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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的探讨

代春联1 廖洪强2

安岳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川 资阳 642350

安岳县悦来乡畜牧兽医站 四川 资阳 642350

摘 要：畜牧业是我国农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畜牧业年产值在农业产值的比重达45%之上，畜牧养殖成

与败的核心技术便是喂养管理与疫病的防治，这便对畜牧养殖给出了相对较高的技术标准。近些年，伴随着畜禽养殖

业的高效发展，新的动物疫病不断地发生，这对畜牧产业的发展给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畜牧业发展遭受一定程度的

阻拦性危害。而进一步稳定性和完善底层兽医团队，提高重要动物疫病防治水准和质量，对促进在我国畜牧业健康发

展、确保畜牧业健康平稳具备十分重要的功效。在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环境下，提升基层动物卫生防疫服务体系，提

高动物卫生防疫品质，合理协助养殖场减少养殖风险，使养殖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并推动农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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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畜牧养殖业是基层农业的重要组成，对带动农村地

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引领带动作

用，同时也可以为养殖户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现代畜牧养殖业发展过程中，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是

非常重要且关键的内容，通过发挥基层畜牧兽医站的职

能作用，切实开展动物疫病防控，保障动物健康生长，

降低养殖场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几率，将各类传染性疾

病的发生流行率降低到最小程度。

基层畜牧兽医队伍建设的意义

基层畜牧兽医站是我国建在最基层的一级动物卫生

防疫组织，肩负着畜牧产业发展趋势、动物卫生防疫、

检验检疫、重要动物疫病防控、畜质量安全等职能职

责。众多兽医在日常工作定期进行的开展动物的日常清

查、防疫消毒、繁殖技术具体指导、产地检疫、屠宰检

疫管控等及早发现动物疫病，为科学养殖、高效率生产

制造、迅速处理，立即合理防控动物疫病，确保畜牧产

业持续发展具备十分重要的功效。

熟悉掌握本地动物疫病发生规律，为制定动物疫

病免疫计划和防控应急预案提供依据

作为基层的兽医师理应融合所在地域饲养动物的具

体情况，按时开展流行病学和动物疫病调查，密切关注

当地常见疾病和传染性疾病及新发生动物疫病的发生规

律性，进行全方位科学合理的解读，依据动物易发生的

危害性很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制订对应的免疫消毒杀菌计

划。依据动物疫病防控计划，立即贯彻落实物资保障，

机构开展卫生防疫专业技术培训，按照要求开展动物疫

情防控工作。除此之外，做为兽医师还应该针对所在地

域最常见的动物传染性疾病拥有全面的了解，再根据当

地具体情况制订合理的防控应急预案，一旦发生了重要

动物疫情，一定要依照应急预案开展封禁、防护、消毒

杀菌、流行病学、划分疫点、疫区、受威协区，开展病

亡畜禽养殖无害处理、应急疫苗接种等举措，迅速控制

动物疫病传播。同时将动物的传染性疾病控制在一定的

范围内[1]。

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完善应急保障

措施

当前随着规模化养殖产业逐渐向前推进，在对外引

种过程中引入传染性疾病的几率大大增强，各种传染性

疾病呈现复杂流行的态势，疾病的诊断难度越来越大，

在很多养殖场当中经常会出现继发感染、混合感染、并

发感染的现象，临床症状十分复杂，给疾病的诊断防控

工作带来极大难题。随着疫病防控难度的逐渐加大，对

基层地区的各项防疫设施的建设要求逐渐增加。传统疫

病防控主要依靠兽医人员的眼睛观察或者简单的病理解

剖，但现阶段疾病种类十分多样，并且很多症状和病理

特征十分相似，单纯依靠防疫人员的肉眼观察难以判定

病情，经常会出现误诊，对此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基层地

区的养殖管理设施，加快基层兽医实验室建设，确保出

现动物疫情之后，兽医人员能够对病死动物进行有效解

剖采集病灶，进行有效的病原分离鉴定，明确发病原

因，病原种类，然后针对不同的疾病实施不同的治疗方

案，确保在短时间内控制病情。

强化动物机体健康查验

为了有效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流行，国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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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重大传染性疾病集中免疫接种制度，要求基层地区

