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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草畜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但随着动物频繁补栏、动物及其产品流通(收

购、销售、屠宰、贩运),为各种动物疫病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每个养殖场户承担防疫主体责任,为了杜

绝动物疫病发生,保证畜禽健康发展,各养殖场(户)就得严格按照场所消毒和动物防疫要求,抓好各项防

控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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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好卫生消毒工作 

在建设养殖场时,最好做到人畜分

离,养殖区域建设围墙、大门、消毒设施

(消毒池和消毒室),配备消毒设备和防

虫灭鼠设备。 

1.1动物圈舍清洗消毒 

每天清扫圈舍,粪污和草料有固定

存放地点,确保卫生干净整洁。消毒工

作包括常规消毒和随时消毒,以及发病

时的紧急消毒。一是当饲养的动物健康

状况正常时,我们需要做好常规预防性

消毒工作,每周对牛棚圈舍、人畜活动

的场所、道路及养殖环境进行一次彻底

的清扫和消毒。当有检查观摩人员、亲

戚朋友等外来人员确需进入养殖场所

时,必须经消毒后方可进入,同时对外

来人员接触过的地点全部进行彻底消

毒。要坚决禁止牲畜贩运人员和贩运车

辆进入养殖区域。二是当发生疑似动物

传染病时,要进行紧急消毒,每天早中

晚各消毒一次,一周后每两天消毒一次,

两周后当不再出现新病例时转入正常

消毒,每周一次。 

1.2消毒工作要注意以下几点 

1.2.1常用的消毒剂有：酸碱类消毒

剂如氢氧化钠(烧碱)、过氧乙酸等；含

氯消毒剂如次氯酸钠、二氯异氰尿酸钠

粉等；醛类消毒剂如甲醛溶液、戊二醛

等。需要养殖户自行购买,在使用时交替

轮流使用,避免产生耐药性,以提高消毒

效果。 

1.2.2在消毒前,要对粪污尿液,垫

草等进行彻底清扫,集中堆积发酵无害

化处理后再进行消毒。 

1.2.3消毒程序要坚持先里后外,先

高后低的原则,确保消毒对象不留死角。

各种消毒药在使用前按照说明书科学配

制,浓度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现用

现配,一次性用完,严禁不同的消毒药液

混合在一起使用。 

2 做好基础免疫注射工作 

基础免疫项目包括强制免疫和因病

设防免疫项目,规模养殖场(户),特别是

实施“先打后补”的规模场(户)要进行

程序化免疫,散养户实行春秋集中免疫。 

2.1强制免疫及疫苗使用方法 

2.1.1牛：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

疫苗。3个月以上犊牛每头颈部肌肉注射

2毫升,间隔28天,再加强免疫1次,以后

每半年注射1次,成年牛春秋2次,每半年

注射1次,每次颈部肌肉注射2毫升。牛皮

肤性结节病疫苗用的是山羊痘活疫苗,

按照5倍量在牛尾跟皮内注射,每年注射

1次。 

2.1.2羊口蹄疫O型灭活疫苗1个月

以上羔羊每只颈部肌肉注射1毫升,间隔

28天,加强免疫一次,以后每半年春秋各

免疫一次,成年羊春秋各免疫一次,每次

1毫升。小反刍兽疫疫苗一月龄以上羊羔

每只颈部肌肉注射一头份,间隔28天,加

强免疫一次,以后每三年免一次,成年羊

每三年注射一针。布鲁氏菌病活疫苗不

论羊只大小,每只口服一头份,每年免疫

1次。 

2.1.3猪口蹄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

苗,耳根后肌肉注射每头1毫升,每年免

疫2次。猪瘟活疫苗,断奶前仔猪可接种4

头份,以防母源抗体干扰。仔猪21-30日

龄和65日龄各注射一次,种用猪每年接

种一次。 

2.1.4重组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

疫苗(H5N2rSD7株+rFJ56株,H7N9rLN79), 

颈后背部皮下或肌肉注射,2-5周龄小鸡

每只0.3毫升,成年鸡0.5毫升,每年免疫

2次。 

2.1.5狂犬病疫苗,3月龄以上每次

肌肉注射1头份,每年免疫1次。犬包虫病

驱虫,用吡喹酮,每年春季连续驱虫三个

月,每个月驱虫一次,用量为每10千克体

重0.25片。间隔三个月,秋季再连续驱虫

三个月,驱虫期间的犬粪要集中无害化

处理。 

2.2常规免疫及“先打后补”项目 

2.2.1动物疫病免疫。除了政府要求

的强制免疫项目外,还有一些因病设防

免疫项目,需要养殖场户自己购买疫苗,

自己进行预防。需要免疫的病种有牛羊

梭菌病(四联苗),猪的圆环病毒病、细小

病毒病、伪狂犬病毒病,狗的犬瘟热等。

还有诸如牛羊支原体肺炎、非洲猪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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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成熟的疫苗,需要加强卫生防护

