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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痘是由羊痘病毒引起的绵羊和山羊的一种急

性、热性、接触性传染病,其主要特征是皮肤和黏膜

出现痘疹。本病多呈流行性且致死率较高,给养羊

业造成较大损失。

1 流行病学

羊痘病毒主要存在于病羊皮肤和黏膜的丘疹、
脓疱、痂皮内以及鼻黏膜分泌物中,对热、直射阳光

和常用消毒药较敏感,但耐干燥(在干燥的痂皮内能

存活数年,在钢造的羊舍内能存活8个月)。山羊和

绵羊对本病均易感,羔羊比成年羊更易感且病死率

较高。羊痘主要是通过皮肤接触、呼吸和蚊蝇叮咬

传播;也可通过损伤的皮肤或黏膜感染。气候寒冷、
雨雪或霜冻天气、枯草期饲养管理不善等因素,都可

诱使本病发生或病情加重。该病可发生于任何季

节,尤以春、秋两季多发,主要在冬末春初流行。

2 发病因素

1)饲养管理因素。羊舍通风不良,粪便清理不

及时,饲料单一、供给不足、营养不全,致使机体抵抗

力下降,从而诱发本病。病羊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
在发病时不严格隔离病羊,使其排出的病毒污染环

境、饲料、饮水、饲用工具等,这种情况下健康羊很容

易被感染。

2)季节因素。不同的季节羊痘的发病率不同。
羊痘病毒对寒冷和干燥抵抗力很强,因此在冬末春

初多发。

3)疫苗因素。羊痘疫苗对贮存温度有一定的要

求,贵德县一般用青海生物药品厂生产的羊痘活疫

苗,要求贮存温度为2~8℃;若贮存温度过高,则很

容易失效,为羊只接种后达不到免疫效果。在疫苗

运输过程中,若不采取相应的保温措施,同样会影响

疫苗的免疫效果。另外,羊痘疫苗对接种方法也有

一定要求,应进行皮内注射,若注射到皮下会影响免

疫效果。

4)寄生虫因素。寄生虫也是羊痘病毒的携带

者,如果不及时驱杀,可导致羊只发病。

5)人员因素。防疫人员进行免疫接种时,若不

按照说明书要求正确使用疫苗,则会影响免疫效果;
若针头消毒不到位,则会导致疫病传播。饲养员对

饲槽等用具、羊舍等消毒不到位,对病死羊及其粪污

等不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也可导致本病传播。

3 临床症状

该病以高热、皮肤和黏膜形成痘疹为特征。痘

疹多发于无毛或被毛稀少区,如眼周、唇、鼻、四肢内

侧、生殖器官、乳房、尾内侧等部位。典型病例,痘疹

开始时呈丘疹状,之后变为水疱,水疱形成2~3d
后变成脓疱,若无继发感染则脓疱破溃后形成痂皮,
痂皮脱落后逐渐痊愈。痘疹出现在舌和齿龈上时,
往往形成溃疡;痘疹出现在咽喉、支气管等黏膜上

时,患羊多因继发细菌或病毒感染而死于败血症。

4 预防措施

1)做好羊群的日常饲养管理工作。羊舍要经常

打扫,保持干燥、清洁、卫生;饲槽等用具要按时消

毒;病死羊及其粪污等要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要饲

喂营养丰富且易消化的饲料,特别是在冬春季要适

当添加一些全价饲料。

2)加强检疫检验。绝对不从疫区购羊。对新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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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只必须按检疫程序隔离观察21d,确认无疫病后

