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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兽医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与措施

唐小辉
茅竹镇人民政府 湖南 祁阳 426100

摘� 要：本文探讨了畜牧兽医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与措施。通过分析气候变化对畜牧兽医行业的影响，提出

了提高抗热能力、灌溉和水资源管理、多样化饲料策略、预防和控制疾病以及收集气候数据和科学研究等适应策略。

同时，针对寒潮暴雪等极端天气，提出了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和物资储备、及时准确掌握和上报受灾情

况、抓好畜禽保暖防冻和饲养管理、强化动物疫病防控以及加强灾后投入品调运和畜产品销售等具体措施。这些策略

与措施的实施有助于畜牧兽医行业适应气候变化，保障畜牧业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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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对

各行各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畜牧兽医行业作为与自

然环境紧密相关的领域，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气候变化不仅影响畜禽的生长环境和健康状况，还直接

关系到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进而影响畜牧业的经济效

益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探讨畜牧兽医行业应对气候变

化的策略与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2 气候变化对畜牧兽医行业的影响

2.1  温度升高
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环境会使畜禽遭受热应激。例

如，在高温条件下，畜禽的呼吸频率加快，心跳加速，

以试图通过增加散热来维持体温平衡。这不仅增加了

畜禽的能量消耗，还可能导致其采食量和饮水量下降。

研究表明，当环境温度超过畜禽的舒适范围时，每升高

1℃，畜禽的采食量可能会下降3%—5%。高温还会影
响畜禽的繁殖性能。对于公畜来说，高温可能导致精子

活力下降、数量减少，影响配种成功率；对于母畜，高

温可能干扰其发情周期，降低受孕率，甚至导致流产。

高温环境有利于某些病原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例如，

细菌在高温高湿条件下繁殖速度加快，增加了畜禽感染

疾病的风险。同时，高温还可能削弱畜禽的免疫系统功

能，使其对疾病的抵抗力降低。例如，在高温季节，畜

禽更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等。

2.2  降水变化
降水不足或持续的干旱条件会导致草原植被退化，

牧草产量和质量下降。这对于以放牧为主的畜牧业来

说，将直接影响畜禽的饲料供应。例如，在干旱年份，

草原上的牧草生长稀疏，营养成分含量降低，无法满足

畜禽的生长需求。降水分布不均也会导致区域水资源短

缺。在畜牧区，水资源的短缺将限制畜禽的饮水和清洁

用水，影响其健康状况和生产性能。例如，在一些干旱

地区，由于水资源匮乏，畜禽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饮

水，导致脱水、生产性能下降等问题[1]。降水过多可能

引发洪涝灾害，对畜牧业的生态环境和动物健康造成威

胁。洪水可能冲毁畜禽圈舍，造成畜禽伤亡和财产损

失。同时，洪水还可能带来大量的病原体和污染物，污

染畜禽的饮水和饲料，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

2.3  极端天气事件
极端天气事件（如暴雨、干旱、台风等）的频率和

强度逐渐增加，对畜牧业造成的直接损失包括动物伤

亡、饲料和农作物减产等。例如，在台风来袭时，畜禽

圈舍可能被摧毁，畜禽可能被淹死或压死；在干旱年

份，农作物减产将导致饲料原料供应不足，价格上涨，

增加畜牧业的生产成本。极端天气事件还会对畜牧业的

饲养环境造成恶化。例如，暴雨可能导致畜禽圈舍潮

湿、泥泞，增加畜禽患病的风险；干旱可能导致草原植

被稀疏，减少畜禽的活动空间，影响其生长和发育。此

外，极端天气事件还可能影响畜禽的运输和销售，导致

市场供需失衡，价格波动。

3 畜牧兽医行业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

3.1  提高畜牧业的抗热能力
合理调整饲喂时间，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饲喂。例

如，在夏季高温时，可以将饲喂时间调整到早晨和傍晚

气温较低的时候，以减少畜禽的热应激。加强畜禽圈舍

的通风和降温设施。可以采用风扇、喷雾降温系统等方

式，降低圈舍内的温度，提高畜禽的舒适度。例如，在

大型养殖场中，可以安装大型风扇和喷雾设备，通过增

加空气流动和水分蒸发来降低圈舍温度。通过遗传育种

手段，选育出具有耐高温特性的畜禽品种。这些品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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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环境下能够更好地适应和生长，减少热应激对其生

