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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疫病防控难度日益增加,成为制约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

因素。改变传统疫病防控模式、实施疫病净化是综合提升养殖场生物安全水平和动物抗病能力的

有效手段,是推动养殖业持续向好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就种畜禽场疫病净化现状进行分析并提

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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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in
 

my
 

country,
 

the
 

difficulty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increasing,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Changing
 

the
 

tradi-

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ode
 

and
 

implementing
 

disease
 

purification
 

are
 

effective
 

means
 

to
 

comprehensively
 

im-

prove
 

the
 

biosafety
 

level
 

of
 

farms
 

and
 

animal
 

disease
 

resistance.
 

This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the
 

aquaculture
 

industry.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disease
 

purification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farm
 

was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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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畜牧业大国,是畜禽养殖及其产品消费

大国,全国猪肉、鸡肉、禽蛋产量均居世界第一。近

年来,我国养殖业迅速发展,产能规模大幅度提升,

产业正逐步迈上发展的快车道。国家统计局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畜牧业生产稳定增长,猪
牛羊禽肉产量8887万吨,比上年增长16.3%。农

业农村部制定的《“十四五”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

规划》中也明确提出将优化区域布局与产品结构,重
点打造生猪、家禽两个万亿级产业,奶畜、肉牛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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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畜禽、饲草四个千亿级产业,着力构建“2+4”现
代畜牧业产业体系。在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伴

随着疫病防控难度的增加,科学有效地防控疫病不

仅影响整个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更关系着公共卫生

安全。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等重大动

物疫病严重危害我国及世界养殖业的健康发展,造

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种畜禽作为养殖的芯片,

需要更高级别的防控,像垂直传播性病毒禽白血病

病毒和沙门氏菌病,感染后通过垂直传播从“曾祖

代-祖代-父母代-商品代”逐代放大,其危害也逐渐增

加,对其进行预防控制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就是从

源头开展净化。2021年5月1日,新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动物防疫实行预防为

主,预防与控制、净化、消灭相结合的方针。所以实

施动物疫病净化消灭,是动物疫病防控的重要路径,

也是动物疫病防控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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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殖业飞速现代化,其面临的病原威胁是

复杂多样的,经过多年的努力,疫病防控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但因病原不断变异和新发病原出现频率加

快,所带来的防控难度依然很大,同时国外疫情对我

国的威胁也持续存在,我国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

1 种畜禽场疫病防控目前存在的问题

1.1 过度依赖甚至滥用疫苗现象普遍

当前疫苗免疫接种是养殖场控制传染病流行的

重要手段,即便是养殖条件再好的养殖场不拼命免

疫疫苗都不放心,造成过度依赖甚至滥用疫苗现象

普遍。任何疫苗都具有较强的种属特异性,都不可

能达到100%保护,多数疫苗仅可阻止不发病或使

临床症状表现不严重,但并不能完全控制病原的感

染和清除环境中的病原污染。同时养殖场长期忽视

了种源相关垂直传播性免疫抑制病的净化而过度依

赖疫苗,结果因为机体出现免疫抑制导致疫苗效果

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甚至出现免疫耐受造成病毒不断

变异;高强度的免疫不仅增加防疫成本而且导致个

体应激反应增大和营养负担加重,致使生产性能不

高;同时继发细菌性感染,加剧了动物疫病的复杂程

度,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

1.2 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细菌耐药性问题

自1928年青霉素被发现以来,抗菌药物在畜牧

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畜禽养殖规模

逐步扩大的同时,抗菌药物使用的种类和剂量也不

断增加,导致动物源细菌耐药日益加剧,不仅影响着

我国养殖业绿色高质量的发展,更制约着我国畜禽

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养殖过程中,部分养殖者缺

乏科学的养殖技术和专业的兽医知识,不懂得合理

用药,盲目随意用药问题突出;加大使用抗生素剂量

和长期使用现象普遍存在,细菌耐药性更加复杂,导
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并影响有益菌群生长,造成菌群

