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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养殖场规模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动物疾病的频发,对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管理水平及兽医服务和兽

医管理体系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 本文对规模化养殖场兽医分工进行了较为明确的界定,将养殖场兽医分为理

论兽医、实践兽医和生产兽医,并就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兽医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建设内容和建设要求与过程

等提出若干建议,以期为养殖场兽医体系的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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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cale
 

of
 

livestock
 

farms
 

in
 

China
 

and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animal
 

diseases,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modern
 

and
 

large-scale
 

livestock
 

farms,
 

the
 

construction
 

of
 

veterinary
 

services
 

and
 

veterinary
 

management
 

sys-
tem.

 

This
 

paper
 

gives
 

a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division
 

of
 

veterinary
 

work
 

in
 

large-scale
 

livestock
 

farms,
 

dividing
 

the
 

farm
 

veterinarians
 

into
 

theoretical
 

veterinarians,
 

practical
 

veterinarians
 

and
 

production
 

vet-
erinarian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necessity,
 

contents,
 

requirements
 

and
 

process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veterinary
 

system
 

in
 

modern
 

large-scale
 

livestock
 

farm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ivestock
 

farm
 

veterinary
 

system.
Key

 

words:
 

veterinary
 

system;
 

modern
 

breeding
 

farms;
 

large-scale
 

breeding
 

farms;
 

theoretical
 

veteri-
nary;

 

practical
 

veterinary;
 

operating
 

veterinary

　 　 兽医体系建设关系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以及

人类健康。 兽医体系并非新的词语, 其最早在

1956 年国务院发布的文件《 国务院关于加强民间

兽医工作的指示》中就有所提及 [ 1] 。 改革开放后,
中国逐步建立并完善政府层面的兽医社会化服务

体系,包括国家、省、市、县和乡等多级兽医体系,目

前已经形成了上下纵横联网的动物疾病防控格

局 [ 1- 2] 。 然而,随着养殖业规模化程度不断提高,
集团化养殖企业不断增加,现有的行政化兽医服务

体系不能完全满足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的需求。
如何建立适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的兽医体系已成

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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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兽医体系建
设的必要性

1. 1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是蛋鸡养殖大国,蛋鸡存栏量、禽蛋产量

均为世界第一,鸡蛋消费量居世界第三。 但是,中
国并非蛋鸡养殖强国,养禽业 CR10 ( 行业集中度

前 10 位) 市场份额为 40%,CR5(行业集中度前 5
位)市场份额为 36%,CR2(行业集中度前 2 位)市

场份额为 23. 7%。 同时,中国也是家畜养殖大国,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企业所占比例不断提高。 2021
年 12 家大型养殖公司共出栏 1. 08 亿头生猪,占全

国生猪总出栏量的 1 / 6;牧原、正邦、温氏和双胞胎

等公司生猪年出栏量均超过 1
 

000 万头,年出栏

500 头育肥猪以上规模养殖场比例也由 2010 年的

38%上升至 2020 年的 52. 3%。 2019 年中国羊饲

养 3
 

000 只以上规模养殖比例已经达到 5. 2%,100
只规模养殖比例近 5 年下降了 17. 8%。 随着现代

化、规模化养殖场数目的不断增加,养殖场兽医需

求量也在不断上升,但中国兽医数量、质量和服务

内容却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亟待建立与现代化、规
模化养殖场相适应的兽医体系 [ 3] 。
1. 2　 养殖行业趋近微利时代的需要

目前,排除原料价格暴涨、疫情频繁暴发及养

殖周期波动等因素的影响, 蛋鸡的养殖周期约

540
 

d,净利润约 15 元·羽 - 1 ;肉鸡的养殖周期约

40
 

d,净利润约 2 元·羽 - 1 ;猪的养殖周期约 170
 

d,
净利润 60 ~ 80 元·头 - 1 ;羊的养殖周期约 400

 

d,净
利润约 100 元·只 - 1 ;牛的养殖周期 1

 

000
 

d 以上,
净利润约 1

 

000 元·头 - 1 。 中国养殖业特别是养猪

业存在养殖生产效率低、生长速率慢等问题,加上

用地成本、人工成本和环保压力等因素,导致养殖

业利润不断降低,趋于微利时代。 目前,中国每头

母猪每年所能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 ( pigs
 

weaned
 

per
 

sow
 

per
 

year,PSY) 为 18 头,远低于丹麦的 30
头 [ 4] 。 如果能够多存活 1 头仔猪,养殖场养殖收益

将增加 200 元。 因此,要解决养猪业生得多、活得

少的困境,提高养殖场的养殖效益,建设完善的兽

医体系和养殖场疾病防控体系就十分有必要。
1. 3　 精细化生物安全防控管理的需要

在中国养猪规模比较大的企业中,品种改良对

养殖效益的科技贡献率占 40%,营养饲料占 20%,
疾病防治占 15%,繁殖与行为占 10%,其他管理占

15%。 在养猪成本分析中,饲料成本占总成本的

50%,猪种占 20%,饲养管理占 10%,疾病控制成本

占 10%,土地、资本等占 10%。 近年来,随着猪冠

状病毒病和非洲猪瘟等疫病的暴发 [ 5- 7] ,用于疫病

控制和生物安全防控的成本逐年提高,疫情防控效

果好坏已成为决定养殖效益高低的首要因素,兽医

对养殖效益的科技贡献率也已经提高到 30% ~
50%。 然而,疾病防控是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更

