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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的防控

吴名亮 陈 琚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双甸畜牧兽医站，江苏南通 226404

摘要 鸡传染性喉气管炎是养鸡临床生产过程中的常见病，由喉气管炎病毒感染所引起，呈全球蔓延，一年

四季都可发生，在我国呈散发流行，呼吸道是本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感染鸡主要表现呼吸道症状，大多数鸡最终因

气管阻塞而导致窒息死亡，剖检主见呼吸道充血出血性病变，气管有干酪样栓塞物或凝血块；预防本病必须加强

鸡场的环境卫生管理，注重易感鸡群的疫苗免疫，合理控制鸡群的饲养密度；本病目前没有特效药物可以治疗，病

鸡可采用对症治疗配合抗感染的方法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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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由喉气管炎病毒感染而

引发的鸡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本病于 20 世

纪 20 年代在美国首次进行报道，现在已经蔓延至

全球所有养鸡业发达的地区。在我国本病呈地方散

发性流行，具有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的特点，严重

阻碍了养鸡业的发展[1]。

1 病原简介

鸡喉气管炎病毒属于疱疹病毒科、疱疹病毒亚

科、类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属[2]。该病毒于 1925 年

由 May 等在美国首先发现，之后在加拿大、荷兰、瑞

典、波兰以及澳洲地区也相继出现。病毒呈球形，外

表有囊膜，呈正 20 面体对称，基因组为双股线性的

DNA，分子质量为 108 u。该病毒感染鸡后主要存在

于病鸡的器官组织及其渗出物中，肝脏、脾脏和血

液中含量较低，采集病料进行实验室诊断时尽量从

气管中进行分离。本病毒对外界抵抗力弱，对大多

数种类的消毒液都敏感，如 1%火碱溶液、碘伏、消

毒酒精、3%来苏尔、0.2%过硫酸氢钾溶液等。不耐高

温，低温环境下能长久存活。

2 流行特点

本病一年四季都可发生，秋季、冬季和早春季

节由于天气寒冷，鸡舍为了保温而通风不良，本病

发病率稍高。鸡群中一旦发现感染鸡，能在 24~48 h
内迅速传播，笼养舍饲鸡群感染率能超过 80%，地

养鸡场稍低，但也传播迅速。除了鸡之外，野鸡、孔

雀、火鸡等也都能感染，以成年鸡感染后症状表现

最为明显，很容易因呼吸困难而死亡。很多生产管

理不规范的小细节对本病的发生有促进作用，如营

养不良、饲养密度过大、饲喂不规律、天气突变、转

圈上笼、免疫疫苗造成的应激、维生素缺乏、寄生虫

感染等。呼吸道是本病的最主要传播途径，也能经

污染的饲料和饮水通过消化道传播，各种日龄、品

种和性别的鸡都能感染。病鸡治疗康复后其体内仍

带毒较长时间，是重要传染源。

3 临床表现

本病潜伏期为 1~2 周，潜伏期长短主要和感染

病毒的毒力以及鸡场的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病鸡

发生本病后根据病程长短一般分为急性型和慢性

型 2 种。急性型病鸡感染后常表现突然死亡，鼻孔

啰有大量分泌物，呼吸时发出湿性 音，继而咳嗽喘

气，呼吸困难，每次吸气时都将颈部向前伸出，尽力

吸气，呼气时有喘鸣的声音。严重感染的鸡可表现

高度呼吸困难，全身痉挛，不断咳嗽，咳出的黏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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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带血，有时粘附在笼具表面，很多鸡最终因为气