失调,出现二重或者多重感染,加大了疫病的防控难

度;一些性质稳定的药物例如链霉素、土霉素等不易

降解,被排泄到环境中仍能存在很长时间,从而造成

环境中的药物残留,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

1.3 生物安全体系不健全,诊断监测体系不完善

面对动物疫病潜在风险大、防治难度大、烈性传

染病不断更新、防疫成本高的现状,我国养殖业生物

安全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目前我国种禽场禽白血

病和鸡白痢感染等普遍存在,种猪场猪繁殖与呼吸

障碍综合征和猪圆环病毒等感染严重,其产品质量

和市场竞争力较低,支撑我国家禽、生猪产量的核心

种源对进口的依赖性较大,很多欧美发达国家通过

实施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等措施,已控制、净化甚至

消灭了上述某种或全部疫病。做好生物安全是确保

净化进程和保护净化成果的前提,而高效、精准的检

测方法则是疫病净化的有效手段。目前的动物疫病

不再是单一存在,而是以多重感染或混合感染为主

要流行形式,造成了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很多

疫病临床症状相似,仅凭临床诊断不能作出准确判

断,容易造成误诊,同时养殖场由于缺乏快速有效的

检测方法,无法及时排查出携带病原的个体,隐性感

染一直存在,存在爆发疫病的风险,给养殖场带来巨

大损失。

2 种畜禽场疫病防控与净化建议

2.1 完善种畜禽场生物安全体系,科学疫苗免疫,

提高综合防控水平

  建立健全种畜禽场生物安全体系,加强疫病风

险管理是动物疫病防控的首要措施。虽然长期以来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

生物安全体系防控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

2018年8月非洲猪瘟疫情的暴发,暴露了我国在动

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方面的短板。种畜禽场应落实

动物防疫主体责任,牢固树立生物安全理念,根据养

殖环节疫病发生流行特点和预防、诊断、治疗的实际

需要完善生物安全体系,加强种源管理,提升畜禽种

业核心竞争力;优化免疫程序,按照科学免疫程序实

施精准免疫,并逐步在畜禽健康基础上进行免疫减

负;着力改善养殖场物理屏障、洗消隔离设施及废弃

物处置设施设备等动物防疫条件,严格执行生物安

全防护制度和措施,防止新毒株传入,切断传播途

径,按计划积极消杀灭源,从源头减少病毒性、细菌

性等动物疫病影响,全面提高饲养管理和生物安全

防护水平,综合防控,逐步实现养殖防疫由只单纯依

靠疫苗向疫苗免疫与生物安全措施并重转变,防范

动物疫病发生传播风险,实现科学管理,健康养殖。

2.2 严格规范使用兽用抗菌药,科学合理用药,逐
步扭转不良现状

  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压力在逐步升级,倒逼着我

国的兽药制药业发展。为加强兽用抗菌药物综合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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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效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整治兽药残留超标,

农业农村部制定了《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

动方案(2021—2025年),种畜禽场应严格执行兽药

安全使用的各项规定,科学审慎使用兽用抗菌药,按
照兽药标签说明书标注事项,对症治疗、用法正确、

用量准确,实现“用好药”;高度重视细菌耐药问题,

坚持审慎用药、分级分类用药原则,增加个体精准治

疗用药,减少动物群体预防治疗用药,实现“少用

药”;同时根据养殖管理和防疫实际,以敏感高效、休
药期短、低残留的兽药逐步替代低效、休药期长、易
残留的兽药品种,进一步加强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

测工作,提升安全精准用药水平,促进养殖环节科学

合理用药,逐步实现畜禽绿色健康养殖,保障动物源

性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促进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

2.3 完善种畜禽场疫病监测体系,建立高效、精准

的检测方法

  疫病监测是疫病防控的重要基础,也是种畜禽

场疫病净化工作的重要保障。种畜禽场应树立“防
重于治”的理念,建立并完善疫病监测体系,全面掌

握场内疫病发生、流行情况,及时把握疫病发生、发
展趋势。不同养殖场应根据当地疫病流行特点和养

殖场生产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选用当地

流行毒株疫苗和使用最合适的免疫方式接种并认真

进行抗体监测,根据抗体水平的高低和均匀度的好

坏,分析免疫效果,掌握养殖场整体免疫状态,及时

发现防疫薄弱环节,对抗体水平不合格的个体及时

进行补免,并根据每年免疫监测情况适时加以调整

修订免疫程序,通过大量的监测数据来预警重大疫

病的暴发;做好病原学检测,根据病毒排毒规律在关

键时间节点选用最灵敏最特异的方法进行检测,及
时发现病原,剔除阳性个体,最小限度地缩小疫情发

生的范围,避免大规模传染病发生的几率,降低养殖

成本和风险。

3 种畜禽场疫病防控与净化的重大意义

种畜禽关乎着我国养殖业的未来,持续推进种

畜禽场疫病净化,以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猪圆

环病毒病、禽白血病和禽沙门氏菌病等垂直传播性

疫病和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和非洲猪瘟等重大

动物疫病为重点,从源头强化畜禽生产安全,不断提

高养殖环节生物安全管理水平,促进动物防疫转型

升级,推进种业振兴和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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