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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反刍兽疫的综合防控

高文光
山东省博兴县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山东博兴 256500

摘要 小反刍兽疫又称为羊瘟，主要是由小反刍兽疫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外来疫病。该病具有较高的传染

性，且死亡率高，患病羊主要表现为体温升高，眼、鼻分泌大量分泌物，口腔发炎，腹泻等症状。患病的羊群需要

全部扑杀，并进行无公害化处理，以防止病情的蔓延。该病可以通过完善防疫制度、坚持自繁自养、增强宣传教

育、做好羊舍的卫生清洁工作和加强饲喂管理等措施来预防，减少该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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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山东省养殖业的不断发展，规模

不断扩大，各类传染性疾病发生率逐渐提高，对山

东省畜牧养殖业造成巨大的危害。其中，小反刍兽

疫是危害最严重的病毒性传染病之一，该病主要是

由小反刍兽疫病毒引起，具有发病急、接触传染性

强等特点，主要感染绵羊、山羊等小反刍动物。感

染该病毒的羊主要表现为体温升高，腹泻严重，口

炎、鼻腔分泌黏稠物。该病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

一旦出现感染可导致大批量羊群死亡。但目前很

多饲养人员对该病并不了解，因此本文主要从小反

刍兽疫病原学、流行性特点及防控措施等方面进行

简述，以其提高饲养人员对该病的认识，提高防疫

程度。

1 病原学

引起该病的病原体为小反刍兽疫病毒，该病毒

属于副黏病毒科、麻疹病毒属，该病毒与牛瘟病毒

生化特性相似。小反刍兽疫病毒的病毒粒子为多

形性，病毒的颗粒较大。该病毒为RNA病毒且具有

衣壳和囊膜，对乙醚、氯仿等化学试剂敏感。另外，

小反刍兽疫病毒适宜的环境为pH 6~9[1]。
2 流行性特点

小反刍兽疫主要发生在绵羊和山羊，其中山羊

更容易感染，但绵羊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山羊更

高。另外，该病毒还可以感染牛和猪，在感染牛后

表现为亚临床症状，在感染猪后一般不表现临床症

状。病羊或者隐性感染的羊是该疾病的主要传染

源，病毒可以从病羊的呼吸道、消化道内排入到空

气，因此该病主要通过呼吸道进行传播。由于该病

具有高度接触传染性，因此健康羊在接触被感染的

乳液、精液或直接接触病羊时都有被感染的可能。

由于该病毒在环境内存活时间较短，因此并不会造

成远距离传播，该病的传播距离有限。

小反刍兽疫具有高传染性、高传播速度的特

点。该疾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尤其在夏季和冬季

发病几率较高。另外，该病死亡率较高，可达 50%
以上，该病通常是以零散疫点的形式发生，严重制

约当地养羊业的发展。

3 临床症状

感染该病的羊具有 5~21 d的潜伏期，临床症状

表现为体温升高至 41 ℃以上，精神不佳，食欲下降，

严重的还会出现绝食现象。另外，眼、鼻分泌大量

黏性脓液，口腔有恶臭。患病初期一般口腔黏膜充

血，随后牙齿、舌头、颊部等处出现坏死性病灶。另

外，还表现为严重的腹泻、机体消瘦、呼吸困难，发

病不足 10 d就可出现死亡[2]。妊娠期母羊感染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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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可导致流产。对于病情较急的羊还会出现精

神烦躁、被毛杂乱等症状，幼年羊在感染该病后致

死率高达90%以上。

4 诊断鉴别

4.1 剖检变化

对于病死羊进行解剖可以发现，病羊肺部、支

气管部出现严重炎症；大肠、消化道黏膜、肾脏、膀

胱等部位充血、肿胀；大肠还出现斑马样条纹，肠系

膜淋巴结肿大，母羊阴道糜烂，肺出现多核巨细胞

包涵体。上述病理解剖只能进行初步诊断，如需确

诊还需进行特异性实验室诊断。

4.2 实验室诊断

目前实验室使用的诊断技术主要有病毒的分

离、PCR扩增、ELISA吸附试验、病毒中和试验、琼脂

凝胶免疫扩散试验等试验方法。PCR扩增、ELISA
吸附试验是目前使用最多的检测方法，也是世卫组

织指定的标准检测方法[3]。

5 防控措施

5.1 完善防疫制度

为了能够保证防疫工作落实到位，需要在现有

的防疫基础上完善相关的防疫制度，从而降低养殖

户的经济损失。对于疫病国家还应出台相应的补

偿机制和方法，明确无公害化处理具体要求，进一

步降低经济损失。另外，饲养人员一旦发现疫情，

需要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汇报，并采取有效的隔离

封锁、治疗、扑杀等措施。

5.2 坚持自繁自养，减少引入新的羊群

养殖场首先要严格把控入场人员及车辆，对于

引入的羊群需要加强隔离及疾病的检疫，在确保无

疫病后才可进行混群饲养。另外，需要根据养殖场

的实际情况完善防御体系和制度，从而保证防疫环

节的安全合理。

5.3 增强宣传教育，提高饲养人员防疫意识

通过加强宣传工作，对疫病的预防进行正面的

宣传引导，让养殖人员能够充分意识到小反刍兽疫

的危害[4]。

5.4 做好羊舍的卫生清洁工作

定期对羊舍进行杀菌消毒，从而减少疫病的发

生和传播，在疫病发生期间要增加消毒次数。另

外，需要保证室内空气质量良好，温湿度适宜。

5.5 加强饲喂管理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羊群需配制不同的饲料日

粮，从而保证日粮营养供给充足、合理、均衡。另

外，需要确保饲料的安全卫生，禁止将过期或变质

的饲料喂食给羊群，通过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从而

减少疾病的发生。另外，还要做好疫苗的接种

工作。

6 小 结

小反刍兽疫是一种危害极为严重的传染性疾

病，一旦发生会对养殖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日常

小反刍兽疫的综合防控以预防为主，防重于治为原

则，通过加强饲养人员防疫意识，完善养殖场内预

防机制，增强环境控制和饲喂管理，从而全方面提

高机体的抵抗力，减少疾病的发生，进而将养殖场

经济损失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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