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农家科技 农家科技 93

养 殖技术
YANGZHIJISHU

近些年来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畜牧业产品的要求也
不断地提高，在此情况下，畜牧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养殖规模不
断扩大，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畜牧业快
速发展的同时，动物疾病的问题也伴随而来，在群体养殖的过程
中，如果控制不好疾病而导致疫情扩散将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因此，做好动物疾病的防控工作是畜牧养殖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动物疾病的种类
（一）传染病
动物的传染病主要是由病原微生物侵入动物体导致，这种

疾病在发病初期并没有明显的特征，具有一定的潜伏期。主要的
传染源有病毒，细菌或者真菌。传染病波及范围极广且危害性极
大，可以直接传播，也可以间接传播，一旦传染病在动物群体扩
散开来，很难能够被控制住。

（二）普通疾病
普通疾病指的是在养殖过程中常见的一些疾病，大致可以分

为内科和外科两种类型，外科疾病一般是指在养殖过程中动物四
肢或者眼睛等部位出现的疾病，内科疾病一般指的是动物身体内
部各个器官，各个系统所出现的疾病，当然普通疾病的类型还包
括一些遗传病，动物各种原因中毒等的情况。

（三）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指的是动物收到寄生虫的侵袭而导致的疾病，主要

是由蠕虫以及原虫等诱发，由于寄生虫在动物体内有一个比较长
的发育期，因此，寄生虫病往往很难能够被及时发现。

二、动物疾病产生的原因
（一）自然原因
季节的变化会使得气候的冷暖交替比较频繁，导致动物机体

生理调节极易出现异常而产生疾病；若动物长期处于对自身有害
的环境中，就会阻碍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过程，使动物机体生理
调节的动态平衡遭到破坏而产生疾病；还有一些动物肠胃方面相
关的功能比较薄弱，当被喂食的粮食出现一点问题时，相比较与
其他肠胃功能正常的家畜更容易出现疾病问题，这些都属于是自
然原因造成的动物疾病。

（二）人为原因
人为原因指的是养殖户在养殖的过程中由于管理或者操作不

规范而导致动物产生疾病的问题。动物在养殖的过程中需要定期
地开展接种疫苗的工作，如果这些养殖人员没有按时完成接种工
作，或者在接种的过程中没有按照标准使用疫苗都会造成动物产
生疾病的问题。另外，在疫苗方面，一些养殖人员对疫苗储存方
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意地对疫苗进行储存，很容易便会造
成疫苗失效或者疫苗产生不了应该产生的作用，这都是家畜养殖
中动物产生疾病的主要原因。

三、动物疾病防控措施
（一）加强对动物疾病的监控力度
动物的疾病往往会有很长的潜伏期，任何疾病一般都不会

是突然产生的，这些疾病一般在发病的初期很难能够被察觉，但
是，一旦疾病爆发将很难能够被控制住，给养殖的个人或者企业
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养殖的企业或者个人就非常有必要
完善相关的动物疾病监控制度，加大对动物疾病的监控力度，定
期地对动物开展健康检查工作，对检查过程中产生问题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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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地对其采取相应的手段，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治理，最大限
度地减少因动物疾病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合理对动物饲养和喂药
畜牧养殖人员要学习掌握相关的养殖技术，提升自身的专业

水平，努力做到有针对性地掌握动物当前的机体状况，根据动物
个体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来提高动物抗疾病的能力，降低
动物产生疾病的概率。另外，养殖人员也应该树立正确地用药观
念，保证动物使用的药物都是出自正规的厂家，这样可以在最大
程度上减少因为药品质量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更好的预防
动物疾病的发生。

（三）对养殖人员进行培训或指导
养殖人员作为与动物直接接触的一线人员，他们的各种操

作将会直接影响到动物疾病的预防工作。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要
充分发挥他们的指引作用，对养殖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指导和培
训，从而使他们能够掌握一些专业的动物疾病预防的相关知识，
也可以定期地邀请动物疾病预防专家对养殖地的情况进行指导，
为他们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帮助养殖户们更好的落实
动物疾病的防控工作。

（四）积极探索动物防疫站的工作新模式
为了能够在基层建立起科学的预防动物疾病的队伍，地区和

部门要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不断探索建设预防动物疾病队伍的新
方式，新模式。首先，建设的第一步是要从整体上提升动物疾病
防控队伍的专业化水平，适当提升动物疾病防控人员的薪水，吸
引更多的专业性人才加入这一队伍中，保证这些专业人员能够完
全地投入到疾病防控的工作中去。其次，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到动物疾病的防控中来，建立社员制度，让广大社员在出资以后
能够自愿地参与到动物疾病的防控工作中来，为广大社员的收入
提供一个保障，让他们的经济收入能够有稳步地提升，在此基础
上，为参与进来的社员缴纳一定的保险，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
能够多一份保障，这样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政府行政工作
方面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解决了当今社会上比较严
重的社会性问题，为开展动物疾病防控工作寻找到了更多的力量。

四、结束语
在畜牧养殖的过程中，养殖人员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有效地防

控措施将会特别容易导致扩散开来，给养殖的个人或者企业带来
极大的经济损失。鉴于动物疾病的诱因多种多样，因此养殖人员
在实际的养殖过程中，要注重采用科学化的管理模式来防控动物
疾病，有针对性地了解养殖的状况，采用多种方式并行的措施来
降低动物疾病的发病率，提高经济效益，更好地满足人们生活水
平日益提高而对畜牧业产品产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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