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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实训场布氏杆菌病血清学调查及
防控对策

黎玉翠 阳进绩 邓宗虎 张业怀 * 李凤梅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动物科学技术系，南宁 530007

摘要 为了进一步摸清某职业学院养殖实训场试验动物布氏杆菌病感染情况，采集牛、羊、犬血清 49 份，应

用布鲁氏杆菌虎红平板凝集试验进行布氏杆菌病检测，结果阳性率为 0%，说明养殖实训场目前没有布氏杆菌病

的感染，并提出了有效的预防措施，以期能为其他养殖场的布氏杆菌病检测与防控常态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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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实训场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及动物医学

专业学生开展实验实训教学的重要场所，也是完成

职业技能培训、鉴定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学院为了

提高办学水平，加大了试验经费投入，养殖实训场

条件获得了很大的改善，特别是试验动物的种类和

数量与之前比增加许多。试验动物主要有猪、牛、

羊、犬、家禽及家兔等畜禽，主要用于动物解剖学、

生理学、外科手术学、病理学、药理学及动物微生物

学与免疫学、动物诊疗等多门课程试验或实训教

学，为学生开展专业技能操作训练、科研创新提供

支撑作用也日益明显。

实训场的动物往往是以最低价位中标的方式

进行采购，有的中标单位为了降低购买成本会从无

资质单位或农村散户、农贸市场等地购买试验动

物。农贸市场由于人流量大、动物种类多而更具有

感染、传播的风险。有研究[1]发现，在贸易市场的食

肉动物的 SARS 冠状病毒的抗体水平比农场内高，

且阳性率达 80%，可见无病原动物经过农贸市场后

被感染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即使是从有资质的单位

中购进试验动物，在运输过程中也有可能被感染。

随着学院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班级、人数正在不

断增多，试验动物使用次数和使用时间都在增加，

过度的使用往往会造成试验动物免疫力的下降，从

而在接触野生动物、节肢动物等跨界动物时就存在

感染布鲁氏杆菌病（布病）的风险。

布鲁氏杆菌病是由布鲁氏杆菌引起的人畜共

患传染病。布鲁氏杆菌病能感染多种动物，牛、羊、

猪最易感，犬、人也可感染。动物患病后引起母畜流

产、空怀和不孕，公畜发生睾丸炎症状；人感染后，

多数病例有 2 周左右的潜伏期，然后才开始出现症

状，以波浪热为特征的发热、出汗及浑身乏力症状，

随着病情的加重关节出现肿痛，特别是下肢较为明

显，后期出现跛行，对病人的生殖系统产生一定的

影响，表现为男性患睾丸炎，女性可能会出现卵巢

炎、子宫内膜炎等。布鲁氏杆菌病是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规定必须通报的动物疫病“两病”之一，《中华

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其列为乙类传

染病，并且该病在《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

（2012-2020 年）与结核病、血吸虫病、狂犬病等列入

优先防控的动物疫病[2]。目前，由于基层动物卫生监

督力量有限，逃避检疫、私屠滥宰现象存在，给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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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防控工作带来新的挑战。为了掌握养殖实训场布

