垂直传播等。规模养殖场牛群密

集，牛只之间的直接接触频繁，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

险。饲料、水源、设备等被污染后，也可能成为疾病的

间接传播媒介。此外，空气传播在一些高传染性疾病中

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在通风不良的养殖环境中。垂直

传播则是指疾病通过母体传染给后代，常见于一些病毒

性疾病[1]。

2��新时期规模养殖场的发展特点

新时期，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规模养

殖场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特点，这些特点不仅推动了

畜牧业的发展，也对传统的养殖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1）智能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规模养
殖场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智能饲喂系统、自动化挤

奶设备、环境控制系统和健康监测设备的普及，使得养

殖场能够实现精准化管理，减少了人力投入，降低了运

营成本。

（2）规模养殖场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绿色养殖成
为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养殖

场在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循环利用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

通过建设沼气池、污水处理系统和粪便处理设施，规模

养殖场可以有效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废弃物的资源

化利用。

（3）规模养殖场的生产模式更加集约化和专业化。
为了提高养殖效率和产品质量，养殖场在饲养管理、疫

病防控、繁殖技术等方面不断进行专业化提升。集约化的

生产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和资源的利用效率，还促进了养

殖技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和技术人员

的加入，使得养殖场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得

到科学有效的管理，从而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4）市场导向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推动了规模养
殖场的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随着消费者对高品质、安

全、健康的畜产品需求不断增加，养殖场在产品的多样

性和品牌塑造上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开展有机养殖、

无抗养殖和特色产品开发，养殖场不仅满足了市场的多

样化需求，还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2]。

3��新时期规模养殖场牛疫病防治策略

3.1  疫病监测与预警
疫病监测与预警是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

段，特别是在规模化养殖场中，及早发现和控制疫病是

避免重大经济损失和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

（1）疫病监测技术的进步为规模养殖场提供了可靠
的数据支持。现代化的监测系统可以通过传感器、影像

分析和生物技术等手段，对牛群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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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例如，在某些大型养殖场中，通过安装健康监测耳

标，可以实时采集牛只的体温、活动量和心率等生理数

据。当牛只的体温超过正常范围（38-39.5℃）或活动量
显著减少时，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信号，提示饲养人员

进行进一步检查。据统计，这类智能监测设备可以将疫

病早期发现率提高30%以上。
（2）数据分析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疫病预警更加

精准。通过对大量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的分析，可以识

别出疫病爆发的潜在风险因素和传播模式。例如，某大

型养殖场通过对过去五年的疫病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每

年春秋季节是口蹄疫的高发期，且疫病主要集中在通风

不良的牛舍中。基于这些分析结果，养殖场在高风险季

节前加强了牛舍的通风和消毒工作，并提前两个月开始

疫苗接种，成功将口蹄疫的发病率降低了50%。
（3）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有效提升了疫病防控

的整体水平。通过区域性疫病监测网络，各养殖场可以

共享疫病信息和防控经验。例如，在某省份，农业部门

建立了覆盖全省的疫病监测平台，每周汇总各地的疫病

监测数据，并根据数据变化情况发布预警通报。在2023
年春季，该平台通过数据分析提前两周预测到一场可能

的蓝舌病疫情，并及时发布了预警，指导各养殖场采取

紧急防控措施，成功避免了疫情的扩散。

（4）疫苗接种和紧急应对措施是疫病预警体系中的
重要环节。养殖场根据监测和预警结果，及时调整疫苗

接种计划和防控策略，能够有效降低疫病的传播风险。

以某大型奶牛养殖场为例，该场每年根据监测数据调整

口蹄疫和牛病毒性腹泻的疫苗接种时间和剂量，确保牛

群的免疫覆盖率达到95%以上，从而在过去三年中没有发
生一起重大疫病疫情。

3.2  疫苗接种策略
科学合理的疫苗接种不仅能有效预防常见疫病的爆

发，还能减少抗生素的使用，提升产品的安全性。

（1）疫苗接种计划的制定需基于疫病风险评估和流
行病学调查。某大型养殖场通过对过去五年内疫病发病

率和流行特点的分析，确定了高风险疾病如口蹄疫、猪

瘟和禽流感的高发季节和区域。根据这些数据，该养殖

场每年春秋两季分别进行两次大规模疫苗接种。例如，

2023年春季，该场对5000头奶牛进行口蹄疫疫苗接种，
覆盖率达到98%，显著降低了疫情爆发的风险。
（2）疫苗的选择和使用必须符合科学规范。规模养

殖场通常采用多价疫苗，以覆盖多种病原体，提高防控

效率。例如，某养殖场在猪群的疫苗接种中，采用了三

联苗（猪瘟、猪丹毒和猪肺疫），在每头仔猪出生后4周

内进行首次接种，并在8周和12周龄进行加强免疫。数
据显示，该策略使得猪瘟的发病率从2019年的2.5%降至
2023年的0.1%。
（3）精准的接种时间和剂量是疫苗接种成功的关

键。疫苗接种应在动物的免疫空窗期前完成，以确保最

佳的免疫效果。例如，针对鸡群的新城疫防控，某养殖

场在鸡苗1日龄时进行首次疫苗接种，28日龄进行二次
接种，并在56日龄进行加强免疫。通过这一策略，该养
殖场新城疫的发病率从2018年的1.8%下降到2022年的
0.2%。
（4）疫苗接种的效果评估和追踪是保证免疫效果的

