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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畜牧业养殖中,受到自身或者环境因素影响,动物会出现各种症状的疾病,如果养殖人员不及

时采取措施,很可能造成动物大量死亡,影响养殖户的经济效益。新的发展时期下,为了促进畜牧养殖行

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本文主要对畜牧养殖过程中存在的动物疾病进行分析,包括动物疾病产生的原因、

动物疾病的种类以及针对畜牧养殖产业中存在的动物疾病提出具体的防控措施。希望通过所提出的分

析和对策,减少畜牧业养殖中动物疾病的发病率,促进畜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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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imal husbandry, affected by their own or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imals will appear various 

symptoms of diseases, if the breeding personnel do not take timely measures, it is likely to cause a large number 

of animal death, affect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farmers.In the new development perio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 scale of th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animal 

diseases existing in the process of animal husbandry, including the causes of animal diseases, the types of animal 

diseases, and the spec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the animal diseases existing in the animal 

husbandry industry.It is hoped that the proposed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nimal diseases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aqua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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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对肉制品的需求量也在不断攀升,推动了畜牧业养殖

产业的发展。伴随着畜牧养殖业的规模越做越大,养殖产品的种

类和质量也在不断增加。同时在畜牧业养殖过程中动物疾病也

是不可避免的。动物疾病不仅对动物身体健康产生影响,还会影

响养殖产业的经济效益,导致养殖产品的质量下降,对养殖产业

的发展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对于分析畜牧养殖中动物疾

病病因的分析以及防控对策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1 动物疾病类型及产生原因 

1.1普通类疾病 

动物的普通疾病一般分为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和产科疾病,

是畜牧养殖过程中 容易发生的动物疾病。普通疾病是针对单

个动物而言,一般来说普通疾病的传染性不高,致死率也不大,

容易根治和痊愈。动物的普通疾病患病症状明显,针对普通疾病

的治疗药品普遍。普通疾病的患病原因一般较为简单,多为动物

身体机能出现问题,单个动物出现普通疾病时,只要在发现初期

做好控制,不会对动物的生病造成危害。 

1.2传染类疾病 

传染病疾病主要以病毒、真菌、细菌等微生物为主,是畜牧

业养殖产业中极其重要的传播方式。传染性疾病一般通过空气

或者液体进行传播,动物在患病初期并无异常,不易发现,一旦

养殖人员控制不得当就会造成大量动物免疫力下降,甚至导致

整个动物群体感染死亡。传染性疾病针对不同个体所产生的患

病症状各不相同,所以在判断疾病具体类型时难度较大,且传染

病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对于整个畜牧养殖业的防控难度

很大。一旦出现大面积动物感染,就会产生极高的死亡率,甚至

危害饲养人员以及食用者的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动物传染性疾

病对人类有着直接影响,如口蹄疫、布鲁菌、鼠疫等,这些传染

性疾病在防控中需要高度重视。 

1.3寄生虫引发类疾病 

除了传染性疾病之外,寄生虫所引发的动物疾病也非常普

遍。寄生虫所引发的疾病对动物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威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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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畜牧产业的发展。寄生虫病分为体内寄生和表皮寄生两种类

