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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形势下的嘉陵动物疫病防控的思考

费良华

通过大量调研及工作经验，笔者对嘉陵区新形势下动物疫病防控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对提高动物

疫防控成效给予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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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区是现代畜牧重点县，也是生猪调出大县，以

生猪为主的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达50%以上。畜

牧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是动物疫病风险，其防控效

果决定着畜牧健康发展，更是影响生猪产能调控成败的

关键。得益于动物疫病防控卓有成效，未发生一起区域

性重大动物疫情，嘉陵畜牧业发展持续稳健，2020年出

栏生猪55.0221万头。但我们也意识到，在洲猪瘟持续威

胁、病原复杂多变、生产减抗甚至禁抗等新形势下，对

我区动物疫病防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应寻求方法破

解这些挑战，提升动物疫病防控效果，助推我区畜牧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

1 嘉陵动物疫病防控的现状

嘉陵区是现代畜牧重点县，全区辖23个乡镇（街道

办），8个乡镇畜牧兽医服务站，23个乡镇畜牧兽医服务

点，乡镇畜牧工作在编人员135人。2020年，全区生猪饲

养户20081户，50头以下的散户18606户，占比92%；全区

春秋两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工作累计免疫生猪76.06

万头、羊2.8万头、牛2.12万头、家禽鸡478.26万羽、犬只

1.4万只,牲畜口蹄疫、小反刍兽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猪

瘟等应免密度均达到100%，免疫抗体合格率均在80%以

上，全区未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

2 嘉陵动物疫病防控面临的困惑

防控需求与保障能力的矛盾

动物疫情监测、防疫物质储备、检疫设备配备、疫

情处置、名师培训指导等需要大量的资金，先进的实验

检测设备能提高检测准确率，而嘉陵曾是国家级贫困

县，特别在经过扶贫攻坚后，财政日趋渐紧，2020年各

类防疫资金仅143余万，除猪口蹄疫、猪瘟、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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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等疫苗由政府免费提供外，对于猪蓝耳、猪链球菌

病、伪狂犬、鸡新城疫、布病等疫病防控、检测设备升

级更新等根本无法给予资金支持，特别是乡镇检测设备

简陋，致使检测及防控水平大打折扣。

防控素质与队伍建设的矛盾

我区动物疫控涉及面广、散户多、工作量大，同

时，病原微生物变异快、分型多、混合感染等因素，防

控难度不断加大，防控技术要求越来越高，而由于体制

原因，乡镇防控队伍相当部分是子承父业或学徒出身，

年龄老化、文化水平不高，有的是非本专业的大学生

村官转岗而来，专业技能不熟，对疫病防控难以做到有

效应对；部分人员被抽调到其他单位造成占编而无人做

事；而村级防疫员由于待遇较低，没有工作激情，免疫

质量难以保证。

疫病复杂与应对能力的矛盾

当前，动物病原微生物呈现复杂多变特点：一是毒

株分型多，如非洲猪瘟、口蹄疫、链球菌、禽流感等均

有多个血清型，现有疫苗不可能对所有的分型有效；二

是变异快，如非洲猪瘟、蓝耳等毒株变异；三是混合感

染增多，猪瘟与蓝耳、圆环、副嗜血杆菌混感、蓝耳与

圆环、伪狂犬、猪瘟、喘气病混感、支原体与大肠杆菌

混感等不同形式混感，防控难度加大。四是存在免疫抑

制，如蓝耳、圆环等病原体，易造成免疫抑制，导致免

疫失败及易感性增加。加之，随着规模场不断增加，外

出引种及隔离检疫不到位的机率增加，导致非洲猪瘟、

小反刍兽疫、布氏杆菌病等外来动物疫病的感染机会增

加，防控难度逐渐加大[1]。

耐药增强与禁抗趋势的矛盾

在畜牧养殖中，个别场为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或

是促进生长，随意用药、长期过量用药、使用禁用抗生素

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造成细菌耐药性增强、耐药菌株增

多、二重感染，更造成动物免疫力下降，构成了更大的动

物疫病风险，而基于人药安全性及食品安全的考虑，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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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抗禁抗是大的发展趋势，欧盟从2006年全面开启“饲料