专业的队伍来完成。 因此,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

需要更为专业和完善的兽医体系。

2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兽医体系建
设内容

2. 1　 兽医分类

2. 1. 1　 理论兽医 　 理论兽医负责养殖场动物疾病

防控理念的设计、防控体系的构建及防控措施的制

定、指导实施和综合评估等工作,是养殖场疾病防

控实践兽医的指导者。 理论兽医不仅要学习过防

控理论知识或者提出过防控理论,还应具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可以将实践知识上升到理论水平并能够

有效指导实践兽医。 理论兽医是针对养殖集团层

面而非具体某个养殖场而设立的。 理论兽医的组

成主要包括具有长期临床实践经验并能够制定出

养殖场有效防控措施的实践兽医或生产经验兽医,
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的兽

医,与养殖场长期合作的高校或者科研院所研究人

员,以及其他具有疾病防控新思路的专业人员 [ 8] 。
  

理论兽医主要工作职责包括调查和分析国内

外和公司周围动物疾病流行和传播情况,定期对具

体养殖场进行疫病监测和监控,制定公司养殖场疫

情预警机制;根据养殖场疫病的流行情况,有针对

性地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防控目标和任务,构建

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控制体系及措施,指导并评

估防控措施的实施和效果;提出并参加解决养殖场

实际需求的科学研究,促进畜禽安全生产与动物保

护和谐发展;综合人工智能、信息化技术、大数据和

经济学等学科领域构建养殖场疾病防控技术体系

和理念体系;保护动物福利,制定动物保护和福利

相关规定。
2. 1. 2　 实践兽医 　 实践兽医负责养殖场疫病流行

病学分析预警、动物健康评估、疾病诊断和治疗及

疾病防控措施的实施和效果评估等工作,是理论兽

医理念的执行者和实践者。 相对于理论兽医所提

出的前瞻性概念,实践兽医注重结合临床实际提出

适合本养殖场所需的建议。 实践兽医是针对具体

养殖场设立的具有一定临床实践经验且熟练掌握

实践技术的兽医,负责单个养殖场或者相对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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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养殖场。 实践兽医主要包括能够利用现代兽

医学技术分析养殖场疫病流行情况和评估养殖动

物健康状况的人员,具有熟练掌握疫病诊断和治疗

的兽医,以及能够对养殖场疾病防控措施的实施和

效果进行评估的人员。
  

实践兽医主要工作职责包括负责养殖场疫病

流行病学分析调查,建立疫病流行模型和预警系

统,负责养殖场动物健康评估;定期开展抗原、抗体

和流行菌株(包括耐药性) 的检测,负责药物和疫

苗效果评估和质量安全评价;负责实施理论兽医提

出的防控措施和效果评估,提供新的防控措施建

议,执行理论兽医提出的大数据平台建设、智能软

件管理等工作。
2. 1. 3　 生产兽医 　 生产兽医是指在某一养殖场内

能够负责样品采集、疾病诊断和治疗、药物和疫苗

使用并执行疫病防控措施的具体人员,是理论兽医

和实践兽医在特定养殖场的具体执行者或操作者。
生产兽医不仅是长期工作在特定养殖场的生产者,
又是兽医在特定养殖场的执行者。 相对于理论兽

医和实践兽医,生产兽医是直接接触生产的一线

人员。
  

生产兽医主要工作职责包括负责养殖场药物

和疫苗使用、疾病监测和健康评估样品采集、养殖

场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执行及养殖场动物健康有关

数据输入,协助完成理论兽医和实践兽医安排的其

他工作。
2. 2　 兽医体系架构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可设

立 3 层构架的兽医体系,即“理论兽医+实践兽医+
生产兽医” 。 同时,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也可根