方可入群,并为新购羊只接种羊痘疫苗。

3)定期进行免疫接种。要按照免疫程序对饲养

羊只定期进行免疫接种。

5 治疗方法

首先,肌肉注射高免血清10~20mL,2d/次,
连用2次。其次,用0.1%高锰酸钾溶液清洗痘疹

区,然后涂抹碘甘油,每天2~3次,连用数天。再

次,肌肉注射黄芪多糖注射液,0.1~0.2mL/kg体

重,2次/d,连用2~3d;肌肉注射盐酸洛美沙星注

射液,0.1~0.2mL/kg体重,2次/d,连用2~3d;
取盐酸洛美沙星注射液均匀涂抹于水疱处,内外兼

治,效果更好。最后,为防止继发感染,可肌肉注射

青霉素240万IU和链霉素200万IU,2次/d,连用

2~3d。

(责任编辑:郭会田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

췍췍

)

养殖过程中猪群的健康监测

在整个养猪生产过程中,猪群随时都可能发生疫病,一旦发生,养殖规模越大,损失可能越惨重。因

此,做好猪群的健康监测工作,及时发现亚临床症状,早期控制疫情,把疫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是非常重要

的。主要的监测方法有如下几种。

1)观察猪群。饲养员要随时观察猪只,如发现异常,及时向兽医或技术员汇报。猪场技术员和兽医

应每日至少巡视猪群2~3遍,并经常与饲养员取得联系、互通信息,以掌握猪群动态。不管是饲养员还

是技术员,观察猪群要认真、细致,掌握好观察技术、时机和方法。生产上可采用“三看”,即平时看精神、
饲喂看食欲、清扫看粪便;并考虑猪的年龄、性别、生理阶段以及季节、温度、空气等,有重点、有目的地观

察。对观察中发现的不正常情况,应及时分析、查明原因,尽早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属一般疾病,应及

时对症治疗或淘汰;如是烈性传染病,应立即捕杀、妥善处理尸体,并采取紧急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措

施,防止其蔓延扩散。及时淘汰异常猪只,可提高生产水平,减少耗料和用药,且有利于维护全群的安

全。因为这些猪往往对传染病易感或是带菌带毒,是危险或潜在的传染源。

2)测量统计。特定的品种或杂交组合要求特定的饲养管理,并表现特定的生产水平。通过测量统

计,便可了解饲养管理是否适宜,猪群的健康是否处在最佳状态。低劣的饲养管理,挖掘不出猪的最大

遗传潜力,同时也降低了猪的健康水平。猪所表现的生产力水平是反应饲养管理好坏和健康状况的“晴

雨表”,如猪的受胎率低、产仔数少,往往与配种技术不佳、饲养管理不当和某些疾病有关;仔猪初生重小

与母猪怀孕期营养不良有关;仔猪21日龄窝重小、整齐度差与母乳不足、补料过晚或不当、环境不良或

受到疾病侵袭有关;肉猪日增重小、饲料报酬低有可能是猪群潜藏某些慢性疾病或饲养管理不当。

3)病猪剖检。通过对病猪剖检,观察各器官组织有无病变或病变的种类、程度等,了解猪病的种类

及严重程度。

4)屠宰厂检查。在屠宰厂检查屠宰猪各器官组织有无异常或病变,了解有无某种传染病及严重程度。

5)抗原和抗体检测。抗原和抗体检测是了解猪群免疫状态的有效方法。猪只血清中存在某种抗

体,说明其曾经与同源抗原接触过。抗体的出现意味着猪只正在患病或过去患过病,或意味着其接种的

疫苗已经产生效力。如果抗体水平下降,表示这些抗体可能是传染病或接种疫苗的残余抗体。接种疫

苗后测定抗体,可以明确人工免疫的有效程度,并作为以后何时再接种疫苗的参考。妊娠母猪接种疫苗

后,仔猪可通过吃乳获得母源抗体。测定仔猪体内的母源抗体水平,可了解其免疫状态,同时也是确定

仔猪何时再接种疫苗的重要依据。用来检查抗体水平的技术,也可以检查和鉴别抗原、诊断疾病。生产

现场可用全血凝集试验等较简单的方法,进行某些疾病的检疫,淘汰反应阳性猪,净化猪群。
来源:猪e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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