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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旦发现，随即进行畜舍封锁（限制人员及运输

工具的往来）、扑杀、尸体焚烧或掩埋，并将畜舍彻

底消毒。羊场可以使用碘酸混合溶液（含碘 3%）进

行全面消毒，当碘的浓度为 0.005%时，口蹄疫病毒

瞬间失活。本品含有效碘 3%，加水 1颐300 倍稀释 pH
值大约为 3，故能有效杀灭养殖场内口蹄疫病毒。用

水按照 1颐（400~600）兑水稀释，对养殖场进行空舍

或者带羊全场喷雾消毒。用水按照 1颐（100~200）
稀释后，对病羊污染的地面、栏舍和器具进行擦拭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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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河南省羊群小反刍兽疫
抗体监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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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对 2017-2019 年来自河南省 7 955 场次的 223 515 份羊血清进行小反刍兽疫抗体检测，并按

时间、区域和场点类别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以期了解近年来河南省羊群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水平。检测结果显

示：2017-2019 年河南省小反刍兽疫抗体平均个体合格率为 83.23%，平均场群合格率为 86.75%；不同年份、不同

季节羊群小反刍兽疫抗体个体合格率和群体合格率均在 80%以上，且夏冬季节合格率相对较高；18 个地市中，有

1 个地市个体合格率低于 70%，有 2 个地市场群合格率低于 70%；种羊场和规模羊场抗体个体合格率在 80%以

上，散养户抗体合格率在 70%以上。调查结果表明，河南省羊群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水平整体良好，不同季节和

不同场群的抗体水平均在 70%以上；个别地市抗体个体阳性率或场群阳性率低于 70%，应进一步做好免疫工作

并加强监测，确保免疫效果，降低疫病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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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反刍兽疫（peste des petits ruminants，PPR）
俗称“羊瘟”，是由小反刍兽疫病毒（PPRV）引起的一

类急性、接触性传染病[1-2]。该病主要感染山羊、绵羊

等小反刍动物，具有高发病率、死亡率和传染性极

强等特点，OIE 将其列为 A 类疫病，我国将其列为

一类动物疫病[3-4]。小反刍兽疫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主要通过接触或呼吸道传播，群间扩散的主要原因

有混牧、混群和引种等[5]。目前，免疫接种是降低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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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病例、减少病毒扩散的主要手段[6]。本研究汇总了

2017-2019 年河南省 PPR 免疫抗体监测情况，并按

不同年份、季节和场点类别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旨在为河南省小反刍兽疫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2017-2019 年，河南省共监测羊养殖场（户）

7 955 场次，检测样品 223 515 份。其中，2017 年检

测 2 645 场次，样品 69 855 份；2018 年检测 2 872
场次，样品 79 234 份；2019 年检测 2 438 场次，样

品 74 426 份。

1.2 方 法

实验室检测采用商品化试剂盒，试验操作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将检测结果录入 Excel，分别按

年份、季节和场点类别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

描述。

2 结果与分析

2.1 总体情况

本次调查共检测养殖场（户）7 955 场次，其中

抗体合格率在 70%以上的有 6 901 场次，场群合格

率为 86.75%；共检测样品 223 515 份，其中免疫抗

体阳性样品 186 021 份，个体合格率为 83.23%。

2.2 按时间统计

将检测结果按年份进行统计分析发现：2017-
2019 年，不同年份河南省小反刍兽疫抗体平均个体

合格率和场群合格率均在 80%以上（表 1）。
将检测结果按季节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

不同季节抗体个体合格率和群体合格率分别为

81.69%~84.26%和 82.67%~88.53%，其中夏季、冬季个

体合格率和群体合格率均高于春季和秋季（表 2）。
2.3 按区域统计

按地市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发现：河南省 18
个地市中，有 1 个地市抗体个体合格率低于 70%，

有 2 个地市场群合格率低于 70%。按豫东、豫西、豫

南、豫北和豫中 5 个区域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不同区域个体合格率在 75.08%~87.19%，场

