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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蛋鸡B型鸡传染性鼻炎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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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滨州畜牧兽医研究院，山东滨州 256600

摘要 2020年 6月，山东省滨州市某蛋鸡场部分鸡出现采食量下降、打喷嚏、眼睑肿胀，并伴有结膜炎、呼吸

困难等症状，结合发病情况、临床表现、病理剖检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最终确诊为B型鸡传染性鼻炎。同时对分离

菌株进行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该菌株对恩诺沙星、磺胺间甲氧嘧啶钠、链霉素高度敏感，选择高敏药物联合用药，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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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传染性鼻炎是由副鸡嗜血杆菌感染鸡引起

的一种急性、细菌性呼吸道传染病，该病是鸡养殖

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疾病。根据致病菌的血清型，临

床上将鸡传染性鼻炎分为A、B、C三型，长期以来A
型和C型是我国的主要流行株，但由于养殖业集约

化的快速发展，鸡传染性鼻炎出现了新的流行趋

势，B型鸡传染性鼻炎发病率也逐渐增加。2020年
6月，山东滨州某规模蛋鸡养殖场陆续发生产蛋蛋

鸡打喷嚏、鼻孔有脓性黏液，有的病鸡颜面肿胀，个

别病鸡上下眼睑肿胀被黏性分泌物粘连，眼睛睁不

开，鸡群产蛋量显著减少。经到鸡场走访观察，并

结合临床症状、剖检变化及实验室诊断等，最终确

诊鸡群感染B型鸡传染性鼻炎，通过病原菌药敏试

验结果指导该养殖场使用高敏药物开展治疗，同时

对大群及时进行补免，本次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1 发病情况

滨州市某蛋鸡养殖场内，1栋 190日龄蛋鸡鸡

舍中，鸡只陆续发病，发病初期部分鸡精神萎靡，食

欲不振，出现打喷嚏、鼻孔有脓性黏液流出、流泪等

症状，几天后随着病情的发展，鼻部黏性分泌物堵

塞鼻孔，导致呼吸困难，个别病鸡开始出现肿脸症

状，且颜面肿胀的病鸡越来越多。发病 4 d全舍产

蛋量显著降低，只有正常的 65%，且蛋的品质和重

量都有所改变，蛋壳颜色变浅，蛋重下降。该病发

展迅速，传播速度快，病鸡逐渐增加，但死亡率不

高，约 1%。据了解，该养殖场曾经发生过C型鸡传

染性鼻炎疫病，也进行了环境器具的彻底消毒和带

鸡消毒，并全群进行了鸡传染性鼻炎（A、C型）、新

城疫二联灭活疫苗免疫，但通过临床症状初步怀疑

感染鸡传染性鼻炎。

2 剖检情况

观察病死鸡可见鼻腔内有大量灰白色黏液流

出，剖检可见鼻腔、眶下窦、气管黏膜等部位病变明

显，黏膜有显著的卡他性炎症病变，充血、肿胀，结

膜严重充血水肿，眶下窦内淡黄色块状渗出物，有

的病死鸡气管和支气管发炎，卵泡变性及变形。

3 实验室诊断

3.1 病原菌分离鉴定

无菌条件下取病鸡眶下窦内容物，接种到含有

5%鸡血清及 0.002%还原型辅酶的副鸡嗜血杆菌固

体培养基上，37 ℃厌氧条件下培养 24~48 h。在培

养基表面可见不溶血、边缘整齐、细小针尖状菌落。

选择典型的菌落进行革兰氏染色，在油镜下可见两

极浓染的革兰氏阴性小球杆菌，与副鸡嗜血杆菌相

同。为进一步验证，将分离菌株进行PCR鉴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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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本实验室保存的鸡传染性鼻炎鉴定引物、分型引