据养殖场内部结构设立 2 层结构的兽医体系,即

“理论兽医+实践兽医 ( 包含生产兽医) ” 或者 “ 实

践兽医+生产兽医” 。 3 层兽医体系适合于超大型

养殖场或者目前正处于多项兽医工作内容完善阶

段的大型规模化养殖场。 2 层兽医体系中,“ 理论

兽医+实践兽医”适合于兽医工作有待完善的大型

养殖场或需要实践兽医较多的养殖场,而“实践兽

医+生产兽医”适合于兽医工作基本完善的大型养

殖场,且主要经营者是具备理论兽医水平的养殖

人员。
2. 3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兽医体系的规模

各层次兽医数量根据养殖规模、养殖模式、智
能化程度、经营理念、发展阶段和疫情防控需要而

确定。 如果是规模化和智能化完善且发展处于稳

定阶段的养殖场,所需的理论兽医较少,实践兽医

较多,而生产兽医随着养殖场养殖规模而确定。 如

果是规模化初期且智能化尚未完成的养殖场,所需

的理论兽医和实践兽医均较多。
  

以饲养 3 万头母猪、规模化较高的养殖场为

例,如果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理论兽医 3 ~
5 名,实践兽医 10 ~ 20 名,生产兽医 20 ~ 50 名,这
些数值范围是根据规模化、智能化、发展阶段、疫情

严重程度和兽医能力水平等因素而定,绝非一成

不变。

3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兽医体系建
设要求和过程

3. 1　 兽医体系建设的硬件要求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企业兽医体系的建设需要

诸多硬件。 理论兽医需要配备数据存储中心和信

息管理平台等。 实践兽医需要配备核酸检测室、血
清诊断室、抗原诊断室、疫苗和药物评价实验室、疾
病诊断样品储藏设备、新型网络诊断系统、大数据

平台中心及兽医培训相关设备设施。 生产兽医需

要配备药品储藏室、疾病动物处置室、动物隔离室

以及生物安全管理相关设备设施等 [ 9] 。
3. 2　 兽医体系建设的管理要求

3. 2. 1　 管理体系 　 逐步完善理论兽医、实践兽医

和生产兽医各项分工和职责;理论兽医、实践兽医

和生产兽医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体

系,按照兽医分类中提及的工作职责和工作内容逐

步完善,并根据各自养殖场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

的兽医管理体系。
3. 2. 2　 培训体系 　 随着科技的进步,兽医涉及的

领域和范围不断增加。 现代化养殖场兽医需要与

互联网、信息化和智能化融合,促进养殖效益增加。
对于兽医技能的要求已从原来诊疗疾病扩展到畜

舍设计、环境控制、生产管理、营养调控和精准育种

等方面。 因此,加大兽医多方面、多领域知识的培

训尤为重要。 建议理论兽医和实践兽医在完成大

学本科阶段学习之后,依据养殖场情况对其进行定

期培训,培训内容涉及畜舍设计、环境控制、生产管

理、营 养 调 控、 精 准 育 种、 人 工 智 能 和 法 律 法

规等 [ 10] 。
3. 2. 3　 联系官方兽医 　 为加强对动物疫病的管

理,预防、控制、净化并消灭动物疫病,促进养殖业

发展,防控人兽共患传染病,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

人体健康,2021 年 1 月中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动物防疫法》 。 全国动物疫病防控是一盘棋,现
代化、规模化养殖企业兽医要在政府兽医或者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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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监督部门领导下开展工作。 因此,现代化、规
模化养殖场兽医必须按照要求开展防疫工作,并及

时汇报兽医相关工作 [ 11- 13] 。
3. 3　 兽医体系建设的过程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场兽医体系建设是持续

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前期的工

作重点在兽医队伍和硬件设施建设上,后期主抓管

理体系和软件建设。 依据规模化养殖模式不同,建
设过程各不相同。 “ 公司 +基地” 的养殖模式可以

快速建立实践兽医和生产兽医相结合的兽医体系,
然后逐步完善管理体系并建设理论兽医体系。
“公司+农户” 的养殖模式需要先建立理论兽医和

实践兽医体系,并强化生产兽医管理体系。 此外,
依据养殖规模不同,建设过程也有所不同。 理论兽

医体系对于大型养殖集团尤为重要。 从某些意义

上讲,理论兽医的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决定大型养殖

集团的生死存亡。 因此,对于具有较大规模且具有

良好实践兽医和生产兽医体系建设基础的养殖集

团公司,亟待加强生物安全防控和理论兽医体系的

建设,尽早具备高效运转的兽医中枢系统和指令执

行系统。 对于中等及以下规模的养殖企业,尚无较

好的实践兽医和生产兽医基础,就需要建设好实践

兽医和生产兽医体系,并随着规模化程度的增加逐

步开始理论兽医体系的建设 [ 14- 15] 。 中国兽医体系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逐步建设和完善起来,
包括主管与实施 2 个方面,即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

门主管兽医工作,兽医机构具体实施兽医工作。 随

着企业规模增大和养殖形势的变化,亟待现代化、
规模化养殖企业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兽医体系,与国

家的兽医体系相结合,共同做好动物疫病防治和人

兽共患病的防控,保障中国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

源性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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