型。体内寄生就是指寄生虫存在于动物体内,通过从动物身体内

吸收营养来存活下去,长久下来,会导致动物出现营养不良、食

欲不佳的情况。体外寄生是指寄生虫寄生在动物表皮上,通过吸

食动物的血液作为养分,体外寄生虫会导致动物出现皮肤红肿、

水泡等一些皮肤问题影响动物的健康生长。 

1.4人为引起类疾病 

1.4.1饲养方式不恰当 

在动物饲养的过程中,如果养殖人员的饲养方式不规范和

专业也会造成动物的患病和死亡。例如因养殖人员缺少专业知

识,在遇到动物出现疾病需要用药的情况下,不能通过专业的分

析选择恰当的药品或者不能够精准的把握好用药量,致使动物

身体健康产生问题,甚至会出现药物中毒导致死亡。并且我国有

一些地方的畜牧养殖技术还比较落后,这些地方畜牧养殖厂的

设备也比较落后,再加之比较少的专业养殖人员,极大可能会出

现不重视饲料质量、水源的洁净度,这些都是造成动物患病的重

要因素。 

1.4.2疾病防疫工作不到位 

一些养殖场只关注经济效益,很少在疫情防控方面投入过

多的精力。很多畜牧养殖场并没有针对动物养殖中所出现的疾

病和问题建立起完善的疫情防控体系和应对措施,并且在日常

的工作生活中,也不会对动物的健康状况进行定期的观测。还有

一些养殖场的养殖人员对于动物疾病防控方面的知识非常有限,

不能精准判断出动物是否患病,以及药品的具体用法。在这种情

况下,一旦疾病爆发,这些畜牧业场没有相应的应对政策,极可

能会影响养殖场的经济效益。疾病防控工作不到位,防控体系不

严谨都会增加动物患病的可能性。 

1.5环境导致类疾病 

在养殖过程中,动物生长环境对动物身体健康和患病概率

有着极为重要。如果动物所处的生长环境较差,就极有可能会滋

生大量的病毒和细菌,而动物长时间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会导

致免疫机能下降,从而增加动物患病的可能性。 

养殖场的内部环境的优劣也会从侧面影响动物疾病的发

生。养殖场的规模庞大,每一天消耗的饲料和产生的粪便非常多,

因此需要饲养者每天定时对养殖场进行清理和消杀。有的养殖

场场地较小,还饲养着超出养殖场容量的动物,如果清理和消杀

工作做得不到位,使得整个养殖场的空气不流通,在这种情况就

会极大加速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引起动物的大量患病和死亡。 

养殖场外部选址对于动物患病的可能具有一定影响。一些

养殖场为了节约成本,把养殖场建在不适合养殖的地区,例如地

势比较低的地方,这种地方易容易产生积水,加上养殖场每天排

出的污水囤积在一起无法排出,长时间的积累不仅污染空气也

会滋生大量的病毒和细菌,这也增加了动物患病的概率。虽然有

一些养殖场在选址方面比较注意,选择了适合进行养殖的地点,

但是在饲养设备方面不够完善,这也会给动物的健康造成一定

的影响,长时间如此也同样会致使动物患上疾病,甚至造成动物

的死亡。 

2 动物疾病带来的危害 

就目前而言,造成我国动物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动物疾病。

动物疾病会给动物的生命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还会影响养殖

场的经济效益。而传染性极强的动物疾病也极有可能对人类的

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阻碍社会进步发展。动

物疾病对人体健康也会产生一定的危害。社会上的一些不良商

家为谋取利益会以低价贩卖患病的肉制品,消费者在不知情的

前提下购买使用,长期食用患病的肉制品也会影响消费者自身

的身体健康。近几年来,动物疾病传染人的情况屡次出现,患病

者除了会遭受很大的病痛折磨,甚至有一些疾病还无法根治,这

些疾病都对全体人类的健康安全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3 动物疾病预防和治疗的重要性 