物和疑似副鸡嗜血杆菌的菌落做模板进行 PCR扩

增，结果是该分离菌株为B型副鸡嗜血杆菌。通过

临床症状及实验室鉴定等，最终确诊该发病鸡群感

染B型鸡传染性鼻炎。

3.2 药敏试验

将分离菌均匀接种到含 5%鸡血清及 0.002%
还原型辅酶的副鸡嗜血杆菌固体培养基上后，选择

常用药进行药敏试验。本次试验选择将丁胺卡那、

磺胺间甲氧嘧啶钠、头孢噻呋钠、强力霉素、环丙沙

星、泰乐菌素、阿莫西林、庆大霉素、恩诺沙星、阿奇

霉素、新霉素、大观霉素、链霉素共 13种药敏片，

37 ℃厌氧条件下培养 24~48 h。结果该分离菌株对

恩诺沙星、磺胺间甲氧嘧啶钠、链霉素高度敏感，对

头孢噻呋钠、泰乐菌素中度敏感，对阿莫西林、环丙

沙星低度敏感，其余耐药不敏感。

4 治疗与回访

根据药敏试验结果，推荐该场应用高度敏感的

药物恩诺沙星、磺胺间甲氧嘧啶钠、链霉素进行联

合用药隔离治疗，及时对该舍其他健康鸡只及其他

鸡舍鸡群选择鸡传染性鼻炎（A+B+C）灭活疫苗进

行免疫，对大群通过在饲料饮水添加药物预防，同

时进行带鸡消毒及环境彻底消毒，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无新发病例，病鸡临床症状逐渐好转，采食量逐

渐恢复正常，流涕肿头鸡症状逐渐消失，产蛋量及

蛋的品质逐渐好转，产蛋率由发病前 88%下降到发

病时 52%，治疗后恢复到 86%。已经建议该鸡场妥

善处理在治疗过程中所产的鸡蛋，严禁对外销售。

5 诊治体会

鸡传染性鼻炎是一种常见的鸡呼吸道传染病，

临床上育成鸡和蛋鸡是该病的主要发病鸡群。鸡

传染性鼻炎具有传染性强，传播迅速，血清型较多，

且不同血清型之间缺乏交叉保护，净化困难等特

点，各养殖单位应高度重视，提前预防，避免造成经

济损失。该养殖场虽然也进行了常规疫苗免疫，但

是接种的是预防A、C型的疫苗，鸡传染性鼻炎不同

血清型之间没有交叉保护，所以没有对此次发生的

B型鼻炎起到保护作用，在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导致

了疫情的发生。当前接种疫苗仍然是防控鸡传染

性鼻炎的最主要措施之一，养殖场应根据当地流行

情况及自身养殖场的实际情况，选择安全、有效的

疫苗，定期开展科学免疫。疫苗免疫效果应定期跟

踪，最好开展血清型抗体监测，以此来调整免疫程

序等，确保疫苗保护高效、全面。除严格免疫外，该

病发生常与应激、饲养管理等诱因密切相关，经病

因研判分析，本次疫情的发生是由于发病前天气多

雨，舍内通风换气不畅，导致鸡舍内氨气浓度过高，

刺激部分鸡呼吸道黏膜发炎，降低了抵抗力，使得

感染发病，并快速传播，为此加强日常饲养管理也

是重中之重。保持舍内外环境卫生清洁、合理的养

殖密度、定期消毒及通风换气，保证鸡舍内适宜的

温湿度，不同阶段的鸡群分舍饲养并提供适宜优质

全价的饲料，夏季防暑降温、冬季防寒保暖、季节交

替加强饲养等避免应激因素对鸡群的影响。

目前，鸡传染性鼻炎主要依靠抗生素类药物、

磺胺类药物进行治疗，由于长期滥用抗生素易导致

流行株对很多药物耐药，为防止耐药性的产生，应

在药敏结果的指导下开展临床用药。鸡传染性鼻

炎发病率逐渐增多，无论是对养殖场效益还是食品

安全都产生了不良影响，为此养鸡场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开展有计划的预防性投药，中草药具有安全性

好、无残留等优点，逐渐被畜禽生产当作预防性药

物来提高机体抵抗力。在实际养殖生产中发现疑

似病例应早隔离早治疗。在诊断时，应注意与其他

禽病如大肠杆菌病、巴氏杆菌病等区分及混合感染

的情况，及时确诊病情，开展对症治疗，降低不必要

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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