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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畜牧业也愈加重视,养殖安全受到广泛关

注。养殖动物极易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如果对这些疾病处理不及时,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养殖户的

经济损失,更有甚者可能会导致一些染病的动物肉出现在市场,从而对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威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效做好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不仅可以保护牲畜的健康成长,而且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和保障广大基层畜牧养殖者的切身利益,更进一步推动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和进步。本文对

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重点与防治对策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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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iving standard and consumption level of Chinese residen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s being paid to animal husbandry, and the safety of breeding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reeding animals are easy to suffer from a variety of diseases. If these diseases are not handled in time, 

they will lead to economic losses of farmers to a large extent, and even may lead to some infected animal meat in 

the market, thus posing a threat to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the people.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 effective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can not only 

protect the healthy growth of livestock, but also promote and protect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grass-roots animal 

husbandry farmers to a large extent,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animal husbandry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medicine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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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层畜牧兽医不仅是确保动物防疫事业不断向前行进的主

要力量之一,更是国家公共卫生防疫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基础畜

牧兽医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养殖户做好动物防疫工作,可以

有效切断动物疫病的传播途径,将动物发生各种传染性疾病的

风险降至 低,保护养殖户的经济利益免遭动物疫病侵害,维护

当地畜牧养殖生态平衡以及环境安全。作为为畜牧养殖保驾护

航的基层畜牧兽医,需要将主动预防动物疫病作为自身的工作

使命以及要点之一,充分掌握当地畜牧养殖发展实际情况,并结

合所了解到的实情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流行病学展开调查,确保

所开展疫病防控工作的有效性,以此对动物养殖的安全性做出

保障。 

1 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的相关概述 

在畜牧兽医防疫工作当中,做好动物疾病的防控是核心也

是根本,要想从根本提升畜牧兽医防疫工作的效率,必须要制定

完善的防控机制,保证防控工作的质量。在动物防疫工作开展之

前,需要深入到区域内部,对实际工作展开全面的调研,了解不

同动物的不同疾病情况,针对性的制定合理的防御机制,将动物

疾病的发生率降到 低。另外,还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的对养殖场

进行实地考察,详细的记录不同动物的不同疾病情况,尤其是需

要重点关注,在不同时期容易发生的动物疾病,清楚的认知这些

流行疾病的特征,定期对动物进行疫苗的接种。在疾病来临之前,

让所有的动物都能够接种到相应的疫苗,以此保证养殖业的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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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的问题 

2.1防范意识匮乏,监督不够及时 

基层动物的防疫工作开展,应该调动多方主体的力量,然而

多方主体的防疫工作意识和理念是直接决定防疫工作效率的。

目前一些防疫工作者的防范意识匮乏,不能深层次掌握动物疫

病的出现规律和危害程度,往往在暴发动物疫病之后使用紧急

方案管理疫病,再者平时的工作中存在主观判断和经验驱动的

倾向,动物防疫工作发展有些滞后,不能真正达到预防动物疫病

出现和蔓延的作用。部分养殖户以及屠宰加工单位匮乏防范意

识,没有科学与防疫工作者交流,也没有进行疫苗接种与疫苗调

查等项目,养殖技能水平不佳,制定的屠宰加工防范疫病机制不

够全面,增加了动物疫病暴发的可能性,不利于保障基层动物防

疫工作的质量。在监督不及时的问题上,及时监督动物疫情是管

理动物疫病的有效思路。在时代的建设之下,一些小规模养殖场

被迫停业,相关动物产品以外部的运输为主进行管理,此种跨市

的产品交易行为会给动物疫病提供传播的条件。同时不相同地

区由于自然环境以及地理位置的不同,出现了动物疫病的差异,

对动物疫情防范手段也是有所不同的。目前动物疫病的监督工

作不够及时,不能通过跨区域的平台了解动物调运情况、养殖情

况和疫病管理情况,更多体现出防范本土动物疫病的现象,没能

高度关注外来动物疫病的防范,可以说动物疫情的监督涉及范

围比较窄,动物感染疫病的概率不断增加,影响着人们对动物防

疫工作的肯定度和满意度。 

2.2防疫的相关用品配备不齐全 

很多畜禽以及其他动物的养殖区域地处较为偏远的地区,

距离兽医站、医疗区较远,一旦发生疫病的危害,很难实现有效

的治疗发展,甚至产生更严重的危害。一些地区的兽医站、医疗

区存在形同虚设,缺少专业的兽医人员以及科学的医疗设备,无

法对患病的兽医动物进行有效的治疗。所以针对这一严峻问题,

不仅需要政府与社区,对养殖户的科学疫病防治指导,更需要落

实当地的优惠政策,引进更多的专业兽医人才,提供更多的科学

药物与专业设备,有效开展畜牧兽医防疫工作。 

3 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状况 

3.1疾病防控工作状况 

疾病防控工作是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的基础,也是动物

防疫工作 为重要的环节。疾病防控工作需要工作人员对牲畜

的生长以及牲畜的具体情况有着充分的了解,迅速发现养殖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及时处理。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定

期对基层畜牧养殖情况进行整理,收集基层畜牧的养殖状况。还

需要对已经发病的牲畜进行及时的隔离处理,以防疾病进一步

扩散。 

3.2基础设施建设状况 

养殖场是防疫工作的前沿阵地,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高标

准的设施可以有效地检查、保护与治疗。但是,目前我们国家许

多地区的防疫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其中一个 为重要的原因

便是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够完善。许多农村牲畜养殖

者,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并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进行,牲