动物疾病预防和治疗对于整个畜牧业的发展是非常必要

的。一旦动物疫情扩散,就会导致的大量动物患病甚至死亡。动

物死亡所带来的的经济损失以及消费者购买力的下降都会对整

个畜牧行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影响。如果疫情扩散,将会消耗大量

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控制,就会造成人畜感染,这对于整个国

家甚至全世界而言都是一种极大的威胁。由此可见,动物疾病的

防控工作是一份十分艰难的任务,而建立动物疾病防控体系,做

好动物疫情防控工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4 动物疾病的防控措施 

4.1选择适宜的养殖环境 

养殖场地址的选择和环境的维护影响和制约着整个养殖场

的养殖水平和发展。所以,在建立畜牧养殖场时, 养殖人员必须

严格的按照要求选择符合要求的建设场地。首先应该考察养殖

场的建厂地点,实地考察该地是否适合进行养殖。除此之外,在

建厂时应积极添设排污设施,并且做好排水工作,从源头治理,

有效防控疫病的发生,降低动物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概率,保证养

殖圈内环境清洁,排水良好。 

4.2规范饲养 

有效的控制动物发生疾病,除了给动物营造良好的生活

环境之外,还需要从动物的饲养入手。首先,根据动物所处的

不同生长阶段,按照成长所需的营养元素专门配备相应的饲

料,以保证动物能够从饲料中获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专用饲料

能够调节补充动物身体素质,从而增强动物自身的抵抗力减

少患病的概率。 

其次,在饲料囤积方面,一定要注意避免过多的囤放饲料,

并且储存饲料的环境要避免潮湿阴暗的地方,这些地方容易使

饲料变质、发霉。如果出现饲料变质发霉或者因囤积饲料过多

而导致的饲料过期,养殖户需要注意及时舍弃,不要向动物投喂,

以免造成动物出现消化系统的疾病。再次,在动物饮用水方面也

要注意卫生安全,要避免水源受到污染,特别是冬天温度较低,

更要禁止动物饮用冰水,减少动物因饮用冰水造成的腹泻等疾

病。 后,养殖户要 好养殖区域的清洁和消杀工作,减少细菌

滋生,达到有效进行动物疾病防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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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做好疾病防控工作 

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的疾病症状做好具体的

应对措施,建立相应的疫情防控体系。一旦发现动物有患病的征

兆,及时采取隔离治疗,减少传染的可能性。对于药物的使用,

养殖人员也需要不断地学习医学知识,严格根据动物患病的症

状对症下药。此外,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同时,养殖人员也要通过

科学饲养增强动物自身的免疫能力,增强动物的抵抗力,从根本

上减少动物患病的可能性。其次无论是养殖人员还是非工作人

员,在进入畜牧养殖区域时必须要进行全方面消毒处理,并佩戴

有关器具。 后,畜牧养殖厂还需要定期的进行大规模消杀活动,

以确保能够实时观测动物的生长状况,并对疑似病例进行隔离

处理,避免存在传染的现象。 

总问言之,做好动物疾病的防控工作事确保畜牧养殖产持

续发展的重要元素。所以养殖人员在畜牧养殖过程中必须要建

立起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为动物疾病防控提供制度支持。 

4.4加强动物预防疾病注射 

畜牧养殖场应该对于动物疾病疫苗注射采取强制的措施。

在动物的成长过程中,养殖人员应该根据动物不同的成长阶段

所可能患病的几率制定相应的注射计划,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将一些动物疾病中传染人的疾病作为疫苗接种重点。例如禽流

感、布鲁菌等疾病。 

4.5做好疾病善后工作 

在疾病发生之后,养殖人员应该及时隔离已经患病的动物,

处理好因患病死亡的动物,并做好疾病消杀的工作,避免有更多

的动物感染疾病。对于已经患病的动物要根据具体疾病进行相

应的药物治疗或者寻去兽医院的帮助,并对患病动物行动范围

进行全面消杀,防止病毒的蔓延。只有做好疾病的善后工作,才

能有效动物避免二次患病的可能性。 

4.6提升养殖人员业务水平 

养殖人员的专业能力关系到动物的健康,要密切关注动物

的饲料和水源,保证为动物提供充足、无污染的水源和饲料,合

理进行喂养,促进动物的健康生长。养殖人员还要学习科学搭配

各种动物饲料,保证动物的营养均衡。同时需要加强对动物疾病

防控等方面的知识的学习,做到全面掌握动物疾病防控知识,在

原有的知识积累上不断更新自身知识库,掌握专业的动物养殖

方法,提高个人专业水平。 

5 结束语 

近年来,畜牧养殖业快速发展,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和当地地区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对动物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工

作也显得日渐重要。导致动物疾病的原因有很多种,并且在畜牧

养殖中很难避免动物疾病的发生,但是可以通过不断的研究和

探讨畜牧业养殖的动物疾病原因和对策,科学的制定有效疾病

防疫体系减少动物的患病几率,进而促进我国养殖产业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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