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对动物实行强制免疫， 是预防动物传染病发生的最
佳手段，也是保证我国畜牧业健康发展的有效措施。 自 2003
年以来，汉寿县加大对口蹄疫、禽流感、猪瘟、猪蓝耳病等一系
列重大动物疫病的免疫工作力度，实行春秋两季免疫，夏冬两
季及时补免。 按上级有关要求，免疫登记、免疫密度、免疫标
识的佩戴均达 100%。 通过免疫接种，激发动物机体产生特异
性抵抗力，降低动物对疫病的易感性，一些重大动物疫病在汉
寿县区域内销声匿迹。 但是，一些动物个体因某些原因，在进
行免疫接种后发生免疫副反应或出现病理过程， 甚至引起死
亡，给养殖户带来了经济损失，更有部分养殖户因此对国家强
制免疫政策产生误解， 在实施动物强制免疫时出现抵触或拒
免现象，影响了汉寿县动物免疫工作的正常开展。笔者结合多
年基层动物防疫工作经验，分析动物免疫副反应生成原因，总
结出一些防治对策，供各位基层动物防疫人员参考。

动物免疫副反应临床症状
轻度副反应症状为动物精神萎靡不振、食欲减少、体温稍

高、行走无力，注射部位起包；重度副反应症状为注射疫苗后
不久，动物出现气喘、呼吸加快、全身肌肉震颤、站立不稳，一
些动物甚至出现倒地休克现象。

动物免疫副反应生成原因
动物免疫副反应生成原因不外乎三种，既疫苗因素、个体

因素、人为因素。 三种因素联系千丝万缕，作用相辅相成，共
同影响着免疫副反应的发生。

一、疫苗因素
1．质量：“是药三分毒”，再优质的疫苗，在免疫接种过

程中，对动物机体都会产生一定的刺激，如猪口蹄疫疫苗，经
我国几代生物科学家的精心研制和提纯， 其毒副作用已降到
最低，但一些生猪个体对其中的类毒素依然敏感。一些养殖户
贪便宜，图省一些小钱，应用一些质量较差的疫苗进行免疫接
种，被免动物产生副反应的概率就相应增加。

2．保管：近年来，县乡两级动物防疫部门冷链设施完善，
对疫苗保管日趋规范，极少发生疫苗保管不善的问题。但一些
养殖户在疫苗领取过程中，不按规定的温度保存疫苗，导致疫
苗失效，产生毒副作用；使用这种疫苗进行免疫接种，容易发
生免疫副反应。

二、个体因素
1．幼畜：幼畜对一些疫苗相对敏感。 一些防疫人员为追

求免疫密度， 不顾幼畜的机体承受能力而全群或全场免疫注
射，导致幼畜产生强烈的免疫副反应。

2．孕畜：怀孕期动物有其特定的生理特性。怀孕初期，由
于妊娠反应和营养不良，降低了动物机体抵抗力，如此时防疫
人员盲目进行免疫注射，有可能诱发动物疫病。 怀孕中后期，
随着生产期临近，胎儿个体急剧增大，孕畜反应越来越迟缓，
对药物———特别是对疫苗的介入敏感，此时进行免疫接种，其
极易受到惊吓，容易导致在奔跑中骨折，有可能造成机械性流
产或药理性流产。

3．病畜:动物在免疫前就已经感染了某种寄生虫病或某
种疾病，动物机体正和疫病相互斗争，只是尚未表现出明显的
临床症状，此时动物机体免疫力下降。免疫人员若没有进行细
致认真的临床健康检查就进行免疫注射，在免疫应答过程中，
动物机体将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出现临床病理表现，严重的
引起动物死亡。

三、人为因素
1．检查不细：一些防疫人员对动物健康检查不细致，分

辨不出幼畜、孕畜、病畜；对即将使用的疫苗观察不清，使用过
期苗、失效苗、破损苗，污染苗。

2．消毒不严：为图省事，不对免疫器械、动物注射部位进
行严格消毒，仅用清水冲洗或煮沸消毒，容易引起动物注射部
位发炎化脓；不做到一畜一针，最易导致带菌或带毒注射，引
发动物交叉感染。

3．操作不符：一些防疫人员免疫接种方法不当，不按操
作规程进行。 在免疫接种过程中打骂、追赶动物；或把低于常
温的疫苗直接注射在动物身体内； 或是需肌肉注射的改用口
服，需深层注射的改为皮下注射，需用长针头的用短针头，这
些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免疫副反应。

4．剂量不准：不按照疫苗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剂量应用，
盲目加大使用剂量， 使疫苗的毒副作用在动物机体内达到峰
值，极易出现强烈的应急反应。如我县一养鸡专业户，应用鸡新
城疫Ⅰ系苗对 80日龄育成鸡进行注射免疫时， 将剂量加大到
每羽 10羽份，导致 890羽鸡中的 90羽死亡，死亡率超过 10%。

5．程序不当：一些养殖户免疫程序紊乱，如给乳猪注射
猪口蹄疫疫苗，给雏鸡接种鸡新城疫Ⅰ系苗，甚至苗药同用；
还有一些防疫人员图省事，将几种疫苗同时免疫注射。 这些行
为极其错误，不仅达不到预防效果，还可能引发动物死亡。