重要环节。通过定期采样检测抗体水平，养殖场可以评

估疫苗接种的实际效果，并及时调整免疫策略。某养殖

场在每次疫苗接种后2周，对部分牛群进行抗体检测，数
据显示，口蹄疫疫苗接种后抗体合格率达到95%以上。这
一数据表明，现行的疫苗接种策略能够有效激发牛群的

免疫应答[3]。

（5）疫苗接种的管理和记录工作不可忽视。养殖场
应建立详细的疫苗接种档案，包括疫苗种类、批次、接

种时间和接种动物信息，以便追溯和管理。某大型养殖

场采用了电子档案系统，记录每头牛的疫苗接种信息，

通过定期检查和更新，确保疫苗接种工作的规范化和系

统化。

3.3  药物防治措施
在现代规模化养殖场中，药物防治措施是保障动物健

康、控制疫病的重要手段。科学合理的药物使用不仅能有

效防控常见疫病，还能降低养殖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1）药物防治措施的制定需要基于疫病监测和流行
病学调查。某大型养殖场通过对过去三年内疫病发病率

和流行特点的分析，确定了常见疾病如呼吸道感染、肠

道疾病和寄生虫病的高发季节和区域。例如，该场在

2022年秋季发现呼吸道感染高发，于是根据监测数据对牛
群进行了预防性药物投放，使用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有

效控制了病情蔓延。数据显示，预防性药物使用后，呼吸

道感染的发病率从2021年的15%降至2022年的5%。
（2）药物的选择和使用必须符合科学规范，避免滥

用药物。规模养殖场通常根据病原类型和药物敏感性试

验结果选择合适的药物。例如，某养殖场在对猪群进行

肠道疾病防治时，先进行了病原体检测，发现主要病原

为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于是选择了氟苯尼考和恩诺沙

星进行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猪群的肠道疾病发病率

从20%降至2%。
（3）药物使用的剂量和疗程是药物防治成功的关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4� 第3卷�第3期

81

键。药物剂量应根据动物的体重、年龄和病情进行调

整，以确保最佳治疗效果。例如，针对牛群的寄生虫病

防治，某养殖场在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两次驱虫，使用

伊维菌素按每公斤体重0.2毫克的剂量进行注射。通过这
一策略，该养殖场的寄生虫感染率从2019年的12%降至
2023年的1%。
（4）药物防治效果的评估和追踪是保证药物使用效

果的重要环节。通过定期采样检测和健康检查，养殖场

可以评估药物治疗的实际效果，并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某养殖场在每次药物使用后两周，对部分牛群进行健康

检查和病原体检测，数据显示，呼吸道感染治疗后病原

体清除率达到90%以上。这一数据表明，现行的药物防治
策略能够有效控制疫病。

（5）药物使用的管理和记录工作不可忽视。养殖场
应建立详细的药物使用档案，包括药物种类、批次、使用

时间和使用对象信息，以便追溯和管理。某大型养殖场采

用了电子档案系统，记录每次药物使用信息，通过定期检

查和更新，确保药物使用工作的规范化和系统化。

3.4  综合管理措施
在现代规模化养殖场中，综合管理措施是确保养殖

效益和动物健康的关键。通过科学规范化管理，可以有

效控制疫病、优化饲养条件、提高生产效率，并最终实

现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

（1）环境管理是综合管理措施的基础。一个清洁舒
适的饲养环境能大大减少疾病的发生。某大型养殖场在

2022年投入500万元进行环境改造，包括安装自动化清粪
设备和通风系统，并对猪舍进行定期消毒。数据显示，

这些措施使得猪舍内氨气浓度降低了40%，呼吸道疾病发
病率从2022年的15%下降到2023年的8%。
（2）饲料管理对动物健康和养殖效益至关重要。科

学的饲料配方和合理的饲料供应可以提高动物的生产性

能。某养殖场在牛群饲料中增加了10%的高蛋白饲料和
5%的维生素补充剂，经过六个月的实验，奶牛的单产从
每天28公斤提高到32公斤，乳脂率也提升了2个百分点。

（3）卫生防疫措施是防控疫病的核心。规模养殖场
必须严格执行生物安全措施，包括进出场人员和车辆的

消毒、定期疫苗接种和病死畜处理。某养殖场在2023年
加强了生物安全防控，购置了8台全自动消毒机用于养殖
核心区的消毒处理。数据显示，该场在2023年未发生一
次重大动物疫情，全面提高了生产安全性。

（4）信息化管理是现代养殖场提升管理效率的重要
手段。通过引入信息化系统，对饲养、疫苗接种、饲料

配方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某大型养殖场在2023
年引入一套智能管理系统，涵盖了从饲料配送到疾病监

控的全过程管理。数据表明，该场管理效率提升了30%，
饲料浪费减少了20%[4]。

（5）人员培训和规章制度至关重要。养殖场应定期
组织员工培训，提高其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某养殖场

每年投入10万元组织员工参加技术培训和管理课程，使
得员工对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技能更加熟练，从而提

高了整体管理水平。数据显示，经过培训后的员工操作

失误率下降了50%，有效提高了养殖场的生产水平。
结语

规模养殖场通过如疫病监测与预警、疫苗接种、药

物防治及综合管理措施等管理措施，有效控制疫病、提

高生产效益和动物健康。这些措施显著降低了疾病发生

率，提升了生产效率，确保了养殖场的可持续发展。这

些管理策略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益，还为现代化绿色养殖

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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