禁抗”，我国从2015年开始“禁抗”之路，从禁用洛美沙

星等4种兽药开始，抗生素禁用步伐明显加快[2]。

3 动物疫病防控的综合策略

新形势下，为有效应对非瘟及禁抗趋势等的压力，

本着“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原则，应采取综合策略

应对动物疫情，保驾护航畜牧生产，牢牢将口粮掌握在

自己手中：

配套政策强化防疫保障

积极争取区本级财政，制定符合我区的主要防

控动物疫病病种，与国家强制免疫病种一道，实行政府

免费提供、免费注射，防疫经费足额纳入财政预算。

积极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利用生猪调出大县、

基层畜牧站防疫体系建设项目等项目资金，加大防疫资

金投入，确保疫病防控成效。

建设队伍强化技术能力

协调人事部门，足额配齐乡村防控人员，做到

事有人做，病有人防。

加强防控队伍培训。通过师徒传带帮、基层农

技培训、组织参观学习、防疫技术现场比武、邀请行业

专家教授授课等方式，提高基层防疫人员的业务技能。

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技术专家开展技术承包，

技术服务与报酬挂钩．充分调动专业人员的积极性。同

时，对防控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及个人给予考核优秀，

优秀个人评优评职称加分。

软硬着手提升应对处置能力

配置采购先进实验设施设备、储备充分的检测

试剂用卡，提升检测快速性及准确性。

定期不定期开展疫情监测，发布疫情情报，指

导业主做好抗体检测和疫情防范。

指导业主做好基础免疫，保证猪瘟、口蹄疫、

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重大疫病应免尽免，抗体监测水

平必须达到100%，同时做好蓝耳等其它疫病的免疫。其

次，重点做好场内外的消毒灭源，对大型规模场可设防

疫缓冲区，降低疫病风险。

强化检疫，以检促防：加强高速公路检疫值守

及运输环节特检疫，堵疫于外于点；加强产地检疫，落

实官方兽医驻场制，强化疫情监测；

绿色防控提升免疫屏障

创新育种模式，选育抗逆性较强的品种或品系。

调整饲料营养配方，针对不同的饲料资源，通

过合理的配制与加工工艺，使饲料产品达到较好的消化

吸收率，这是实现饲料无抗的基础。

开发新型功能性饲料添加剂如中药、微生态制

剂、益生素、酸制剂、酶制剂、植物提取物等，比如丁

酸对防治动物腹泻和肠道疾病方面作用优于抗生素。

采用新型疗法，可选用黄芪多糖等中成药或干

扰素、白细胞介导素、免疫球蛋白、转移因子等治疗。

比如在治传胃、流行腹泻等病时，肌注干扰素配合使用

复方穿心莲注射液、双黄连注射液，效果更好[3]。

扎实做好猪瘟、口蹄疫等基础免疫，提升动物

免疫屏障。

标准化养殖加强科学防疫

科学选址建场。新建场需地势高燥，避免低

洼潮湿；距主要交通干线和居民区的距离满足防疫要求

（至少 ）；需配套消毒池、消毒间、废弃物处理

区、防疫隔离墙等防疫设施设备；净道、污道完全分

开；圈舍尽量隔成小间，便于拔牙处理。已建场和改扩

建场，督促业主添置完善防疫设施。

生产规范化。保证充足良好供水，提供干燥温

暖的舒适环境，实行全进全出的管理制度，选择科学的

科学免疫与规范用药，保证合理饲养密度，提高机体抵

抗力。

防疫制度化。制定防疫免疫、病畜（禽）治

疗、隔离及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消毒、粪污处理等

制度，并严格落实到位。

选好发展模式。养殖模式上，鼓励自繁自养模

式，不仅可以降低养殖成本，更主要的是能避免引种带

毒；合作模式上，倡导“专合社+农户”、“公司+专合

社+养殖场”等合作模式，按照“统一进苗、统一进料、

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免疫、统一用药、统一出栏”等方

式，实话标准化防疫，提升疫病防控防效果。

结束语：在洲猪瘟持续威胁、病原复杂多变、生产

减抗甚至禁抗等新形势下，对我区动物疫病防控提出了

更高要求，我们应寻求方法破解这些挑战，提升动物疫

病防控效果，助推我区畜牧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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