6．管理不善：一是饲养环境差，饲料密度大，栏（笼）舍通
风、保暖降温措施不合理；二是动物受到惊吓引起大脑皮层处
于高度兴奋状态，内分泌失调；三是新组群动物正处于群体之
间的争斗期和磨合期。 在这三种情况下进行免疫接种，也有可
能导致副反应发生。

动物免疫副反应防治对策
1．到当地政府所属动物防疫部门申领符合国家药典规定的

疫苗，并按规定保管。 不使用过期苗、失效苗、破损苗，污染苗。
2．免疫注射前，应对动物进行严格的健康检查，望闻问

切及体温检查需面面俱到。 幼畜、孕畜、病畜一律缓免，待条件
成熟后再行补免。

3．免疫器械和免疫部位要严格消毒，做到一畜一针；按
照疫苗生产厂家的使用说明剂量使用疫苗； 根据本地疫病流
行特点，结合实际，制定科学的免疫程序；执行严格的免疫操
作规程，不打飞针，不打甩手针；加强饲养管理，善待动物，提
倡给予动物福利；对防疫人员进行定期培训，使其熟练掌握免
疫技术操作要领。

4．对轻度副反应症状，一般不需治疗，将其置于适宜环
境下加强护理，保持卫生干燥，改善通风，增加营养，1～2 天即
可恢复。 若有包块，可行热敷。

5．对重度副反应症状，宜紧急皮下注射 0.1％盐酸肾上
腺素注射液，牛 5ml，猪羊 1ml；也可肌注盐酸异丙嗪或麻黄
素， 具体剂量参照药品说明书使用。 反应较严重的可间隔 20
分钟重复注射一次。 注射后需勤观察，让动物保持健康的睡姿
或站姿，保证其呼吸畅通。 必要时可行静脉注射，牛：10%葡萄
糖注射液 2000ml、盐酸肾上腺素 10mg、猪羊 10%葡萄糖注射
液 500ml、盐酸肾上腺素 2mg。

结语
笔者认为，通过认真了解免疫副反应生成的原因，在动物

免疫过程中， 能最大程度地规避免疫副反应的发生。 即便发
生，通过积极救治，也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家禽养殖场禽流感防控措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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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动物免疫副反应生成原因及防治对策
常德市汉寿县崔家桥镇动物防疫站 刘建平

摘要：在当前国内外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 广大基层农村规模禽
场如何科学应对禽流感,加强饲养管理,强化生
物安全, 避免出现重大经济损失, 显得尤其重
要。本人根据多年动物防疫工作经验,结合基层
禽场的防疫现状,充分了解规模禽场禽流感的现状，从分析
禽流感发生原因及流行病学特点入手， 首先对场址选择及
规划要符合防疫要求，其次应结合科学的饲养管理、规范的
免疫操作、 制度化的卫生消毒等各方面措施来综合防制规
模禽场禽流感的发生。

关键词：禽流感；消毒；免疫；疫苗；防控
禽流感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 根据禽流感致病性的不同，

可分为高致病性禽流感、低致病性禽流感和无致病性禽流感。
一、 充分认识家禽养殖场禽流感防控现状和重要性及

意义
（一）规模禽场防控禽流感的现状
1．家禽养殖规模在不断增大，但养殖水平依然不高，

特别是规模禽场动物防疫工作及意识观念没有随着规模化
的发展而有根本的改变，从而导致疫病发生频繁。

2．家禽养殖业是属于密集型产业，虽规模是上万羽，
但相关工作人员不多，一人兼数职现象非常普遍。 队伍人员
素质和技术水平明显不能适应防控禽流感的要求。

3．规模禽场禽流感防控受大环境影响：一是禽流感疫
情的发生没有季节性。 二是由于今年气候异常，雨水偏多等
因素影响造成大量候鸟停留； 三是地方政府防控工作存在
薄弱环节，防控措施不到位，队伍不健全；四是商贸经济的
高速发展，流动人口多、消费量增加，调运、交易频繁，增加
了疫情跨区域传播风险；

4．规模禽场禽流感免疫效果差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
是没有根据母源抗体水平、 饲养环境和家禽品种制定科学
的免疫程序，注射日龄、注射剂量的选择存在差异。 二是免
疫操作不熟练，或剂量不足，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二）重要性及意义
随着养殖业向现代化、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规

模禽场防制禽流感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所以规模禽场应
以从建场就开始做好防疫规划，加强以免疫、卫生消毒、加
强科学饲养管理等综合防制措施，杜绝病源的侵入，构筑防
治禽流感的坚强防线。

二、禽流感发病原因及流行病学特点
（一）发病原因
禽流感是一种高度接触性的传染病，主要发病原因有：
1．禽场卫生防疫达不到要求。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 我市很多禽场都达不到畜牧场卫

