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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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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物防疫工作对我国肉类食品安全有着直接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就目前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来看，总体成

效不足，其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严重制约了我国动物防疫工作的顺利发展与建设，急需解决。目前，部分肉类市场上经常出现因疫病而死，但却被不良商贩低价

卖出的现场，人们在食用带病肉类时，身体免疫系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进而出现不同的病症。只有切实提高对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才能进一步确保

市场食品安全。基于此，本文就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合理对策，以期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

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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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safety of meat in China，and will threaten people's life and health to a certain exten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the overall results are insufficient，among which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which seriously restrict the smooth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in China，and need to be solved urgently. At 

present，some meat markets often die due to diseases，but they are sold at low prices. When people eat sick meat，the body's immune system will be affected 

to a certain extent，and then different diseases will appear. Only by effectively increas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nimal diseases，

can we further ensure the food safety in the market. Based on this，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any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reasonable countermeasures，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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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速度得到了进一步加快，养殖规模也

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同时管理工作实现了规范化发展，但由于部分养殖

户并未意识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导致动物疫病情况不断加重，如若不

及时进行处理，就会导致整个畜群都被疫病传染，进而引发大面积死亡，

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才能做好动

物疫病防治工作，保障畜禽养殖行业的长远健康发展。 

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1.1 免疫程序问题 

从动物养殖种类以及养殖方式来看，不同地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不同地域的动物养殖方式也不尽相同，主要体现在动物养殖种类和养殖

时间等方面，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地域的动物体质状况研究针对性较强的

免疫程序，才能切实解决免疫程序问题。但由于部分地区的动物养殖人

员并未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错过良好的免疫时间，就会导致并未得

到免疫的动物因内外界诸多因素而导致病情日益加重，例如，日常饮食、

温度、湿度等。在前期准备阶段，防疫人员应该对动物养殖进行全面合

理考察，了解动物养殖方式以及养殖时间，然后组织相关工作人员开展

疫病预防工作[1]。 

1.2 病毒携带问题 

春秋季节是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关键阶段，工作人员需要赶往各地

进行疫病防治工作，并组织专业人员对大量动物进行疫苗注射等，但由

于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面临着数量、种类较为繁多的动物，因此在实

际操作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疏忽，例如，因工作人员消毒不及时，或者是

操作之前并未对动物进行消毒处理就直接与动物进行直接接触，就会导

致人类身上携带的病毒传染给动物，部分病毒不会直接影响并威胁人类

的身体健康，但可能会对动物的生命健康造成影响，这也是导致动物疫

病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1.3 动物疫病防治较为落后 

在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部分地区的防治手段以及相

关设备较为落后，所以导致动物疫病防治无法取得较为良好的成效。在

疫病防治时，首先需要良好的监测环境，只有确保高质量的监测环境，

才能正确判别病菌的携带情况，进而为后续动物防治工作奠定基础。但

就当前情况来看，部分地区的基础设备和相关设备较为落后，尤其是农

村地区，在并未监测的情形下，无法及时了解动物群内的疫病情况，也

无法做好基础冷藏准备工作，此时如果直接组织开展疫病防治工作，就

会导致病菌逐渐扩散，从而影响其他动物，对养殖场造成恶劣影响。 

1.4 疫病防治工作重视程度不足 

目前，动物疫病案例日益增多，尽管国家已经逐渐提高了对动物疫

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且对该项工作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由于人们

对动物疫病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国家宣传工作不到位，因此导致

部分地区的动物疫病防治知识不足，再加上大多数养殖场都建立在农村

地区，区域内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为薄弱，并不了解专业的养殖知识，

所应用的养殖方法普遍是较为传统的方法，因此在动物养殖和疫病防治

工作方面的重视程度不足。但动物存在疫病情况时，为了避免出现过多

的资金损失，部分养殖人员会直接将疫病动物低价卖出，或者是直接丢

弃，这就导致病菌传染速度不断加快，形成一种较为严重的病菌循环链[2]。 

1.5 基层资金不足 

目前，基层资金不足是制约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顺

利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基层资金不足，尽管部分养殖户想要组织专

业人员开展疫病防治工作，但却由于基层资金不足而导致该项工作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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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受到影响和限制。而造成该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资金在周转和

投入过程中往往需要较为繁琐的步骤、流程，所以导致经费投入时间较

长，或者是无法一次性不足，难以衔接好各环节的疫病防治工作所导致

的，因此导致疫病防治工作质量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二、基于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合理对策探究 

