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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衣原体病是一种由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引发

的、无显著临床症状的亚临床接触性人畜共患的传

染病，又被称为鹦鹉病、鹦鹉热或者鸟疫。该病对野

禽以及家禽均具有感染性，其中火鸡、鸭以及鸽子

易感程度最高，鸡易感程度较差。该病以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以及全身性感染症状为典型病症，根据病

程缓急可以分为急性、亚急性以及慢性疾病，目前

尚未有疫苗可以有效防疫，且一旦发病，无法在短

期内消除，给我国禽养殖业带来巨大危害。

1 病原与流行病学

该病的病原为鹦鹉热衣原体，是一种专性细胞

内寄生体。衣原体具有特异性脂多糖抗原，其细胞

壁的抗原成分有差异，这也是区分该类衣原体血清

型的基础，目前已经确认 8种血清型：其中 A-F型

可以感染禽类，且每 1个血清型对应 1种禽类，如 D

型衣原体对火鸡易感，且死亡率达到 30%以上，B

型衣原体可以感染多数野禽，且每种禽衣原体均可

造成人及其他哺乳动物的感染[1]。

病禽以及隐性带毒的禽只均为传染源，其呼吸

道分泌物中含有病原体，病原体排出体外后可以在

有机质中存活数月并保持感染性。此外病原体也会

依附在空气中的尘埃颗粒上，当健康禽只或者人类

等哺乳动物吸入病原体后，衣原体就会依附在呼吸

道的黏膜上皮细胞，并通过胞吞作用进入细胞，进

而在细胞体内进行增殖，并形成具有感染性的原生

小体，当细胞被溶解后，原生小体被释放、扩散并感

染其他正常细胞。该病的典型潜伏期为 3~10 d，最

长也可达 2个月之久。除了空气传播以外，衣原体

还可以通过垂直传播等途径进行传播，此外如果禽

只遭遇拥挤、长途运输、气候、换料等原因导致的应

激反应，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引发隐性带毒禽

只发病，同时引发继发性或者混合型的感染症状。

2 临床症状与诊断

该病多为隐性带病，少见典型的临床症状，因

此需要使用检测病原或者抗体的方法才能确诊。对

于急性发病的禽只，可以结合临床症状，包括血液

学、临床检测或者放射线等手段进行初步诊断，再

通过 PCR或者细菌培养的方式进行最终的诊断。

3 综合防治措施

3.1 治疗措施

目前，市场上仍然没有针对该病的特效疫苗。

可以通过日常观察，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来减

少死亡率和疫病的传播，但是不能用治疗手段清除

隐性感染的情况，因此，在治愈后仍然存在再次规

模性感染发病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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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针对该病常用的治疗方法是抗生素疗

法，效果最好的抗生素为土霉素、金霉素以及强力

霉素等四环素类抗生素。虽然四环素类抗生素不易

诱导抗药性的产生，但是其敏感性较差，需要加大

使用剂量才能起到治疗作用。而且该类抗生素的主

要治疗效果是通过作用在生长期的细菌来达到抑

菌效果，因此，疗程一般需要 2~8周。若使用口服的

方式给药，则需要注意减少日粮中钙的摄入量，避

免影响药物吸收。

养鸡过程中较少发生该病的感染，如果发生疫

情，可以采用 400~700 g/t的金霉素进行群体治疗，

且治疗周期应维持 2周以上，才能有效降低养殖场

工作人员交叉感染的机率[2]。

3.2 预防措施

1）加强消毒、清洁管理。养禽过程中应建立合

理的消毒、清洁治理措施，并严格依照规定执行。养

殖场管理者还应配备相应的消毒设施设备以及充

足的消毒产品，在选择消毒剂时应避免长期使用同

一种消毒剂，以防病原体产生抗性，而应选用多种

消毒剂产品交替使用。养殖管理员应及时清理圈舍

内的排泄物，保持圈舍内卫生环境，定期对食槽、水

槽以及生产用具进行消毒处理。

2）加强饲养管理。针对不同生长阶段禽只对营

养需求的不同，科学定制日粮方案，保障日粮中营

养成分能够满足生长需要，并适当添加维生素以及

矿质元素，以提升禽只的自身机体免疫能力。此外，

在养殖过程中，还要保持科学的饲养密度，保持圈

舍空气流通，避免因长途运输、空气质量、气温变化

等情况发生的应激反应[3]。

4 小 结

禽衣原体病是一种由鹦鹉热衣原体感染引发

的、无显著临床症状的亚临床接触性人畜共患的传

染病。该病多为隐性，没有显著的临床症状，所以防

治极为困难。但是该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对禽类、

人类以及哺乳动物均可感染，严重危害养殖业的健

康发展，因此，禽养殖户应本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的理念，加强饲养管理和清洁、消毒管理，一旦发病，

在确诊后应立即采用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并适当延

长疗程，以防短期内的再次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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