生防疫要求：场与场之间、场与居民区和污染源距离很近；
最基本的卫生消毒防疫设施、设备都不健全；没有严格的执
行卫生、消毒等各项防疫制度。

2．饲养管理水平落后、意识淡薄。

3．疫苗免疫效果差。
4．耐药菌株和强毒株的普遍存在：
由于忽视检测手段在生产中的应用，长期大范围盲目滥

用抗菌药物，人为造成了养殖场中一些常见的细菌产生广而
强的耐药性。

（二）流行病学特点
目前，禽流感是高度接触性的传染病。 一年四季均可发

生，但秋冬初春季节发病率最高。主要是通过水平传播，禽流
感病禽可以从呼吸道、结膜和消化道排出病毒。

三、禽流感的综合防制措施
（一）选址和规划建场按动物卫生防疫要求来设计建造
1．选址：建规模禽场要求场址四周远离居民区，地势高燥、

水源充足、交通便利，空气、土壤、水质均要达国家规定标准。
2．布局：规模养禽场各功能区要分开，做到净道、污道

分开互不交叉，出入口分开，整个场区要有围墙，最好围墙外
有防疫沟，生产区、无害化处理区要位于生活区下风向。

3．禽舍结构：禽舍要保温隔热，从防病角度应注意禽舍
地面和墙壁要有利于清洁与消毒，舍内通风良好。

4．生产工艺：每禽舍养同一年龄的禽，保证全进全出的
饲养方式。

（二）饲养管理要科学
建立科学的饲养管理体系，包括科学的饲养管理方式，根

据禽的品种和日龄，按照大规模小群体的原则，分隔多个饲喂
区间，确保禽群个体均匀、营养均衡、生产性能良好，避免营养
不足。 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要注意禽舍的通风换气和禽群的饲
养密度，做好禽舍的保温工作。根据季节变化给禽群喂服抗病
毒药和防细菌感染的药物。在进行各种传染病防疫、免疫前必
须投喂抗细菌继发感染的药物。保证全进全出的饲养方式。有
条件的鸡场要实行封闭管理，以切断传染来源。

（三）建立科学的卫生消毒制度
消毒就是杀灭外界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切断疫病的传

播途径，达到预防疫病发生和传播的目的。 结合常规预防措
施，强化隔离和消毒，做到“外堵内消”。

1．“外堵”是：(1)注意对进入禽场的人员、车辆及物品
的彻底消毒工作。 (2)严格禁止从有疫病的场引进种源，保证
种源健康。 (3)要禁止外来禽类进场。 (4)同一养殖场点不应混
养家禽，尤其应避免鸡与水禽混养；(5)禽场和禽舍的进出口
处设立消毒池。

2．“内消”是：因为禽流感病毒对消毒药都很敏感，所以
必须加强鸡舍和周围环境的消毒规模。 养禽场购置消毒设
备，对圈舍、鸡笼、饲养用具以及饲养环境等进行定期消毒，
也可经常性载禽消毒。

（四）建立科学的疫苗免疫程序、规范的免疫操作及免

疫抗体检测制度。
疫苗免疫是预防禽流感疫情最直接有效的

手段。 要做好禽流感的程序化、制度化免疫，一是
在每次免疫接种前， 应将疫苗从冰箱取出后进行
预温，使疫苗温度达到 25℃左右。 二是疫苗要选

准。 三是剂量要足。 四是免疫部位方法要适合。 在实施禽流感
免疫注射时，必须严格操作程序，确保免疫效果。

免疫监测：在动物第二次免疫后 25-30 天，可采血进行
免疫抗体检测。 根据抗体监测水平确定是否提前实施再次免
疫；加强疫病监测：各个禽场要加强对禽流感的抗体检测，根
据检测的结果制定本场的免疫程序，或对虽经免疫但抗体水
平较低的禽群进行紧急补免。

（五）建立规模禽场禽流感疫病防控要与防控大方向和
新趋势相结合

1．如何来防控禽流感变异病毒株及混合感染。
流感病毒变异是其自然属性，目前，随着高致病性禽流

感病毒的扩大和变异， 又产生了新的病毒变异株 H5-Re-4
和 Re-5。 另外，我们也不能否认疫苗免疫存在的局限性,随
着规模禽场养殖年限的增加和疫病的增多，两种或两种以上
的病原多重感染，继发感染、混合感染开始普遍，这给我们防
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又带来新的考验。

2、根据防控禽流感不断产生的新情况，今后努力方向：
（1）对规模养禽场和种禽场的技术人员进行全面培训，

使广大防治人员和技术人员了解、 掌握和运用操作规范标
准，提高自身的能力，规范防控行为，提高防治水平。（2）加快
科技进步，及时跟踪研究病毒变异规律，研制开发新型疫苗
和诊断试剂，加大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力度，提高基层防控
技术水平。

四、讨论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对规模禽场禽流感的综合防控

措施有更深层次的了解， 要不断根据禽流感的流行病学调
查、发生特征和原因分析,正确认识病毒抗原变异、科学评价
疫苗作用、改善养殖模式、加强活禽交易市场和流通环节管
理， 以及大力推进禽流感科学防控知识宣传等措施, 达到禽
流感科学防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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