的畜牧兽医人员要做好每年春秋两季强制性免疫接种，

保障抗体水平能够达到70%，免疫接种密度达到100%。

在疫苗免疫接种之前，掌握动物的身体健康情况，对保

障疫苗免疫接种质量有很大帮助。基层畜牧兽医人员除

了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及时发现患病动物，及时处置患

病动物之外，还应该注重做好动物身体健康检查。通过

妥善有效的动物身体健康检查，能够掌握不同阶段动

物的身体健康情况、发育情况、抗体水平、抗体消长规

律，并以此为基础为养殖户制定针对性的疫苗免疫接种

方法，防范疫苗免疫接种之后导致身体抵抗能力较弱的

动物出现不同程度的副反应，甚至引发传染性疾病，威

胁到动物养殖安全，并在此基础上手把手的指导养殖

户，加强养殖方案有效调控，加快现代养殖技术的有效

推广和应用[2]。

主动防控体系建设不到位，相应的保障机制不

健全

目前，很多置身一线的基层畜牧兽医站相关工作人

员，防疫观念相对性比较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方面，人员配置落实不到位，绝大多数基层防疫团队

工作人员老化，专业技能不够，关于新的动物疫病缺乏

掌握，自主创新意识薄弱，基层防疫单位管理制度不完

善，对职工规范和标准纯粹局限在上下班打卡层面；另

一方面，防疫制度不完善，缺乏工作人员，缺乏资产，

重要动物疫病防治的应急预案不完善或形式化。疫病防

治的本质取决于事先防疫，其最核心的主要内容便是防

胜于治。根据防疫，能使畜禽养殖人体产生抗体，当发

生相对应疫病的时候可以主动免疫，有效控制动物疫

病，减少患病或死亡，维护养殖行业持续发展。在具体

的防疫活动之中，必须有着常态化防疫观念，采用有目

的性的防疫对策，保证即时防疫。但对于在我国现阶段

的基层畜牧兽医站总体水平来讲，因地域差异及产业发

展水准不一样，各个重视度也有所差异，并且也并没有

积极主动的创新精神。

动物防疫工作队伍建设存在问题

当前我国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中，防疫人员

队伍的老龄化情况非常严重，与当前现代畜牧业发展形

势产生严重不匹配的现象，这种情况下，防疫任务完成

比较困难，所需时间比较长，任务完成的效率比较低。

与此同时，基层存在较大的特殊性，与城市环境相比，

基层的工作环境通常比较艰苦，工资待遇方面，也缺少

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专业

知识较强的高校大学毕业生都不愿意主动加入基层畜牧

兽医防疫工作中去。除此之外，由于基层畜牧兽医防疫

工作存在很大的特殊性，养殖的人群大多为农村家庭以

及农村村民，这些群众普遍文化程度比较低，知识含量

较少，这就给基层防疫工作相关知识的宣传以及讲解方

面产生了很大困难[3]。

缺乏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支持

伴随着信息化管理时代的来临，越来越多信息科技

被运用到日常生产日常生活，因而动物防疫工作的开展

方式及标准等都应做出对应的改善，特别是应先更多信

息科技与现阶段的防疫工作进行合理的融合。但具体的

动物防疫环节中，基层的兽医动物防疫工作与现代化的

现代信息技术并没有进行合理的对接，尤其是一些信息

化设备仍无法得到普及化。除此之外，创建信息内容档

案资料都是其中一项关键技术性，可是基层饲养企业受

管理模式落伍、技术装备落伍等多种因素，信息化管理

进度缓慢。伴随着基层养殖规模的逐步扩张，其工作量与

工作难度系数也会跟着扩大，因而只会在防疫环节中资金

投入更多现代信息技术和设备，才能够确保动物防疫和检

验检疫工作高效率有条不紊地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

减少兽医师和防疫人员的工作量，提升工作效率。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认识度不足

动物防疫是《动物防疫法》授予大家基层兽医的工

作职责，由于农牧业的迅速发展，新的动物疫情还在不

断涌现，国家防疫现行政策还在不断优化，局部地区也

融合当地具体情况做出了适度的防疫调整，因为各种缘

故，许多调整方案都没有在基层的防疫工作中获得实际

贯彻落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养殖场欠缺科学

养殖的思想，并没有聘用更专业的饲养专业技术人员，

对动物防疫工作重视程度不够，防疫观念恬淡，并没有

创建喂养管理方法、防疫、消毒杀菌、健康保健、病亡

畜禽养殖无害处理及其它院内感染制度，造成饲养错

乱；只顾眼前而忽略周边状况的改变；对动物所采取的

免疫存有系统漏洞，就算做出对应的挽救工作但工作对

策的实行缺乏足够的及时性；疫情的清查及汇报工作缓

慢，进而难以获得立即认证，所采用的对策不果断、不

合理；基层兽医动物防疫警觉性、责任感缺乏，导致动

物防疫工作措施没办法达到智能化防疫规定，增大基层

动物防疫难度系数[4]。

严格落实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严格按照“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和“五