群合格率在 74.93%~95.92%；豫北地区个体合格率

最低，豫东地区个体合格率和场群合格率均为最高

（表 3）。
2.4 按场点类别统计

将检测结果按种畜场、商品代养殖场和散养户

进行群间分布统计，结果显示：不同类别监测场点

小反刍兽疫个体合格率和场群合格率分别为

78.88%~86.23%和 80.68%~89.47%。其中，种畜场个

体合格率最高，散养户个体合格率和场群合格率均

为最低（表 4）。
3 讨 论

从 2017-2019 年小反刍兽疫抗体时间分布情

况来看，不同年份和不同季节小反刍兽疫抗体个体

合格率和场群合格率均在 80%以上，结果显示近年

来河南省小反刍兽疫免疫抗体水平较高，免疫效果

表 1 2017-2019 年河南省小反刍兽疫抗体检测情况

表 2 2017-2019 年不同季节河南省小反刍兽疫抗体检测情况

年份 样品数/份 合格样品数/份 个体合格率/% 场群数/个 合格场群数/个 场群合格率/%
2017 69 855 57 166 81.84 2 645 2 220 83.93
2018 79 234 67 364 85.02 2 872 2 566 89.35
2019 74 426 61 491 82.62 2 438 2 115 86.75

季节 样品数/份 合格样品数/份 个体合格率/% 场群数/个 合格场群数/个 场群合格率/%

秋季 54 937 45 328 82.51 2 065 1 772 85.81
冬季 65 343 55 056 84.26 2 256 1 994 88.39

春季 42 397 34 635 81.69 1 402 1 159 82.67
夏季 60 838 51 002 83.83 2 232 1 976 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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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7-2019 年不同区域河南省小反刍兽疫抗体检测情况

区域 样品数/份 合格样品数/份 个体合格率/% 场群数/个 合格场群数/个 场群合格率/%

豫北 58 325 46 375 79.51 2 170 1 626 74.93
豫中 49 893 42 029 84.24 1 678 1 498 89.27

豫南 66 185 56 057 84.70 2 338 2 166 92.64

豫东 38 701 33 743 87.19 1 349 1 294 95.92
豫西 10 411 7 817 75.08 420 317 75.48

表 4 2017-2019 年不同类别场点河南省小反刍兽疫抗体检测情况

场点类别 样品数/份 合格样品数/份 个体合格率/% 场群数/个 合格场群数/个 场群合格率/%
种畜场 13 933 12 014 86.23 328 288 87.80

商品代养殖场 165 304 139 080 84.14 5 231 4 680 89.47
散养户 44 278 34 927 78.88 2 396 1 933 80.68

整体良好。夏季和秋季抗体个体合格率和场群合格

率相对较高，这可能与春秋季节集中免疫后夏冬季

节抗体达到高峰有关。

从小反刍兽疫抗体空间分布情况来看，豫东、

豫西、豫南、豫北和豫中 5 个区域抗体个体合格率

和场群合格率均在 70%以上。豫东、豫南和豫中地

区小反刍兽疫抗体个体合格率之间和场群合格率

之间无显著差异，且均显著高于豫西和豫北地区。

18 个地市中，有来自豫西地区的 1 个地市个体合格

率低于 70%，有来自豫北地区的 2 个地市抗体场群

合格率低于 70%。这提示豫西和豫北地区，尤其是

合格率低于 70%的地市，应加强防疫和监测工作，

提高免疫密度和抗体水平，降低疫病发生风险。

从小反刍兽疫抗体群间分布情况来看，不同类

别场点羊群个体合格率和场群合格率均在 70%以

上。种羊场个体合格率最高，散养户抗体个体合格

率和场群合格率均为最低，这可能与不同类别场点

生产管理、生物安全水平以及免疫制度落实情况不

同有关。不同场群在做好免疫工作的同时，还要

加强生产和生物安全管理，降低疫病传入和散

播风险。

总体来看，2017-2019 年河南省不同年份、不同

季节、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别场点羊群小反刍兽疫抗

体平均个体合格率和场群合格率均在 70%以上，免

疫抗体水平整体良好。但仍有部分场群和地区个体

合格率或场群合格率未达到 70%，存在疫病发生风

险。养殖场户应加强免疫，并结合检测结果相应地

调整免疫措施，同时加强生产和生物安全管理，确

保免疫效果，降低疫病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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