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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环境因素 蛋 鸡 群 对

生长环境要求是有标准的，
不能满足其适宜的生长条
件，如气温变化、环境潮湿、
通气不良、不良刺激都会影
响蛋鸡的正常代谢。

营养因素 日 粮 中 蛋
白质不足或缺乏微量元素、
维生素，卵巢发育受阻，日
粮中含有棉籽酚或霉菌毒
素等有害物质。

疾病因素 疾 病 导 致
机体器官病变，如病毒性疾
病的新城疫、减蛋综合征；
细菌性的沙门氏菌病、大肠
杆 菌 病 ；寄 生 虫 中 的 球 虫
病、丝虫病等导致卵巢的器
质性变化。

年龄因素 当 达 到 一
定月龄时，因其生理功能下
降，卵巢形成卵子的速度就
会下降，这种下降是不可
逆的。

方法
为 提 高 蛋 鸡 的 产 蛋 率

和产蛋总数，有效控制不利
因素引起的产蛋率下降，可
从以下几方面改善：

饲养条件 为保证蛋鸡最佳的生长环
境，在建舍时要考虑当地的气候特点，尽可
能做到避风遮阳、冬暖夏凉。当冬季舍温低
于 13℃时，必须增设采暖设备，将舍温提至
20℃~25℃，夏季在舍温超过 28℃时，必须采
取通风降温，或增设水帘、地面洒水、排风等
措施，以保证蛋鸡最佳的产蛋条件。

日粮全价 优质全价日粮是产蛋率的
基础保证，在产蛋高峰期日粮中的粗蛋白
含量必须保证在 18%，而且应由两种以上
蛋白质饲料组成，动物性蛋白也要占一定
比 例 。 同 时 ，全 价 维 生 素 、微 量 元 素 都 不
可缺少。

疾病防治 疾病是引起产蛋率下降的
重要原因。为避免疾病的发生，必须制定科
学的免疫程序，并严格执行，特别是常发、易
发、危害严重的疾病，如马立克氏、新城疫、
禽流感、法氏囊炎等。在开产前必须用减蛋
综合症灭活油佐剂疫苗皮下注射一次。

科学管理 指日常的生产管理程序，如
饮水、投料的时间、数量、质量等；还有清粪
时间、消毒次数及饲养员水平、责任心等要
素，都要符合蛋鸡的饲养管理标准，否则会
导致产蛋率和产蛋总数的降低。

（王志明）

高温高湿环境会促使奶牛代谢失衡，
引起热应激反应、进而导致奶牛产奶量下
降、乳品质下降、繁育效率下降，疾病风险
提高，从而给养殖户造成经济损失。

科学降温
直接降温和间接降温是奶牛降温的

主要方法。直接降温就是直接牛体降温，
这是牛场最普遍的做法。通过风扇将浇
湿的奶牛体表水分带走，以此给奶牛降
温。此种方法要结合风扇功率、高度、风
向等参数，确保风速达到 3 米/秒，还要保
证奶牛充分的喷淋降温时间，建议每天累
计喷淋降温时间在 4~6 小时，共计 6~8 次，
每次 30 分钟至 1 小时。间接降温因场而
异，有使用水帘降温，有加装遮阴网，或者
安装遮光板等降低牛舍温度。

营养调控
严把饲料原料关。建议选择适口性

好、消化率高、营养浓度高的饲料原料，可
以最大程度提高干物质采食量，将营养转
换成奶水。

水是最重要的饲料，因此要确保奶牛
有足够的清洁凉水。在保证牛群平稳的
情况下，合理优化配方设计，提高日粮能
量浓度，合理添加功能添加剂。

繁育调控
奶牛处于热应激条件下，受胎率明显

下降。热应激期间，要制定相应的繁育策
略，提高受胎率，同时尽量避开在 7~8 月份
产犊，此时不仅奶价普遍不高，产奶量也
不高。

疫病防控
热应激下，奶牛免疫力下降，高温高湿

环境易滋生细菌，此阶段牧场要预防肢蹄
病大规模发生。另外注意防蚊蝇等媒介动
物，预防传染病病原传播。

其他风险防范
持续高温高湿，极端天气更是频发，

奶牛场场长要预防暴风、雷电、洪水等自
然灾害，保障牧场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
储备足量材料，并注意草料、库房、青贮窖
等防水防潮，预防饲料原料霉变，注意用
电安全、机械设备操作安全。 （张震）