2.1 落实动物疫病的责任主体 

为了推进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国应当加大对该项工作

的宣传力度，保证宣传工作层层递进，宣传到每个地区以及个体养殖户，

让有关人员深切意识到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自觉履行动物疫病

防治义务与责任，提高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并落实到日常养殖中。对

此，首先，相关政府部门可以组织个体养殖户签订动物疫病责任主体书，

明确自身在此项工作中的责任与义务，并依靠法律手段避免养殖户的违

法违规操作，从而确保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其次，加大动物

疫病防治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疫病防治措施的普及率，同时引导更多

的社会人员参与到宣传工作中来，确保人们能够将防治措施铭记于心，

从而更加规范养殖行业的各项行为。 后，提高企业的参与度，引导部

分企业积极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自觉并免费为养殖户提供疫病防治疫

苗，进而提高疫苗普及率，促使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能够实现进一步发展。

在此情形下，通过科学合理的法律手段，层层宣传并控制，能够正确引

导相关行业和社会人员投入到动物疫病防治工作中来。 

2.2 创新疫病防治手段 

在日常工作中，相关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疫病防治工作的规划和监

管力度，并将养殖场，或者是规模较大的动物养殖中心看作重点防治对

象，才能严格监管并约束动物养殖过程中的各项不当行为。通过政府部

门的监管和规范，能够确保动物养殖监管的规范性和有效性；长期规范

动物的养殖全过程，能够使得养殖人员潜移默化地养成动物疫病防治意

识，从而达到疫病防治的 终目的。创新疫病防治手段，通过加强对动

物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疫病防治工作，能够 大限度地降低

动物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从而更好地保障疫病防治质量。 

2.3 加大相关职能部门的疫病防治力度 

各级职能部门应该不断加强对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尤其

是疫病预防中心，应该切实意识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不仅需要全面协

助政府部门建立系统化、完善的疫病防治体系，还需要多个角度分析、

完善并确保监管制度的顺利执行[3]。乡镇饲料中心也应该落实动物免疫工

作，严格规范日常行为，进而为后续疫病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合理分配动物养殖任务，建立系统化、完善的考核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规

范动物疫病防治行为，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动物防治工作的贯彻落实。 

2.4 建立动物疫病举报系统 

建立动物疫病防治举报系统较为关键，在动物疫病防治工作中的应

用较为普遍，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系统，社会中所有群体都能及时发现

并上报给上级部门，职能部门也能及时了解到疫病情况并解决，从而提

高动物养殖的规范性管理，这样的方式公开透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和举报也能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提供一定的助力，从而确保畜牧业的长

远稳定发展，避免病菌影响动物甚至带来死亡。同时也能让人民群众通

过线上平台学习动物疫病防治相关知识，并强化群众意识。 

2.5 改善动物饲养以及相关部门的工作行为 

2.5.1 改变动物饲养方式 

首先，为了防止动物之间出现病菌交叉感染现象，无论是养殖户还

是职能部门，都应该提高对动物分区养殖方式的重视程度，学习动物混

养的专业知识，实施“鸡鸭笼养”工程，增加养殖场防鸟设备和措施，

避免交叉感染现象的出现。其次，可以将以往的动物散养方式转变为规

模化养殖方式，结合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要求，科学引导养殖人员建立

标准化养殖区域，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事先建立养殖场示范区。

现阶段，各养殖场应该以养殖户为单位，确保养殖小区实现自繁自养，

同时将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类型的动物进行分舍饲养，以便保障全进全

出动物目标的实现[4]。 

2.5.2 改变以往基层机构的工作行为 

改变以往基层机构的工作行为，鼓励个体养殖户、养殖小区，尤其

是养殖规模较大的单位，应该专门聘请兽医，或者是长期从事本行业的

专业人员负责本区域的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并且聘请防疫人员做好部分

动物的疫苗接种工作，邀请乡镇动物疫病防治机构负责养殖全过程的管

理工作。同时将以往的动物诊疗工作分为两个负责，一个部门负责动物

的诊疗；另一个部门负责动物的疫病监测，并加大内外部监管力度，不

断加强自身的建设，稳步提升部门的执法能力和动物疫病防治能力，从

而更好地保障执法质量。 

2.6 不断扩大农村防疫队伍 

我国大多数动物养殖中心和个体养殖中心都建立在农村地区，但由

于农村人民普遍存在文化素养较低、专业能力有限等情况，因此在动物

养殖过程中无法避免存在操作不当现象的出现。扩大农村防疫队伍不仅

有利于确保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有序推进，还能不断加大管理部门对养

殖全过程的监管力度，同时也能帮助养殖以及养殖人员提供知识和操作

水平，从而避免因操作失误情况而导致动物疫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由

此可以看出，形成层层监管制度，不断扩大农村的防疫队伍是非常有必

要的[5]。目前，很多年轻人并不愿意加入到畜牧业管理和建设工作中来，

一方面是由于基层资金投入不足，因此薪资较低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

由于年轻人并未意识到该项工作的重要性所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职能部门应该不断加大对该项工作的资金投入力度，吸引更多年轻人参

与到畜牧业管理工作中来，以大量的年轻群体带领中老年养殖户共同做

好动物疫情防治工作。 

三、结语 

综上所述，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是一项极为关键的工作，它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以及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我们要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严格监管，

才能避免病菌因人为因素而造成疾病传播。在目前技术水平和专业技能

有限的情形下，各职能部门应该承担起重任，进一步完善动物疫病防治

系统，并通过各种有效手段落实该项工作，不断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到畜牧业管理和建设工作中来，以不断扩大农村防疫队伍。只有不断加

强对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程度，提高宣传力度，才能确保动物疫病

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切实保障市场食品安全，同时推进畜牧业实现长

远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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