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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畜牧业产值迅速攀升，畜牧产业得到奠定的
同时，由于畜禽养殖产量增多、种类繁杂等原因，同时也使得猪
链球菌病、禽流感、炭疽、口蹄疫以及非洲猪瘟等大型动物疫病
的爆发增多。动物疫病是造成药物浪费、人工费用浪费、喂养饲
料浪费等多重浪费的重要原因。当动物疫病爆发时，肉品质量受
损，供应减少，不仅使养殖户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由于
地方供应的不足，使得销售者和购买者都面临肉品短缺造成的不
便，因此做好动物疫病防控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幸福安康的重要工
作。

一、动物疫病的种类
（一）动物的寄生虫疫病
据不完全统计，从国内常见的 16 种家畜身上已经发现了

2322 种寄生虫病。畜禽的养殖易受多种寄生虫的影响，与禽畜争
夺体内养分，使得禽畜贫血消瘦、生长停滞，造成饲料的浪费，
治疗成本的增加，更有甚者还会严重影响畜禽肉品品质，造成畜
禽肉品完全无法食用。常见的动物寄生虫疫病包括节肢动物、蠕
虫及原虫三类，原虫与蠕虫以体内寄生为主，节肢动物通过体外
接触，以体外寄生为主。不需要发育的寄生虫为疮螨虫、猪蛔
虫、弓形虫等，体内需要发育的寄生虫为肺线虫、猪囊虫。寄生
虫病感染范围大，传播速度快，是造成动物疫病的主要因素。

（二）动物的传染疫病
动物的传染疫病指在特定的微生物病原体袭击动物机体，造

成的动物染病。一般来说禽畜的传染疫病根据传染源的不同可分
为病毒传染疫病及细菌传染疫病两种。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进入
禽畜体内后通过水、空气、养殖环境等介质在禽畜体内及禽畜群
体间肆意传播，是隐性的造成动物疫病的危害因素。

（三）动物的普通疾病
动物普通的疾病一般分为细菌性和病毒性疾病，普通疾病发

病率较高，但危害没有寄生虫疫病和传染疫病大，普通的疫病如
较容易发生的感冒、肠胃炎、消化不良等疾病，及由于生产造成
的产前疾病、产后疾病等内科疾病，在及时发现的情况下一般都
可以治愈。

二、动物疫病的病因
（一）引发动物疫病的环境因素
很多动物出现疫病与其生长环境有关，动物所处的环境与自

身生长习性不相符或是处于恶劣的生长环境时都有可能引发动物
的疫病，禽畜养殖地点空气不流通、环境不够干燥、水源光照不
足、养殖规模过于密集，空间过于狭小等环境因素都不利于其生
长。

（二）引发动物疫病的人为因素
在禽畜动物的养殖中，人为因素也会导致动物患病。当下

一些养殖户养殖专业素养不高、养殖设备设施不齐全、管理不科
学、疫病监督不严谨等因素容易造成动物的患病。一些养殖户并
未对养殖点进行定点的消毒，混养畜禽，造成畜禽的交叉染病，
在喂养上也不能保证科学合理，不能根据动物的生长需求调配喂
养结构；未配有专业的饲养人员管理人员，不能根据不同养殖动
物的需求将环境中的湿度和温度调节到适宜其生长的程度，导致
饲养环境的脏、乱、差；并且由于饲养设施及专业知识的匮乏、
不恰当的管理、疫病监控的不及时及疫病治疗方式的错误使用等
外部人为因素，从而造成了大量的禽畜患病。

三、动物疫病的防控措施
（一）从动物疫病的种类来说
1．定期消毒杀虫，保持养殖环境的净化。为了保持动物生

存环境的有利性，当发现养殖场地存在污染时，可采用喷洒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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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方法进行消毒，也可以使用菊酯喷雾、除螨净等对其活动场
所进行消毒灭菌，同时也可以适当堆积动物的粪便，通过堆积发
酵产生的沼泽减少虫卵的产生，合理适当地进行定期消毒杀虫，
才能保持养殖环境的净化。

2．减少中间传播寄主，切断传染途径。动物疫病的传播很
多是通过中间寄主实现的，因此在动物养殖时提高养殖户的疫病
防范意识，避免对动物进行混养杂养，合理有效使用生物用品或
化学药物，定期灭虫灭蚊灭鼠灭蟑，消灭中间宿主，从而减少病
原体通过传播媒介使动物染病的机会。

（二）从引发动物疫病的环境因素来说
1．合理地选择养殖地点。在养殖畜禽之前，应该根据所养

动物的习性和类型进行正确地选址，进行隔离排疫，选择开放性
的地点进行养殖，养殖地点的选址应该适应动物生长多样性的需
要，一般来说选择地势较高、水源光照充足、通风干燥等饲养环
境适合大部分猪、羊、牛等动物的生存，更有利于减少细菌的滋
生，从而降低动物疫病产生的概率。

2．加大动物饲养区域环境合格排查力度。除了在选址时要
注意环境的合理性，还应在选址后保持动物的养殖环境的合格，
应针对动物饲养区域的防疫防控条件进行定期定量的排查，做好
相应养殖区域的排查记录，检查其养殖区域的消毒现状、养殖区
无公害隔离区处理现状及动物饲养现状。对饲养环境不合格的进
行取缔，从而减少动物疫病的产生。

（三）从引发动物疫病的人为因素来说
1．增强兽医检疫及监督工作。据悉，我国畜牧业总数量

在 25 亿头以上，其中光是大牲畜的饲养每年的数量达就能达到
9877.42 万头，且每年增长均速多数超过了 2％，庞大的畜牧业产
量便对畜牧业医疗人员—兽医有着更大的需求，可从我国现有执
业兽医人数来看，能达到行医标准的仅 6.4 万人。其中兽医技术
水平偏低、误诊阻碍动物疾病防治等现象时常出现，因此增强兽
医检疫及监督工作，提高执业兽医医疗技术，从源头人才供给方
面加强投入，是做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举措。

2．增强畜牧养殖户的疫病防控意识。在我国，畜牧业的小
户养殖现象十分普遍，但是部分畜禽经营养殖户思想陈旧，对动
物疫病的整体防控意识缺乏，在陈旧思想驱使下将畜禽养殖当作
其谋取经济效益的副业，一旦发现有疫病畜禽出现时随意丢弃，
甚至违规冒险进行贩卖，从而造成动物疫病的大规模传播，甚至
出现人畜共患现象。因此增强畜牧养殖户的专业素质水平，增强
其对畜牧养殖业的疫病防控意识，是做好动物疾病防控工作的重
要措施。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畜牧业产量的增加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加快国

家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动物疫病，做好动物的防
疫工作，合理高效地利用动物防疫措施进行科学养殖仍旧是畜牧
养殖业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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