近年来，猪瘟、乙脑、伪狂犬、附红细
胞体等疾病的发生呈明显上升趋势，并与
其他疾病混合感染为主，给养殖户造成了
严重的损失。

发生原因
气候条件变化 温度高、雨水多，形

成高温高湿，对猪群造成较大应激，导致
机体免疫力下降，易发生疾病现象。同
时，由于高温高湿，饲料储存不当，易发生

霉变，猪采食后易发生中毒现象。
环境因素 猪舍设计不合理，圈舍猪

群数量大，卫生状况差，清粪不及时，蚊蝇
等昆虫繁殖滋生，易造成疾病的传播和流
行。

人、物、车管理不当，进入养殖场的物
品没有严格消毒，直接进入生产区和生活
区。外来车辆随意出入养殖场，尤其是拉
猪车辆没有严格按照“洗、消、烘”消毒制
度执行。

防治措施
做好防暑降温，圈舍温度控制在 30℃

以下，控制好圈舍的养殖密度，保证每头
猪（育肥猪）1.5~1.8 平方米的养殖面积。

做好圈舍内外卫生、消毒工作，处理
好粪、尿及污水，防止污染圈舍及场区环
境，消灭蚊蝇、清除杂草等。

做好免疫工作，加强疫苗注射，如猪

瘟、乙脑、伪狂犬等。可适当在饲料内添
加清瘟败毒散等药物保健。

提供优质的饲料，饲喂时应注重充足
的饮水，饲料储存在阴凉干燥处，饲料底
部应垫上 20 厘米左右厚的防潮层。

物品严格消毒后方可进入生活区和
生产区。拉猪车辆应停在离养殖场 500~
1000 米外进行装猪。生猪拉走后，场地
进行消毒。

养殖场应做好人员管理工作，严禁窜
圈饲养，防止造成交叉感染。

（记者 李冀安 整理）

严格掌握适应症
在选用抗菌药物时应结合

临床诊断、致病微生物的种类以
及其对药物的敏感性，并根据症
状轻重，选择病原微生物高度敏
感和临床疗效较好，不良反应较
少的抗菌药物。例如蜜蜂副伤
寒、败血症，选用卡那霉素、庆大
霉素的效果会优于青霉素。

用药要适量
抗菌药物的剂量不宜太大

或太小。剂量太小起不了治疗
作用；剂量太大，不仅造成浪费，

还可能引起严重反应。一般来
说，开始剂量稍大，以便给病原
菌以决定性的打击，以后可根据
病情适当减少药量；对急性细菌
感染剂量应增大。

抗 菌 药 物 的 疗 程 应 充 足 。
一般细菌性传染病应连续用药
3~5 天，直至症状消失以后再用
1~2 天，以求彻底治愈，切忌停药
过早招致疾病复发。给药途径
也要适当选择，成蜂的细菌性传
染病多采用饲喂方式。这样方
便、节省时间，可以在较短的时
间内，使所有的病群都接触到药
物。幼虫的细菌性疾病最好采
用喂蜂的方法。这样可以使药
物分布更均匀，幼虫可以尽可能
早地接触到药物。

注意观察蜂群反应
在用药过程中应注意观察

蜂群反应，如症状好转，应坚持
继续用药；如果毒性反应过大，

则应改换其他抗菌药物。如果
疗效不佳，应考虑下列几种可能
性，及时修改治疗方案：

抗菌药物选择不当，不能抑
制病原微生物，此时应改换其他
有效抗菌药物。

剂量不足或给药途径不当，
此时要增加剂量或改变途径。

诊断上有错误，即疾病并非
细菌引起，而是病毒、原虫等引
起的疾病，故抗菌药物无效。

防止细菌产生耐药性
严 格 掌 握 抗 菌 药 的 适 应

症；剂量要充足，疗程要适当，
以 控 制 耐 药 菌 的 生 成 ，必 要 时
可采取联合用药。这是从不同
环节控制细菌产生耐药性的有
效 方 法 之 一 。 此 外 ，还 应 注 意
下列问题：

原因不明的疾病和病毒性
疾 病 ，均 不 宜 轻 易 使 用 抗 菌 药
物；抗菌药物的预防给药应该严

加控制，尽量避免长期用药。污
染 的 场 地 ，蜂 具 的 定 期 彻 底 消
毒，也是控制耐药菌传播的重要
环节。对于某一种细菌性传染
的治疗，不能够长期使用一种抗
菌药物，要有计划地交换使用。

综合治疗措施
抗菌药物多数为抑菌药，仅

为机体歼灭细菌创造一定的条
件。为了更好地取得治疗效果，
在使用抗菌药物同时，必须根据
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综
合治疗。如改善饲养管理，增强
蜂群本身的抵抗力，注意消毒，
控制病原体进一步扩散。

联合用药
联合应用抗菌药物虽然可获

得相加作用 （药效为两药的总
和）或者协同作用（药效较相加作
用更好），但有时也可产生拮抗现
象或者增加毒性反应。因此，必

须有下列明确的临床症状：
病情危急（包括病情不明）

的严重感染。
一种抗菌药物不能控制的

混合感染。
细菌经长期用药，有产生耐

药性可能者。

混合用药
抗菌药物之间以及抗菌药

与其他药物相混合时，有时可能
产生药效抵触，应设法避免。用
时应该注意：

四环素类药物最好单独使
用；也不宜与碳酸氢钠、氯化钙
等一起使用。

青霉素 G 钾盐不宜与四环
素、磺胺药、卡那霉素、庆大霉素、
红霉素、维生素C等一起使用。

磺胺类药物特别是复方增
效磺胺制剂，能够与多种药物相
抵触，应该单独使用。

（陈志丽）

养蜂用药注意避免药物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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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如何应对高温天气

猪病的发生原因及防治要点
安康市汉滨区畜牧中心 王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