来预防的疫病。特别是养殖大户,除强制

免疫项目外,因病设防免疫项目,一定要

按科学的程序完成免疫注射。 

2.2.2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

补”项目的实施。按照相关要求,凡生

猪存栏300头以上、牛存栏100头以上、

羊存栏100只以上、蛋鸡存栏2000只以

上、肉鸡存栏5000只以上的规模养殖户

都要实行“先打后补”工作,养殖户自

主购买强制免疫疫苗免疫后,县动物卫

生监督所进行采样检测,对于抗体水平

检测合格的养殖户进行强制免疫疫苗

经费补助。 

2.2.3所有散养户的基础免疫工作

要求由中标的各兽医社会化服务组织来

完成,规模养殖场户,特别是实施“先打

后补”的规模户,要求养殖户自己进行免

疫注射,不论谁免疫,都要做好免疫档案

和免疫记录,注清免疫时间、疫苗名称、

存栏数量、免疫数量、耳标号码及未免

原因,推算补免时间,及时进行补免。 

2.3基础免疫注意事项 

一是疫苗在保存时,必须严格按照

使用说明书上要求的保存条件进行保存,

一般活疫苗需要在零下15摄氏度保存,

灭活疫苗一般要求在2-8摄氏度保存。在

疫苗使用时,稀释好的活疫苗一般要求

在6小时内用完,灭活疫苗一般要求在24

小时内用完。 

二是注射人员和保定人员要穿戴

防护用品,做好消毒,防止人员感染。动

物要保定确实,防止意外伤害,确保人

畜安全。 

三是免疫注射器械在注射前要进行

煮沸消毒,注射部位和戴标部位要用碘

伏棉球进行消毒。牛羊猪等大中型动物

注射时一畜一个针头。家禽每100只更换

一次针头,同一针头只能在同群内使用。

对使用过的防护用品、碘伏棉球、疫苗

瓶等废弃物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 

四是对生病、临产或瘦弱的动物暂

缓接种疫苗。对于饱食或饮水以及剧烈

运动的动物应在两小时后进行免疫注射,

防止引起较大的应激反应。 

五是注射疫苗后,畜主要密切观察

免疫动物是否出现不食、精神不振等症

状,轻微过敏反应时不用治疗,一般在两

小时左右会自行好转；若发生口吐白沫、

震颤、抽搐等严重过敏反应时,要及时皮

下注射肾上腺素1—3毫升或肌肉注射地

塞米松5—30毫升进行急救；出现继发病,

则对症治疗；实施“先打后补”的规模

户出现过敏损失由自己承担,散养户出

现过敏损失按相关程序及时上报。 

3 做好外调畜管理工作 

凡是从县外购入动物时,要严格按

照《外调畜禽管理办法》执行。一是确

需从跨省调入动物时,首先要到辖区乡

镇畜牧兽医站报告,乡镇站将外调动物

情况及时反馈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县动

物卫生所根据外调动物受理权限,进行

备案或上报审批,确保外调动物健康无

疫。购入的动物要在购买地隔离观察,

牛羊猪等大中型动物隔离观察30天以上,

确保无疫后,办理外调动物相关手续,并

持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运输。同

时,要切实做好运输车辆运载前和卸载

后消毒。二是外购动物进入本县到达目

的地之后,要第一时间向当地畜牧兽医

站进行报检。在当地畜牧兽医站官方兽

医的监管下隔离饲养,隔离观察10天后

加施本县耳标并补免我县规定的强制免

疫项目,隔离观察45天后,经确认健康方

可混群或者销售。 

4 做好产地检疫工作 

当养殖场户饲养的动物需要出售时,

畜主要通过手机微信向当地官方兽医进

行申报检疫,官方兽医收到申报后三天

内持有免疫档案或查看当地畜牧兽医站

免疫登记册,确认已实施免疫并经临床

检查健康,屠宰的畜禽还必须由畜主开

具《休药期证明》后,出具《动物产地检

疫合格证明》方可出栏。 

5 做好疫情报告工作 

无论任何组织或个人,特别是养殖

人员,发现动物不明原因的群体发病或

死亡时,要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站报告。

当地畜牧兽医站接到报告后,指派专业

技术人员赴养殖点进行现场查看,当发

现有可疑动物疫病时,第一时间向县动

物卫生监督所报告,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安排专业技术人员赴现场进行初步诊断,

逐级上报,当确诊为动物疫病时,要按照

法定程序进行处置。对病死及死因不明

动物,严禁销售、转移或者分食,必须进

行焚烧深埋无害化处理。 

6 做好综合执法工作 

对不依法实施强制免疫、逃避检疫、

屠宰加工病死动物、私屠滥宰、外调动

物落地检疫未申报、随意丢弃病死或死

因不明动物等违法行为,及时举报,农业

综合执法大队第一时间受理,将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严厉打击,

拒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

起,公开处理,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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