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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从鸡传染性鼻炎的病原特征、流行性特点、临床特征、病理变化、诊断以及防治技术等方面

对该病进行综述，并提出从饲养管理着手，做好日常消毒工作，注意防寒保暖、通风换气，定期免疫接种等措施，旨

在为生产中该病的防治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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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传染性鼻炎是由副鸡嗜血杆菌所引起的鸡

的一种急性上呼吸道传染病。该病主要侵害育成鸡

和产蛋鸡，可严重影响鸡群的生长发育和产蛋性

能，严重威胁养鸡业的健康发展，并造成重大损失。

1 病原学特征

副鸡嗜血杆菌是巴氏杆菌科，嗜血杆菌属的成

员，为革兰氏阴性菌。该菌呈球杆状或者多形性，有

时还呈丝状，无鞭毛，不能运动，不形成芽孢。在病

料中以单个、成双或者短链形式散在或者丛在。

2 流行病学特点

病鸡和健康带菌鸡是本病在鸡群中长期流行

的重要原因。本病可通过被污染的饮水、饲料等经

消化道传播，也可通过空气经呼吸道传播。饲养管

理因素，如饲养密度过大、通风不良、闷热或寒冷，

鸡群年龄等也是影响该病发病程度的重要因素。

3 临床症状

本病的潜伏期较短，只有 1～3 d，因此在鸡群

中传播很快，几天之内可席卷全群。病鸡最明显的

变化是脸部肿胀、肉锤水肿，鼻腔内有浆液性或者

黏液性分泌物，其次是可见结膜炎和窦炎。病初眼

结膜发红、肿胀、眼泪、眼睑水肿、打喷嚏等，鸡群中

不时发出“库、库”声。病程一般 1～2周，若无继发

性感染，则很少引起死亡；若继发感染其他疾病，则

病情加重，病程延长，死亡增多。

4 病理变化

主要病变在鼻腔、鼻窦和眼睛。鼻腔内、鼻窦黏

膜充血肿胀，被覆有黏液，病程较长者，鼻腔、鼻窦

内有鲜亮、淡黄色干酪样物。

5 诊 断

单纯感染本病时，根据其流行特点和临床症

状，如多发生于 2月龄以上鸡，发病急、传播快、病

程短、虽有呼吸道症状但是很少死亡等，不难作出

初步诊断。若要确诊或有混合感染和继发感染时，

可借助实验室技术进行确诊，常用的实验室技术有

细菌的分离鉴定和血清学诊断技术。需要注意的

是，要将本病与鸡的慢性呼吸道病和传染性喉气管

炎相区别。

6 防治技术

为了更好地防治本病，首先应从饲养管理着手，

要搞好鸡舍内外的卫生，并按照日常安排做好消毒

工作，包括带鸡消毒，同时还要防止鸡群的密度过

大。在疾病多发的冬春季节，既要做好防寒保暖，又

要注意通风换气，以保持空气新鲜，减少氨气等有害

气体的含量。免疫接种是预防本病的主要措施之一。

目前主要使用灭活菌苗，国内疫苗目前以A型单价

灭活苗为主，常规的免疫程序为 4～6周时皮下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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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mL，同时在开产前 1个月再加强免疫1次。多种

抗生素和磺胺类药物都可用于该病的治疗，但是应

该注意的是要交叉用药，以免产生耐药性，同时还要

保证治疗效果，不要中断治疗，以免复发。

摘要 本文主要从鸡肌胃腺胃炎的发病情况、流行特点、发病原因、临床症状和综合防治措施等 5个方面简

要进行了介绍，对于鸡肌胃腺胃炎主要是以积极预防为主，早发现早治疗，为养鸡生产中该病的综合诊断和预防

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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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肌胃腺胃炎是由病原微生物感染和饲养管

理不当所造成的一种常见病，但是其病因还不明

确，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本病会导致鸡生长不良、消

瘦、鸡群整齐度低，料肉比明显上升，经济效益降

低，给养殖场带来很大损失，临床必须予以重视。

1 发病情况

随着养鸡业的发展壮大，集约化和规模化程度

的提高，各种群发性疾病也在不断流行，鸡肌胃腺

胃炎便是给养殖业带来重大威胁和损失的新疫病

之一。个别地区由于对该病的关注较少，没有及时

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从而导致本病有愈演愈烈的

态势。

2 流行特点

本病可发生于不同品种、不同日龄的肉鸡和蛋

鸡，但是目前以白羽肉鸡的发病率最高，症状最为

严重，其次为蛋雏鸡和其他品种的肉鸡。各种日龄

的鸡均可发病，最早的可见于 7～8日龄，以 15～50

日龄为多发常发期，发病率 10%～30%，并呈间断性

死亡，死亡率在 30%左右[1]。成年鸡多为隐性发病，

感染率和隐发率高达 90%，如无继发感染发生，发

病鸡的死亡率较低。本病的发病没有季节性差异，

一年四季均可发病流行，但是以 4～9月发病率最

高，流行最为严重。

发病鸡的生长发育受阻，生长缓慢，病体消瘦，

蛋鸡产蛋率下降，肉鸡料重比增大。该病能引起严

重的免疫抑制，导致免疫失败，容易继发球虫病、肠

炎、大肠杆菌病和新城疫等其他疾病。由于霉菌毒

素是引起本病的潜在因素之一，因此种鸡如因霉菌

毒素而感染本病，则霉菌毒素会长期沉积于动物体

内，并可经过代谢活动进入种蛋，以引起垂直感染。

3 发病原因

本病的病因复杂，至今还没有发现确切病因。

但是根据临床和生产实践首先可确定与饲养环境

温度高、湿度大等不良养殖环境有关；其次是在病

原方面与种源垂直传播、免疫抑制以及霉菌毒素感

染等有关，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霉菌及霉菌毒素是

肌胃腺胃炎不断发作流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1）饲料营养不平衡。饲料各种营养成分如氨基

酸的配比不平衡，有毒有害物质如生物胺超标和某

些成分如铜过量添加以及缺乏粗纤维等都可诱发

此病发生。

2）应激。饲养环境不良，如饲养密度过大、环境

湿度过大、通风不畅等；免疫、长途运输、换料、突然

断水断料等应激。

3）霉菌及霉菌毒素。动物采食被霉菌污染的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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