产性能的影响[2]。例如，一些耐热性强的猪品种在高温

季节的采食量和生长速度都优于普通品种。设计合理的

栏舍结构，提高栏舍的隔热性能和通风效果。例如，可

以采用隔热材料建造栏舍墙体和屋顶，减少外界热量向

栏舍内传导；设置合理的通风口和通风道，促进空气流

通，降低栏舍内温度。

3.2  灌溉和水资源管理
在降水不足的地区，合理利用灌溉技术来提供饲草

和饮水资源。例如，可以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

术，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滴灌可以将水分直接输送

到植物根部，减少水分蒸发和渗漏损失；喷灌可以均匀

地喷洒水分，满足草原植被的生长需求。建立水资源管

理制度，加强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例如，可以修建蓄

水池、水窖等蓄水设施，收集和储存雨水、雪水等自然

降水，以备干旱时期使用。同时，要加强对畜禽圈舍用

水的管理，避免浪费和污染。

3.3  多样化饲料策略
在干旱地区，可以种植一些耐干旱的饲料作物，如

苜蓿、高粱等。这些作物具有较强的抗旱能力，能够在

干旱条件下生长和繁殖，为畜禽提供稳定的饲料来源。

例如，苜蓿是一种优质的牧草，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适合作为畜禽的饲料。在有灌溉条

件的地区，可以通过灌溉饲料牧草来提高其产量和质

量。例如，在草原退化严重的地区，可以通过灌溉促进

草原植被的恢复和生长，提高牧草的产量和营养价值。

3.4  预防和控制疾病
建立完善的疾病监测体系，定期对畜禽进行健康检

查和疫病监测。例如，可以定期对畜禽进行采血、采样

等检测工作，及时发现和诊断疾病。同时，要加强对畜

禽圈舍、运输车辆等环境的监测和消毒工作，防止病原

体的传播和扩散。通过合理的饲养管理、营养补充和疫

苗接种等措施，提高畜禽的免疫力。例如，可以给畜禽

提供充足的营养，包括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以

满足其生长和发育的需求；按照免疫程序给畜禽接种疫

苗，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3.5  收集气候数据和科学研究
建立气象站网络，收集气温、降水和极端天气事件

等数据。这些数据可以为畜牧兽医行业提供科学依据，

帮助其了解气候变化的趋势和规律，制定相应的应对策

略。例如，通过气象站网络收集的数据，可以分析出不

同地区的气候特点和变化趋势，为畜禽的饲养管理和疾

病防控提供指导。加强对气候变化对畜牧兽医行业影响

的研究，探索适应气候变化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例如，

可以研究不同畜禽品种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差异，选育

出更适应气候变化的畜禽品种；研究气候变化对畜禽疾

病传播的影响机制，制定更有效的疾病防控措施。

4 畜牧兽医行业应对极端天气的具体措施

4.1  寒潮暴雪天气的应对措施
4.1.1  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应对
各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中央气象台和地

方气象台的极端寒潮和雨雪天气预报，掌握灾害天气开始

时间、影响范围以及影响程度等，做好预测预警及应对工

作。例如，可以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及时向

养殖场（户）等生产经营主体通报灾害天气信息，提醒其

做好防灾准备工作。加强防灾减灾指导服务，加大防灾减

灾、救灾避险知识的普及，增强生产经营主体防灾减灾意

识。例如，可以组织专家深入养殖场（户）进行现场指

导，帮助其制定防灾减灾预案和措施。

4.1.2  强化隐患排查和物资储备
气象条件发生变动时，及时对畜禽圈舍和水、电等

基础设施设备进行全面巡查，重点排查存在隐患的老旧

棚舍。例如，要检查圈舍的墙体、屋顶是否牢固，门窗

是否密封良好等。及时转移畜禽，开展加固除险，防止

发生坍塌事故。及时清理积雪，减少畜禽棚舍承重，防

止被暴雪压塌造成人畜伤害。例如，可以采用扫雪机、

铲雪车等设备及时清理圈舍屋顶和周边的积雪[3]。因灾损

毁圈舍一时难以修复的，要就地取材，采用树杈、玉米

秸秆、薄膜等材料，修建简易圈舍。同时，要加强饲草

料、取暖燃料、兽药疫苗、消毒药品和设备、抢险工具

等应急物资储备，防止因道路损坏、运输中断等导致物

资短缺。

4.1.3  及时准确掌握和上报受灾情况
灾害发生后，地方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及时了解灾