畜生活的牛舍、猪圈不仅不符合相关的规定要求,而且还会对牲

畜的生长和养殖造成一定的影响和限制。从而更进一步影响防

疫工作的正常运行。 

4 新形势下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中的重点

内容 

4.1动物疫病的防疫工作 

动物防疫工作是畜牧养殖业的重点工作内容,但目前的实

际情况是,大部分的养殖户都不具备良好的防疫防意识,以及自

主应对动物疫情的能力,一旦发生动物疫情,会严重影响到养殖

场的经济收益,还会制约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所以说,基层畜

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普遍来说都比较重。动物

防疫工作人员一方面需要积极的研究关于动物疫情的相关知识,

学习关于动物疫情控制的有效方式,不断提升所在区域的动物

疫情的控制水平。另一方面,动物防疫工作人员还需要及时的开

展动物防疫知识的宣传工作,让所在地区的养殖人员,对动物防

疫有一个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引导养殖人员主动去配合动物防

疫工作者,展开科学的防疫工作,将大规模动物疫情爆发情况发

生的频率降到 低。 

4.2防疫技术的开展 

当下,疾病和病毒变异情况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也说明

了动物防疫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及时的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更新。所以说,动物防疫工作者一方面要做好日常的动物防疫

工作,良好的控制动物疫情,另一方面还需要针对动物疫情展开

深入的研究,以此不断提升我国整体的动物疫情防控水平,促进

我国畜牧业的健康发展。此外,动物防疫工作者还需要从根本提

升动物防疫工作的质量,带领养殖人员走向健康养殖的道路。比

如说,动物防疫工作者可以与养殖户一同去制定,重大动物防疫

疫情的紧急预案,尤其是针对重点的疫情频发时间段,制定专项

的防疫计划。同时,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应急动物防疫演

练活动,通过演练活动寻找到目前所展开的防疫工作当中,存在

着的漏洞与不足,积极的进行问题的处理和优化。运用严格的责

任机制,对动物防疫工作者进行约束,对发现由于自身工作态度

消极懈怠,而导致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动物防疫工作人员,进行合

理的处罚,并追究相关的责任。 

4.3有关动物的常规检查及疫病防控 

畜牧养殖规模的逐步增大,在为养殖户创造更大经济价值

的同时,也为养殖户带来了各类动物传染性疾病暴发的风险。结

合曾发生的动物传染性疾病案例来看,当前的动物疫病已经出

现了新型的流行特点,如动物疫病的输入风险大为提升,疫病发

生时常表现出较强的突发性、混合性以及叠加性,患病动物所表

现出的临床症状也更为复杂,这些无疑为畜牧兽医人员带来了

工作挑战。所以,要想有效对抗复杂的动物疫病工作阻碍,基层

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就需要更为积极主动地对各类动物疾病展开

深入探讨及细致研究,一方面需要采取科学的手段,将动物的抗

病力进行提升,另一方面还需要发动养殖户规范养殖管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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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养殖户的密切联系,掌握在特定环境以及特定条件下动物会

产生疫病的一般规律。基层畜牧兽医人员需要采取定期与不定

期为动物进行临床检查的方式去对动物体内的抗体达标情况进

行检查,一旦发现传染性疾病风险,就需要立即为养殖户提供针

对性的疫病防控方案,并对养殖户的防控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 

5 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的防治对策 

5.1做好宣传教育,增强防疫意识 

经过研究之后可以了解到,养殖户的理念落后,还未进行理

念的更新,是导致流行性疫情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一些养殖户

并不具备健康养殖的能力与思想,也没有去学习正确、科学的养

殖理念,尤其是对于动物防疫的认知少之又少,很多的养殖户都

对动物防疫重视不足,并且抱有严重的侥幸心理。在这样的养殖

条件下,一旦动物发病,便会迅速扩散,所以对养殖户进行动物

防疫知识的教育迫在眉睫。可以设计多元的宣传活动,邀请养殖

户积极的参与其中,准备一些小礼物,增强养殖户参与防疫宣教

活动的积极性,让养殖户通过活动的参与,真正获得防疫意识的

提升。另外,相关的部门还可以运用网络,进行动物防疫知识的

宣传,从根本提高养殖户的自我保护意识,让民众都能够自觉

的、高效的进行动物防疫。 

5.2增加资金投入,健全防疫设备体系 

兽医站要增加资金的投入,向上级汇报需要补贴的金额,关

注动物防疫技术设备的升级和性能优化,调整防疫工作者的工

作环境。合理的监督与调查动物疫情,打造高效率的资金保障体

系。增加防疫工作者的薪资待遇,把薪资待遇和工作者的表现以

及贡献价值结合起来,排除防疫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以免防疫工

作者生成职业倦怠情绪,促进工作者积极为防疫工作服务。聘请

技术骨干加入到动物防疫工作中,引进新型的技术和设备保障

防疫工作的水平,真正落实新时期下的基层动物防疫工作。 

5.3强化防疫工作重要性的宣传 

开展畜牧兽医的防疫强化工作, 重要的是进行思想方面

的宣传和教育,只有当思想上重视起来,才能进行一定的防疫工

作。在进行畜牧兽医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支相关的宣传队

伍,这样能够在不断进行思想深化教育的过程中,让畜牧兽医防

疫工作开展更加深入,减少一定的阻碍,从而防控疫情,保证畜

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强化防疫工作重要性的宣传是进行畜牧

兽医防疫工作的基础,无论是进行畜牧兽医防疫,还是防疫管理,

都需要相关的人员从思想上树立畜牧兽医工作的重要性,吸引

更多专业化的人才加入畜牧兽医防疫行业,实现畜牧兽医防疫

工作的常态化。 

6 结束语 

综合而言,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必须要不断提升防疫人

员的工作水平和业务实力,并且做好对基层防疫工作的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从根本提升我国基层畜牧兽医防

疫的水平, 终保障我国畜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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