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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景阳镇牛羊布病流行病学调查

乔双梅

青海省大通县景阳镇岗冲畜牧兽医站，青海大通 810105

摘要 牛羊布鲁氏菌病（简称牛羊布病）在我国属于二类动物疫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一种具有极强传染性

的人畜共患病。为了让牧民群众进一步了解牛羊布病，从而有效做好牛羊布病的防控工作，以牛羊布病为研究对象，

以青海省大通县景阳镇为个例，开展 1次牛羊布病流行病学调查，同时针对此次调查提出加大牛羊布病的宣传力度，

提高牛羊饲养管理水平，加大牛羊布病监测经费投入等防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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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布病对人民健康和畜牧业发展会造成严

重危害，为了解青海省大通县景阳镇牛羊布病流行

现状，保证牛羊布病防控工作有效开展，进而控制

畜间布病疫情的发生和蔓延，笔者和兽医站技术人

员于 2020 年 5 月 17-23 日对大通县景阳镇牛羊布

病的流行情况进行调查，旨在科学评估牛羊布病的

发生风险，为牛羊布病的防控提供依据和参考。

1 调查情况

1）调查目的。了解大通县景阳镇牧民群众养殖

牛羊现状，摸清本地牛羊流产原因以及布病感染强

度、消毒灭源、病畜处理和实验室检测等情况，旨在

为牛羊布病的科学防控提供依据和参考。

2）调查对象。大通县景阳镇所辖 8 个村，36 户，

其中养羊户 17 户，养牛户 19 户。

3）调查方法。采取随机走家串户实地调查、登

记、采样，进行实验室检测的调查方法。

2 调查结果

2.1 牛羊养殖状况

本次调查涉及 8 个村，36 户，采样户中共有牛

羊 2 368 头（只），其中牛 762 头，羊 1 606 只，大多

数为自繁，购入牲畜主要为牦牛和少部分的奶牛及

羊，牦牛主要购自牧区，奶牛和羊购自本地附近乡镇。

2.2 牛羊流产情况

36 户调查户中，有 10 户饲养的牛羊发生过流

产，其中羊有过流产的 8 户，牛有过流产的 2 户，流

产牲畜共 125 头（只），占调查牲畜的 5.28%，其中 8
户羊流产有 119 只，占流产牲畜的 95.2%，2 户牛流

产共 6 头，占流产牲畜的 4.8%。

2.3 牧民群众对牛羊布病的认识情况

入户调查中，共询问牧民群众中 170 人，听说

过牛羊布病者 109 人，占调查人数的 64.12%；没听

说过牛羊布病者 61 人，占被调查人数的 35.88%；而

在听说过牛羊布病的人数中，不知道布病传染源的

有 65 人，知道布病传染源的有 44 人，分别占

59.63%、40.37%；76%的牧民知道引进牲畜需要检

疫，然而因图方便很少去给牲畜检疫，只有 24%的

牧民在引进牲畜时进行过检疫。同时，在牛羊发生

流产后，有高达 92%以上的人自行处理，请兽医进

行处理的不到 8%，并且有 85%以上的流产物被丢

弃，只有不足 15%的采取深埋等无害化处理；针对

流产物、污染场地 99%的没有进行严格消毒。牛羊

发生流产后 93%以上继续饲养，主动找兽医查找病

因淘汰的不到 7%。95%的人只关心牛羊价格，而主

动了解牛羊布病预防措施的不足 5%。

2.4 实验室检测情况

对 36 户调查户中 150 头（只）牛羊进行血样采

疫病防控 103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21 年第 05 期

集，其中羊血样 96 份，牛血样 54 份，牛羊血样采自

颈静脉，自然分离获得血清，先利用虎红平板凝集