情，利用网络通讯、视频等多种方式开展调查和技术指

导。例如，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了解养殖场（户）

的受灾情况，提供远程技术指导。视情况决定是否赶赴

现场开展救灾工作。灾情调查内容包括圈舍倒塌数量、

畜禽死亡、饲草料损失以及设施设备损坏情况等。根据

相关规定和标准，对灾情进行估算和核实，并通过“畜

牧业灾情上报系统”规范填写灾情信息，包括受灾区

域、畜种、圈舍损毁、畜禽伤亡及无害化处理情况等。

4.1.4  抓好畜禽保暖防冻和饲养管理
及时添置防寒保暖设施设备，合理采取圈舍密闭措

施，做好畜禽保暖越冬。例如，牛羊舍和开放式的猪禽

舍要挂好草帘或盖上塑料薄膜等，以提高舍内温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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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在白天气温较高时段开展畜禽舍通风换气，保持

舍内空气新鲜，防止呼吸道疾病发生。在保障饲料营养

全面的前提下，应在畜禽日粮中适量添加能量饲料（如

玉米、油脂等），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0%左右，以保
证能量消耗，提高畜禽自身御寒能力。也可适当添加一

些多维、电解质等抗应激剂及免疫增强剂，减少应激反

应。饲料饲喂前应仔细检查，不用霉变饲料饲喂畜禽，

防止中毒。注意饮水卫生，尽量给畜禽提供温水，避免

因饮用雪水造成传染性肠胃炎等消化道疾病和孕畜流

产。例如，可以安装加热设备对畜禽饮水进行加热，或

者将雪水融化后煮沸冷却至适宜温度后再给畜禽饮用。

4.1.5  强化动物疫病防控
养殖场要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定期进行畜

禽、养殖场所、周围环境消毒灭源，严防动物疫病传入

和传播。例如，可以采用喷雾消毒、熏蒸消毒等方式

对圈舍、运输车辆等进行消毒。要做好畜禽基础免疫，

密切关注疫情动态，及时进行补免和加强免疫。例如，

要按照免疫程序给畜禽接种口蹄疫、禽流感等疫苗，并

定期进行抗体检测，对抗体水平不足的畜禽及时进行补

免 [4]。要加强临床巡查，一旦发生重大动物疫病，及时向

属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并严格落实扑杀、无害化处理

等措施，严防疫情扩散蔓延。例如，发现疑似疫病的畜

禽时，要立即进行隔离观察，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进行

处理。

4.1.6  加强灾后投入品调运和畜产品销售
针对灾后可能出现的饲草料等投入品、出栏畜禽、

生鲜畜禽产品等调运困难的问题，及时发布供求和价格

信息，畅通运输和销售渠道。例如，可以通过网络平

台、信息发布栏等方式发布饲草料供应信息、畜禽销售

信息等，促进供需双方的信息交流。积极协调交通运输

部门，优先保证饲草料、兽药、生鲜畜禽产品、种畜

禽、仔畜雏禽等物流畅通，维护畜牧业正常生产秩序，

保证市场有效供应。例如，在灾后恢复生产阶段，可以

协调交通运输部门开通绿色通道，保障畜牧业生产物资

的运输畅通。

4.2  高温干旱天气的应对措施
在高温干旱天气下，要合理调整饲喂时间和饲喂

量。例如，可以将饲喂时间调整到早晨和傍晚气温较低

的时候，减少中午高温时段的饲喂量。同时，要增加畜

禽的饮水次数和饮水量，确保其体内水分充足。加强圈

舍的通风和降温措施。可以采用风扇、湿帘降温系统等

方式降低圈舍内温度。例如，在大型养殖场中，可以安

装大型风扇和湿帘设备，通过增加空气流动和水分蒸发

来降低圈舍温度。在干旱地区，要积极寻找和开辟新的

饲料来源。例如，可以种植一些耐干旱的饲料作物，如

苜蓿、高粱等；或者利用农作物秸秆、青贮饲料等替代

部分精饲料。加强水资源的节约和管理。例如，可以修建

蓄水池、水窖等蓄水设施，收集和储存雨水、雪水等自然

降水；加强对畜禽圈舍用水的管理，避免浪费和污染。

结语

气候变化对畜牧兽医行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

响，包括温度升高、降水变化以及极端天气事件等。为

了应对这些挑战，畜牧兽医行业需要采取一系列的策略

与措施。在应对策略方面，提高畜牧业的抗热能力、灌

溉和水资源管理、多样化饲料策略、预防和控制疾病以

及收集气候数据和科学研究等都是有效的手段。在应对

极端天气的具体措施方面，针对寒潮暴雪天气和高温干

旱天气等不同情况，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畜禽的

安全和健康。然而，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畜牧兽

医行业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更多的应对策略与措施，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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