统一”、“五不漏”的要求，认真组织抓好动物疫病的



临床医学前沿·

157

强制免疫。第一，强化宣传发动，精心组织。继续推

行规模养殖场户按程序免疫，散养集中高密度免疫与定

期补免的免疫策略，确保重大动物疫病随时处于免疫保

护状态。第二，强化规模养殖场户跟踪监管服务责任人

制度落实。动物卫生监督所要加强对养殖场户履行强制

免疫义务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出售的畜禽免疫情况

核查，严格落实规模养殖场户生物安全、疫病防控、畜

产品安全的主体责任。第三，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和无疫

养殖小区建设。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把动物疫病净化和

无疫养殖小区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积极帮助和指导有条

件的养殖场户和企业，特别是种畜禽场开展疫病净化和

无疫养殖小区建设的前期工作和申报、组织创建考核工

作，完成养殖场的申报工作。第四，切实加强免疫监

测。免疫结束后，要适时组织免疫效果监测与评价，在

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监测任务，对群体免疫抗体达不到70%

的要求的，要及时查找原因，分析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及时组织开展补免，消除疫情隐患。并将监测结果

及时报送动物疫控中心。

建立科学的动物防疫工作机制

为进一步保证基层畜牧兽医防疫工作落到实处，应

建立科学完善的动物防疫工作机制，对人员的动物防疫

工作进行规范，将防疫工作组织规划体现出来，明确各

环节防疫工作内容与责任，将其落实到人头上，这样能

够更好地保证防疫工作质量，同时也可以避免出现工作

疏漏责任的推诿等情况。一旦出现动物疫情，可以第一

时间进行科学处理，将疫情控制在萌芽阶段，避免疫情

扩散蔓延。除此之外，我国相关管理部门也应加强基层

畜牧兽医防疫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工作，全面杜绝不当畜

牧养殖状况及防疫失当等问题的发生，为基层畜牧兽医

防疫工作的落实提供有利条件。

培育抗病力强的优良品种

近些年我们国家的非洲猪瘟、蓝耳病、禽流感、猪口

蹄疫等动物疫病的产生，加大了基层动物疫病预防难度。

在动物卫生防疫的过程当中，疫病的产生与动物的自已的

免疫力功能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在我国有很多抗病力高的

地区优良品种，因而，提升地区优良品种的维护，培养抗

病力高的优良品种，改进动物身体素质是疫病防治的一个

方向。饲养抗病力高的地区优良品种，提升喂养管理方

法，按时搞好卫生防疫、消毒杀菌，提升生物安全防范措

施，是农村养殖场疫病防治的主要对策。

强化基层畜牧兽医综合素养

基层畜牧兽医作为基础防疫工作者，自身综合素养

直接关系着动物防疫工作效果，因此，基层畜牧兽医应

做好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加强在自我学习，不断优化

自身专业知识结构，多方面进行自身工作理念的创新，

使自身掌握更多动物防疫知识，掌握更为先进的畜牧防

疫工作理念，使得自身动物防疫工作质量逐步提升。另

一方面，相关管理部门也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基层畜牧

兽医综合素养的提升。首先，应适当提高人员待遇水

平，优化其工作条件，为其配备更为先进的工作设备与

仪器，加强优质人才的吸收。其次，加强人员培训，从

畜牧兽医防疫工作知识、工作技能以及职业道德等方面

分别入手，促进工作人员整体素养的提升。另外，为保

证培训质量，应设置培训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与岗位

薪资挂钩，激发人员动物防疫工作积极性[5]。

结束语：我国是一个畜牧业大国，基层畜牧业作为

我国整个畜牧业发展体系当中的基础组成部分，做好基

层畜牧兽医防疫工作是保证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必然条

件。只有做好动物防疫工作，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居民食

品安全，并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助力。因此，我国应结合

基层畜牧业防疫工作实际与防疫工作需求制定针对性的

动物防疫措施，并在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实践中不断摸

索，做好防疫工作的调整与优化，充分发挥基层畜牧兽

医的防疫工作价值，促进我国畜牧业的长效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正燕.做好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的策略[J].

兽医导刊,2021,(17):84~85.

[2]潘志霞.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

工作[J].农业开发与装备,2020(1):59,65.

[3]桑士臣.基层畜牧兽医防疫体系建设方法[J].乡村科

技,2019(12):113-114.

[4]吴琼.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

作探讨[J].吉林畜牧兽医,2021,42(12):126,128.

[5]苏建辉.探析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基层畜牧兽医动物

防疫工作[J].农民致富之友,2021(23):1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