管堵塞而窒息死亡[3]。慢性型病鸡表现发病迟缓，肉

鸡生长速度慢，采食量下降，蛋鸡产蛋率下滑，蛋壳

质量变差，结膜发炎，眼睛流泪，喉头黏膜部位有淡

黄色的纤维素性凝固物附着，鸡冠发紫，气管发炎，

粪便不成型，最后因机体衰竭或继发感染而死。

值得一提的是，本病的临床表现与很多其他呼

吸道病表现非常相似，如传染性支气管炎、慢性呼

吸道病、传染性鼻炎、禽流感、鼻气管鸟杆菌感染、

新城疫、黏膜型鸡痘以及维生素 A 缺乏等，导

致临床很容易误诊，必要时可通过实验室检查

进行诊断。

4 剖检病变及组织学检查

本病的主要病变集中在喉头和气管组织，可见

局部充血出血，黏膜肿胀，高度潮红，表面有黏液，

后期会出现变性和坏死。整个气管的中下段可见到

长条状的凝血块，造成呼吸阻塞。病程短的病鸡剖

检后可见到气管喉头部位有黄白色纤维素性伪膜，

可将气管完全堵塞。炎症也可以向下蔓延至支气

管、肺和气囊，导致肺表面充血，气囊浑浊等。对发

炎的气管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能见到气管黏膜的

上皮有浑浊和肿胀现象，纤毛脱落，黏膜下层能见

到大量的淋巴细胞、组织细胞和浆细胞浸润，黏膜

细胞变性。在病原感染后的 12~48 h 内，镜检可观

察到呼吸道黏膜上皮的胞核内有嗜酸性的包涵体。

5 预 防

预防本病必须加强鸡场的环境卫生管理，注重

易感鸡群的疫苗免疫，合理控制饲养密度。

5.1 加强鸡场环境卫生管理

散养鸡场要保持地面卫生，经常受粪便污染的

区域用消毒剂集中喷洒，夜间鸡集中回舍休息时要

注意空气消毒，采用雾化消毒法。发现病鸡立即隔

离诊断，同时对鸡群紧急免疫。不从疫区鸡场引雏，

引入的鸡要隔离观察 2 周，证明健康后方可允许进

入生产区。不同批次和品种的鸡禁止混合饲养，饲

料要新鲜，确保无霉变，过期饲料谨慎饲喂，饲料要

优先采购有品牌的大型企业产品。治愈康复的鸡虽

然自身不会死亡，但其体内仍会长时间带毒，并将

病毒排到环境中，故病愈鸡一定要单独饲养。疫区

的规模化养殖场要定期检测鸡群的感染情况，检查

方法主要有荧光抗体法、琼脂扩散试验、中和试验、

核酸探针、PCR、酶联免疫吸附试验、间接血凝试验、

对流免疫电泳等，发现有阳性结果第一时间加强消

毒和紧急免疫。

5.2 注重易感鸡群的疫苗免疫

健康鸡群要定期免疫接种，可用鸡传染性喉气

管炎弱毒疫苗接种，首免日龄可在 28 日龄，第 2 次

免疫可在首免后的 6 周后进行，免疫方法为滴鼻、

点眼或饮水等，根据疫苗说明进行操作。易感鸡接

种疫苗后可获得半年至 1 年不等的有效保护力，对

于三黄鸡、柴鸡而言，足以保护其出栏上市。种鸡免

疫后体内在 15 d 后可产生有效滴度的抗体，这些

抗体会以母源抗体的形式经卵传至雏鸡，从而能起

到一定保护作用。规模化鸡场建议以经营为中心，

本病一旦发生环境中可长期存在病原，不利于生物

安全防控，因此必须加大防控力度，投入专项资金

建立实验室，免疫后测定血清抗体含量，如果免疫

失败必须补免。

5.3 合理控制饲养密度

本病主要是通过鸡之间的密切接触进行传播，

饲养密度越大，疾病发生的机率越高。散养鸡场一

定要建在通风向阳的地方，地势尽量高，必要时在

场内种植灌木绿植，搭高架子供鸡落脚，通过增加

空间来降低饲养密度。笼养鸡场一定要根据鸡的日

龄和体重变化，适时分笼，将饲养密度降至最低。在

养殖管理过程中，还要多留意相对饲养密度不能太

高，很多鸡场面积确实很大，但由于料槽、水槽、沙

浴池等设置的比较集中，导致鸡大部分时间在同一

个区域集中，分散性差，相对饲养密度过大也容易

导致本病的发生，临床一定要注意。

6 治 疗

目前没有特效药物可以治疗，发病鸡群可采用

对症治疗和抗感染的方案进行救治，以降低死亡

率。对症治疗的关键是取出喉头气管内的堵塞物，

使呼吸保持畅通就可减少窒息死亡，将病鸡的嘴掰

开，伸进去镊子掏出干酪样的伪膜，症状即可缓解。

抗感染方面可使用抗菌谱较广的抗生素，如恩诺沙

星、复方阿莫西林、氨苄西林、氟苯尼考、利高霉素、

硫酸粘菌素、强力霉素、四环素以及磺胺类药物等，

药物使用时一般以 3~5 d 为宜，尽量采用饮水的方

式集中给药，饮水前可先断水 2 h，让鸡产生口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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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这样饮用药物时可在短时间内很快饮完。

产蛋鸡群或临近出栏的肉鸡群因牵扯到药物

残留对食品安全的影响，不可使用抗生素，建议采

用中药治疗，麻黄 30 g、知母 30 g、贝母 30 g、黄连

30 g、桔梗 25 g、陈皮 25 g、紫苏 20 g、杏仁 20 g、
百部 20 g、薄荷 20 g、桂枝 20 g、甘草 15 g，用水煎

成汁后，集中饮用，药渣拌料，供 100 羽成年鸡使用

1 次，每天用药 1 次，连用 3 d 即可。将金银花 30 g、
连翘 30 g、贯众 30 g、板蓝根 30 g、桔梗 18 g、牛蒡

子 18 g、薄荷 18 g、荆芥穗 18 g、淡豆豉 15 g、芦根

18 g、甘草 12 g，共同研磨呈细粉末，按照每只鸡

2 g 的剂量拌入饲料中饲喂，连用 3 d 也有治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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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肉鸡生产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是球虫病，尤其是盲肠球虫多发生于 3~5 周龄的鸡群，不仅引起

较高的发病率和死淘率，还会降低饲料利用率、增重速度和均匀度。同时由于体制变差，致使鸡群继发感染细菌

性或病毒性疾病，给养鸡生产带来严重经济损失。因此，必须弄清楚本病的病因、免疫机制和用药规律，从根本上

防控球虫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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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病原因

1.1 环境因素

随着规模化发展，舍内饲养密度增加、温度和

湿度难以控制、尤其是湿度较高时，就给球虫卵囊

的繁殖和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再加上肉鸡大多采

用平养垫料饲养，整个饲养周期内无法清理鸡粪，

这样在粪便中存活的球虫卵囊一旦遇到适宜条件

就会快速增殖，并随时有被鸡只采食的可能，这样

就加大了球虫感染的机会。这也是肉鸡容易发生球

虫病的一大原因。同时肉鸡饲养密集，每个栏饲养

500 只左右，个体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较多，一旦有

鸡只带虫，很快就会在大群中传播开来。如果再加

上卫生消毒不严格，肉鸡发生球虫病的机率就会很

高，尤其是 15~40 日龄的肉鸡多见[1]。
1.2 免疫不科学

由于球虫疫苗是活卵囊苗，不仅对养殖环境中

的卵囊数量和原有球虫的生态平衡造成一定影响，

同时鸡群免疫球虫疫苗后还会出现副反应，这样就

会危害肉鸡健康并降低其生产性能。如果在免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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