鲁氏杆菌病（布病）的流行情况，保障动物的健康及

师生的安全。本试验对该场所有易感动物进行布鲁

氏菌病的血清学检测，现将血清学检测情况介绍如

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组建检测队员

每次检测启动前，由课题负责人根据团队学生

的特长和可利用的课余时间，灵活安排开展现场检

测和采样时间及人员分工，并负责检测过程中遇到

特殊问题及时与指导教师的协调和处置。

1.2 准备检测物品

手套、口罩、一次性注射器、离心管、推剪工具、

75.0%酒精棉球、标签纸、记号笔、废弃物收集桶等

物品。

1.3 明确采血操作程序

采血最好选择早上空腹状态下静脉采集，采集

后装血的离心管斜面摆放，凝固后放入 37 益的恒

温培养箱 1 h，接着放入 4 益冰箱保存。牛采用尾根

静脉采血 3~5 mL 即可；羊采用颈静脉采血；犬采用

正中静脉采血，位于前肢腕关节前方 2~3 cm 处。现

场采血时成员之间明确分工又齐心协作，一般是 2
人负责保定，1 人负责剪毛、消毒，并在动物上作记

号，1 人负责采血并注入离心管，另外 1 人负责血样

编号和保存血样[3]。由于采血是利用课余进行，时间

不多，每次只采集 1 种动物。

1.4 分离血清

待血清晰出后进行血清分离，对有溶血或不释

出血清的动物再重新采血，将分离好的血清进行编

号、分装、放入-20 益冰箱冷冻备用。

受非洲猪瘟影响，采样期间养殖场没有猪只饲

养，只采集了牛、羊、犬 3 种易感动物，共采集了牛 8
份、羊 10 份、犬 31 份，共计 49 份血清。

1.5 检测样品

参照动物布氏杆菌诊断技术国家标准进行实

验室检测。

1）诊断液。布氏杆菌病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和布

氏杆菌病试管凝集试验抗原、阳性血清、阴性血清

均购自中国兽药监察所，按说明书进行使用。

2）检测方法。所有待检血清先用虎红平板凝集

试验进行检测，筛选出的阳性血清样品再用试管凝

集试验进行定性检测，具体方法如下。

淤虎红平板凝集试验（PAT）方法及判定标准：

参照国家标准 GB/T18646-2002 动物布氏杆菌诊断

技术的操作方法进行操作。先在 1 张洁净的载玻片

上滴加 20 滋L 抗原，随后加入 20 滋L 待检血清，搅

拌混匀并摊成薄薄 1 层，方便观察结果。同时在玻片

的另一端分别设立阳性和阴性血清对照。在 4 min内

出现肉眼可见凝集现象且液体透明判为阳性；无凝

集现象，且液体呈均匀粉红色者判为阴性。

于试管凝集试验（SAT）方法及判定标准：参照

国家标准 GB/T18646-20 动物布氏杆菌诊断技术的

操作方法进行操作。首先稀释血清，稀释浓度依样

品的种类而定。羊血清稀释梯度为 1颐25、1颐50、1颐100、
1颐200；牛血清的稀释梯度为 1颐50、1颐100、1颐200、1颐400；
犬血清的稀释梯度为 1颐20、1颐40、1颐80、1颐160[4]。

随后加入等量稀释后的抗原，混合均匀。同时

做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及抗原对照，并正确配置比

浊管。将所有的试管、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管及比

浊管充分振荡后放入 37 益温箱 24 h 后，取出检查

并记录好结果。参照比浊管，按各试管上层液体清

亮度及管底凝集物的凝集程度判读：“垣垣垣垣”表示菌

体完全凝集，100%下沉，上层液体 100%清亮；

“垣垣垣”表示菌体几乎完全凝集，上层液体 75%清亮；

“垣垣”表示菌体凝集显著，液体 50%清亮；“垣”表示菌

体有凝集，液体 25%清亮；“原”表示凝集物无沉淀，

液体均匀混浊。

3）判定标准。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和试管凝集试

验结果的判定是在阳性和阴性对照成立的前提下

进行。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待检血清出现肉眼可见

凝集块，液体基本透明者判为阳性。试管凝集试验：牛

待检血清，稀释度在 1颐100 出现“垣垣”以上的凝集现象

时，判为阳性；羊待检血清，稀释度在 1颐50 出现“垣垣”
以上的凝集现象时，判为阳性；犬待检血清，稀释度在

1颐80 出现“垣垣”以上的凝集现象时判为阳性[5]。

2 结果与分析

由养殖实训场布氏杆菌病初检及复检结果可

知（表 1），49 份待检血清通过布鲁氏菌病虎红平板

凝集试验进行检测，只有 1 份犬血清判为可疑，其

余判为阴性。对可疑血清的犬，在 1 个月后重新采

血、分离血清，进行布氏杆菌病的试管凝集，结果仍

为阴性，即 49 份待检血清通过布鲁氏菌病虎红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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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凝集试验进行检测全部为阴性。

3 讨 论

3.1 试验动物布氏杆菌病的检测不能放松

本次在养殖实训场抽检的试验动物均未感染

布氏杆菌病，但防城港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6]

