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10期

肌胞等缺陷较多，抗病毒谱窄，疗效较差。干扰素和

血清抗体可直接对抗病毒，但也仅限于初期感染和

病毒血症阶段，后期效果也不理想。本类疾病以预

防为主，大多数病毒都有疫苗，可进行跟胎免疫或

每年普防，同时加强管理，防止疫病蔓延。

3）寄生虫性疾病。寄生虫大致分为蠕虫类、节肢

动物类和原虫类，本类疾病一般无法通过疫苗接种

来预防，必须通过加强管理防止感染，预防也以定期

药物驱虫为主。蠕虫有线虫、吸虫、绦虫 3大类，线虫

类药物可选择伊维菌素、双甲脒和阿苯达唑等，吸虫

类可选择硫氯酚、三氯苯达唑等，绦虫类可选择阿苯

达唑、氯硝柳胺、吡喹酮等；节肢动物类可选择伊维

菌素和拟菊酯类药物喷雾剂杀灭；原虫类以球虫感

染较多，临床可选择磺胺类抗生素、常山酮、妥曲珠

利等进行预防和治疗。寄生虫性疾病发病后大部分

牦牛都表现消瘦和进行性营养不良，治疗时需要配

合使用营养类药物和抗感染药物，治疗周期可缩短。

3 非传染性疾病

非传染性疾病主要包括内科病和外科病 2 大

类。虽然本类疾病不会造成传染，发病时也多以个

例形式出现，但具有不易察觉的特点，临床上对牦

牛饲养者的心细程度是个考验。

1）内科性疾病。内科性疾病以消化道方面较多，

牦牛为反刍动物，依靠前胃中微生物对饲草的分解

进行营养的摄取。青藏高原地带的牦牛养殖以放牧

为主，管理模式多为传统模式，现代化水平较低，消

化道疾病多发，对于此类疾病的预防应以抓饲草质

量为主，尽量选择青草茂盛、粗纤维含量低、易消化

的饲草区放牧，最好不要跟其它牦牛混群，以防出

现交叉污染。

2）外科性疾病。外科性疾病主要发生在体表，

裂蹄、腐蹄、褥疮、皮肤伤口等是最为常见的疾病种

类，疾病以早发现、早治疗为原则，防止继发感染。

尤其是体表出现伤口时，一定要局部清疮消毒处

理，碘伏、甲紫溶液、消毒酒精等都是效果极好、价

格低廉的消毒药，消毒后根据情况局部或全身使用

广谱抗生素，以防引发全身感染。外科性疾病发生

后大多数情况下不会直接威胁生命，但长期受疾病

困扰的情况下，牦牛的采食、饮水、行走、反刍、休息

等行为都会受到影响，最终影响牦牛的生长和发

育，生产性能大大下降，最终造成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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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在 20 世纪 60年代就采用检疫、免疫、

扑杀、监测等形式开展防疫措施，经过多代人不懈

努力，青海省 8个地市、39个市区全部达到稳定控

制区标准。但在近些年，特别是北方地区牛羊感染

率上升，发病范围扩大。如今，布鲁氏杆菌病已经

被确定为优先防治病种二类动物疾病的第一位，

青海省作为重点防治区，必须要加强布鲁氏杆菌

病防治工作，这样才能够保障青海省牛羊产业健

康发展。

1 牛羊布鲁氏杆菌病传播风险

布鲁氏杆菌病也被称之为波状热，主要是布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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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杆菌引发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布鲁氏杆菌病是

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不仅在牛羊等牲畜群内传

播，同样也会传染给人类，临床表现为病情轻重不

一的多汗、发热、关节痛等。布鲁氏杆菌病传染度

高、影响范围大。牛羊患布鲁氏杆菌病之后，首先会

出现发热问题，通常温度在 38 ℃以上，不同体质的

牛羊热型差别较大，这时牛羊会呈现出乏力、食欲

不振、精神萎靡等状态[1]。有部分牛羊群体发热不是

很高，常在 38 ℃左右波动，但持续时间长，长期处

于低热状态。但也有时会呈现出体温波动问题，也

就是患病初期会高热一阶段，但阶段过后体温会逐

渐下降，之后进行二段高热，反复多次，通常在第三

高热阶段就会造成死亡现象。布鲁氏杆菌病之所以

称之为波状热，主要是由于牛羊体温忽高忽低、并

且存在早晚温差现象，病情十分凶险。布鲁氏杆菌

病在牛羊群中极易感染，从分布状态分析，布鲁氏

杆菌病不会受水灾影响，由于我国布鲁氏杆菌病分

布皆不在河流两岸地区，通常都处于干旱的边疆地

区。同时，由于青海省雄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

北部，各地区气候有明显差异，东部湟水谷地，年平

均气温在 2～9 ℃，无霜期为 100～200 d，年降雨量

为 250～550 mm，主要集中于 7-9月，热量、水分条

件皆能满足一熟作物的要求。柴达木盆地年平均温度

2～5 ℃，年降雨量近 200 mm，日照长达 3 000 h以

上。由于青海年平均气温与降水量比较低，非常适

合布鲁氏杆菌病传播，甚至会经牛羊群将布鲁氏杆

菌病传播给人类。

2 牛羊布鲁氏杆菌病的防控建议

1）指导思想。由于很多病患都是由外区传染导

致的结果，因此，需要加强牛羊引进工作。全面贯彻

“预防为主”的方针，强化组织领导工作，将责任落

实到每个人的身上，提高布鲁氏杆菌病的防控投入

力度，采用免疫、监测、消毒、扑杀、流通管理的综合

防控措施，定期对牛羊养殖场进行监测，实施分区

免疫、强制扑杀病牛和病羊、检疫隔离等形式，加强

阳性牲畜移动与无害处理工作，从多个方面控制布

鲁氏杆菌病传播。

2）防控方法与原则。首先，分区域防控。根据青

海省不同地区部分感染情况与流行范围进行病区

划分，将布鲁氏杆菌病检测结果阳性率回升到标准

水平以上的地区划定为“免疫区”，将没有达到标准

的地区划分为“监测区”，从而为后续防控工作奠定

基础；其次，免疫与检测结合。在免疫地区防控中，

需要对牛羊进行免疫，开展免疫抗体监测工作。种

公牛羊、奶牛不免疫，开展感染抗体监测工作。对于

非免疫地区，需要重点对种公牛羊进行感染抗体监

测，如果出现阳性畜、病畜，需要及时扑杀，并做焚

烧、深埋处理；最后，检疫与监督相结合。强化青海

地区的监督力度，对进出的牛羊牲畜进行强行检

疫，待到检疫合格后方可调运。检测出的牛羊牲畜

需要进行无害处理。强化牲畜监督管理工作，严格

控制牛羊牲畜流动[2]。

3）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在牛羊布鲁氏杆菌病防

控过程中，首先要制定免疫计划，依托青海省、州、

县、乡、村五级牛羊疫病防控网络，并根据布鲁氏杆

菌病区域分布状态与免疫地区，从而有计划地进行

分区免疫工作，根据国家制定的布鲁氏杆菌病免疫

程序，全面开展布鲁氏杆菌病监测和净化工作。全

面实施布鲁氏杆菌病监测计划，通过网络技术构建

省、市、县的三级牛羊布鲁氏杆菌病预防控制平台，

构建布局合理、分工明确的布鲁氏杆菌病监测网

络。开展定点监测与集中监测形式，强化畜牧场与

奶牛场的净化工作，扩大对畜牧场的监测范围，构

建完善的牛羊病毒库，从而实现全面掌控青海省养

殖地的牛羊疾病监控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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