试验（RBPT）进行筛选，然后对初筛的阳性或可疑样

品进行竞争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竞争 ELISA）确

诊，结果显示 96 份羊血样和 54 份牛血样检测均为

阴性，未检出阳性个体。

3 调查结果分析

1）通过采集牛羊血样进行 RBPT 初筛、竞争

ELISA 复核未发现阳性个体，可知畜间布病感染率

极低，但由于本次牛羊布病流行病学调查覆盖面存

在局限性，布病流行的实际情况有待今后开展深入

调查。

2）牧民群众对牛羊布病防控知识缺乏了解，没

有较强的自我防护能力，被调查牧民中即便大多数

人听说过牛羊布病，然而在这些听说过布病的牧民

中大部分对布病的传播途径及其预防措施了解较

少，当前绝大多数牧民文化水平不高，牛羊养殖技

术缺乏科学性，公共卫生条件有待提高，牧民自我

防护意识有待加强。

3）虽然大部分牧民知道引进牲畜需要检疫，但

对引进的牲畜进行严格检疫的较少，加之近些年牛

羊流动频繁，一旦从疫区引进未经严格检疫的牲畜

则会加大布病传播的风险。此外，限于技术、资金和

人力等多因素的制约，牛羊布病监测范围有限，难

以对当地布病的整体感染状况予以全面掌握。

4）36 户调查户中的 10 户饲养的牛、羊发生过

流产，究其原因主要包括饲养管理不善，如舍饲养

殖密度过大、惊碰、拥挤、养殖卫生条件差、饲喂霉

变草料以及药物使用不当。由于牧民群众对牛羊布

病了解甚少，畜间出现流产病畜不能及时上报，大

部分牲畜流产后继续混群饲养，并且对流产物、污

染场地等未进行无害化处理和严格消毒，增加了布

病在人间传播的机率。

5）现阶段，非洲猪瘟（一类动物疫病）的防控压

力大，基层防疫任务重、防疫人员有限，加之牛羊

数量多、养殖分散且牲畜流动频繁，在此种情况

下更应加强牛羊布病流行病学调查和血清学监测

工作，淘汰阳性牲畜，为净化牛羊布病打下良好

的基础。

4 牛羊布病防控建议

1）牛羊感染布病后可引起公畜睾丸炎、母畜流

产，牧民群众在牛羊养殖过程中发现相似症状后不

能自行处理病畜，应立即向兽医部门报告。对于病

畜、阳性畜及其分泌物、流产物和排泄物等全部按

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对病畜污染的圈舍、饲

槽、场地等使用 2%氢氧化钠、10%石灰乳、5%来苏

儿等全面消毒。

2）感染布病的牛羊能够长期带菌，并从粪尿和

乳汁中排出病菌，通过消化道感染（接触被病菌污

染的圈舍、场地、草料和饮水）或呼吸道感染（吸入

被病菌污染的尘埃和飞沫），也可经损伤皮肤和黏

膜直接接触感染[1]。因此应确保草料、饮水洁净，对

牛羊舍粪便堆积发酵处理，严格消毒制度，定期对

环境进行清理和消毒；引种时要严格检疫并隔离观

察，经检测为阴性者方可混群饲喂；牧区家畜定期

免疫，做好免疫效果监测，定期对种公畜、奶牛和奶

羊进行检疫，阳性种公畜淘汰处理。

3）加大牛羊布病的宣传力度，通过现场宣传、

广播电视、宣传标语、宣传资料发放以及微信公众

号等多种形式宣传布病防控知识，使牧民群众认识

到布病的危害并自觉参与布病防控，形成群防群控

的局面[2]，同时加强牧民科学养殖技术的培训，提高

牛羊饲养管理水平，确保牛羊养殖密度合理，避免

饲养拥挤，不饲喂霉变草料，严禁滥用药物。此外应

加大牛羊布病监测经费投入，稳定兽医站专业技术

人员，增强业务人员专业素质[3]，强化监测能力，进

而提高牛羊布病监测覆盖面。

4）布病作为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要做好易感

人群防护工作，特别是在检疫、助产时要严格遵守

检疫、防疫制度，严禁赤手接触流产物，密切接触牲

畜的从业人员要定期进行布病健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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