（2016 年）抽取防港城 4 个区（县）160 份血清进行

检测，结果阳性率为 7.5%（12/160），可见当时山羊

布氏杆菌病的发病率较高。青海果洛州畜牧兽医工

作站达热卓玛[7]对藏羊布氏杆菌病的血清学调查，

抽检的样本中感染率是 0.1%，说明当地的藏羊群中

还是存有布氏杆菌病。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王

表 1 养殖实训场布氏杆菌病初检及复检结果

动物种类 抽检数量
初检结果 复检结果

阳性 可疑 阴性 阳性 阳性率/%
牛 8 8
羊 10 10
狗 31 0 1 30 0 0

耀东等[8]对临泽县 7 个乡镇的奶牛和肉羊布氏杆菌

病的流行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抽检的样本中牛

阳性率达 0.23%，羊阳性率达 0.52%。这些研究数据

表明，对待布氏杆菌病绝对不能掉以轻心，而必须

要经常性地开展布氏杆菌病的检测和监测，并继续

坚持做好防控，才能确保为广大师生提供健康安全

的试验动物。

3.2 购入试验动物必须检测布氏杆菌病

养殖实训场试验动物最好自繁自养，以降低因

引种而引发感染的风险。若需引种时，应从无布氏

杆菌病病原的地方购买或有资质的单位购买，并做

好检疫工作，合格后才能引进。引入后的畜禽群隔

离观察 1 个月，并采血做布氏杆菌血清学检测，判

为阴性者方可混群饲养。每年进行 2 次常规性检

测，以确保动物及师生的健康安全。

3.3 试验动物生物安全管理需要更加严格

制定并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要定期对养殖场

试验动物进行消毒、驱虫以及免疫，确保动物的健

康情况；要科学饲养管理动物，不同的试验动物或

试验目的不同的试验动物均不得同室饲养；避免饲

养人员直接接触畜禽动物，动物饲养人员需要进行

定期的身体检查；改善养殖场环境及动物栏舍的卫

生条件，做好平时常规消毒工作；师生使用试验动

物开展科研和实训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3.4 安全教育与培训必不可少

重视生物安全教育与培训是保证师生、试验动

物生物安全的基础。师生在使用养殖实训场进行科

研、实训实验过程，人畜共患病生物风险无时无刻

都有可能被触及，只有安全有效的生物安全培训教

育才能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因此，在每年都要

对新生开展 1 次生物安全相关的主题培训，让学生

充分认识到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危害性，实训过程的

安全事项，平时的个人防护措施，被动物咬伤或抓

伤或被利器碰到时，如何科学合理处理伤口，只有

安全措施到位才能确保师生和社会的安全。

3.5 防控机制建立非常必要

当发生人畜共患病或动物烈性传染病时，需要

彻底地对动物饲养室与相应的实验场所实行消毒

处理，杀灭昆虫和鼠类，并即刻向学校主管部门、当

地卫生防疫部门汇报，把疫情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内，将危害降到最低。为了防止布氏杆菌病的流行

和扩散，发现布氏杆菌病时不进行治理而是直接淘

汰病畜。平时要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具体做法：

一是接种疫苗，提高家畜的免疫力以及对于该病的

抵抗能力；二是源头上彻底消灭传染源，家畜每年

进行 1 次检测，而容易被感染的家畜每年进行 2 次

检测，如查发现有家畜被感染，采取扑杀并进行无

害化处理；三是切断传播途径，如家畜接产都要防

护安全，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感染，发现流产胎儿、胎

衣等都应及时清理深埋并做好消毒，防止可能的病

原菌扩散。家畜的肉蛋奶等食品生熟要分开放，要

经煮熟或卫生检验合格后才能采购食用。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没有最佳的方法消灭布氏

杆菌病，但依然可以采用有效的方法进行防控，只

要在平时多注意生物安全，确保养殖场卫生，平时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并留意养殖动态，发现问

题及时科学处理，就可以减少在使用动物过程中或

在养殖过程中布氏杆菌病对人畜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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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

邱 菊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城区动物卫生监督所，辽宁朝阳 122000

摘要 当前，我国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意义重大。为此，本文介绍了我国兽用抗菌药使用的现

状；简述了兽用抗菌药残留的危害；阐述了实施兽用抗菌药减量化行动的现实意义；提出了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

化的模式：饲料生产企业要重视技术革新、从源头做到抗生素“零添加”，兽药生产企业要不断开发高效且低残留

的新型兽药，养殖端企业及农户要提高管理水平，基层兽医要提高处方技术能力和水平，畜牧兽医监管部门要着

眼于推进动物疫病净化。

关键词 兽药抗菌药；减抗；无抗；减量化行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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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倡导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绿色健康

发展，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行动，既是维护养

殖生产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的内在要求，也是确保

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举措，减抗无抗正

逐渐成为新时代动物养殖生产的主旋律。

1 兽用抗菌药使用的现状

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肉蛋奶等食品消耗量十分

可观，同时也是全球兽用抗菌药生产以及使用量最

多的国家。数据显示，我国 1 年可以吃掉 100 多亿

只鸡鸭、12 亿头猪、5 亿只羊、1 亿头牛，还有几千万

吨的鱼虾蟹。需求决定供给，要维持好国内市场的

巨大需求，首先必须保证动物养殖的产量和数量足

够。即便在不滥用的情况下，我国正常的兽药使用

量也是位居世界第一，因为动物养殖基数大，所以

随之用药量自然就多。其中，国内使用抗菌药很大

一部分是在养殖环节，它可以促进动物快速生长以

及提高饲料的利用率，也可以在动物细菌性疫病防

控、混合感染等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滥用也

造成了药物残留严重，危害了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

2 兽用抗菌药残留的危害

当前，我国高密度、规模化养殖众多，动物健康

状况较差，造成养殖业对抗生素应用依赖性较高，

以至于出现多用、滥用现象。滥用抗生素，既会损害

动物健康，加大动物疾病防治难度，也会造成养殖

产品中抗生素残留指标较高，严重威胁食品安全，

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

疫病防控 103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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