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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布鲁氏杆菌病是一种危害严重的人畜共患传染病。近年来，因群众防护意识淡薄，牲畜调运频繁，流

通环节监管困难，对阳性畜扑杀、无害化处理措施不到位等原因，致使疫情呈持续上升趋势，直接影响畜牧业发

展。因此，布病的防控及净化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关键词 布鲁氏杆菌病；检测；防控

布鲁氏杆菌病的检测与防控

王君英

浙江省义乌市畜牧兽医局，浙江义乌 322000

收稿日期：2017-03-03

王君英，女，1983年生。

布鲁氏杆菌病（布病）是由布鲁氏杆菌引起的

一种变态反应性人畜共患病，其主要特征为流产和

发热，我国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属革兰氏阴性

短小杆菌，作为一种细胞内寄生的病原菌，主要的

靶器官为动物的淋巴系统和生殖道，排菌方式主要

为流产物、精液和乳汁。该病自然宿主广泛，其中

牛、羊、猪最易感。作为一种人兽共患病，该病极大

地危害人类健康，进入 21世纪我国布病防控形势

越来越严峻，《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

（2012-2020年）已将该病与结核病、血吸虫病、狂犬

病等列入优先防控的动物疫病。

1 布鲁氏杆菌病的检测

1）病原学检测。布病在临床症状和病理解剖学

上无明显特征，主要以阴性感染为主，这极大地限

制了常规的病原菌分离鉴定这类细菌方法的使用，

目前这些方法多与血清学检测技术联用来诊断牛

羊布病。

2）PCR检测。PCR检测法开始主要针对单个保

守的基因（如 16SrRNA）设计，通过不断发展，目前

已经开发出多重 PCR可以检测 1 pg的布鲁氏杆菌

DNA，最近开发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技术也可以作

为一种可精确检测布鲁氏杆菌 DNA 的技术。但

PCR检测所依赖的实验技术和设备限制了它只能

作为实验室检测手段。

3）血清学检测。布病传统的血清学检测方法主

要包括虎红平板凝集试验、缓冲平板凝集试验、试

管凝集试验、补体结合试验、乳汁环状试验等。这些

检测方法都存在着缺点，凝集试验会因为抗体的交

叉反应出现假阳性，OIE在 2000年已经取消了这一

布病的检测方法；沉淀试验的结果人为主观性很大

且也会出现假阳性；补体结合试验的操作对温度和

试剂的用量要求高，控制条件多。这类方法较多用

于一线大量筛选。

ELISA 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血清学检测技

术。Garin[1]第 1次将 ELISA法用于检测布病，其敏感

性比试管凝集反应高 10～100倍。蔡一非[2]对已知

感染状况的 107头奶牛同时使用了间接 ELISA、竞

争 ELISA、虎红平板凝集试验、试管凝集试验进行检

测，对比检测结果并评估各种方法，其中试管凝集试

验敏感性最低，竞争 ELISA敏感性最高；特异性方面

竞争 ELISA最好，并且竞争 ELISA用时较少。

2 布鲁氏杆菌病的防控

布病防控是世界上各国都面临的问题，但因国

家间防控水平存在差异，布病防控方案也不同。具

有成功净化甚至根除布病经验的加拿大、新西兰和

澳大利亚等国家，地广人稀，经济发达，畜牧业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但养殖业分散，政府对

布病防控重视，通过检疫 -扑杀 -补偿等相关防控

方案先后净化或根除了布病。欧盟国家属于资源密

集型，经济发达，在集约养殖模式下也是通过检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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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杀 -补偿等防控措施净化的。而发展中国家经济

欠发达，检疫 -扑杀 -补偿等防控方案难以实施，

只能采取疫苗免疫接种和适时的检疫 -扑杀 - 补

偿措施相结合的防控策略，但最终需要采取净化根

除措施。

虽然布病是一种可以净化、根除的疾病，但许多

发达国家通过制定与实施家畜布病防控（或根除）规

划，一般需要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才能

根除家畜布病或将其危害控制在很低的水平[3]，而有

些国家虽然采取相同措施，经过相同时间，但目前

仍然未能根除。因此，布病防控需要长远规划和短

期计划相结合才能将其净化或根除，同时更需要新

技术、新方法推动布病防控工作的进展。

1）疫苗研发。疫苗在净化布病过程中起到了关

键性的作用，是预防和控制布病的主要手段。目前

国内外都已经有多个弱毒活疫苗在使用，但都存在

一定的缺陷。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分离的 S2株已

被广泛用于预防接种，基于弱毒株 S2新型的重组

疫苗也在研发中。另外，布鲁氏杆菌的 DNA疫苗也

取得了一定进展，如 P39、L7/L12、Omp31等优秀抗

原都被制备成 DNA疫苗，在实验室验证阶段表现

良好[4]。现有疫苗始终不能有效控制布病，其防控还

有待新一代布鲁氏杆菌疫苗。

2）布病防控机制建设。任何一种疾病的防控和

净化都需要合理和严格的机制，在政策方面可以成

立专门的布病防控小组，负责日常监测，实施防控

任务。在财政方面，需要健全布病防控经费保障机

制。在人才队伍方面，疫病的检测和防控是技术活，

应对检测人员展开培训，特别是对于布病疑似症状

的讲解和 ELISA等布病检测方法和标准的无害化

处理方法的培训，建立不定期培训机制，提高工作

人员业务素质。

3）严格实施防控措施。

①加强监督，对从外引进的牛、羊等易感动物，

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严格执行报批报检和隔

离制度，防止病原传入和扩散。特别是没有发生过

布病的地区，从外地引进动物时，经过严格检查和

隔离后，确认无此病才能与本地动物混养。跨省调

运，动物调出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需要出具检疫合

格证、车辆消毒证明和健康证。并且动物调入地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在对调出地风险评估通过后才可调

入，运抵动物应在规定的隔离场、区隔离饲养 30 d，

经检疫合格后，方可混群饲养[5]。

②加强免疫和管理。疫苗是防控布病的有效手

段，按照政策对牛羊实行免疫，对于种用的动物实

行的是只检测不免疫，进行 2～3次常规检测，检测

出阳性种用动物应该立即扑杀、无害化处理，并对

环境实施彻底的净化。对于其他肉用或其他用途动

物一律采用先检后免的政策，在畜群流行率较高

时，采取疫苗免疫控制布病，然后需通过“监测 -扑

杀”措施真正根除。在日常管理工作中，生产区域应

该和生活区隔离，饲养场出入口设立消毒池，清洁

和灭鼠、灭蝇等。分娩室在产前和分娩后应该进行 1

次彻底消毒，饲养场每年也应该进行 4 次彻底消

毒。

③做好布病的监测工作。监测布病可以及时对

病畜采取有效措施，对发现的病畜和检测到的阳性

动物，及时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对于病畜的排泄物、

乳汁、胎衣等污染物也应该进行无害化处理，对于

饲槽、舍内的地面及墙壁可以使用 2%烧碱或 5%来

苏尔溶液消毒，运动场可以清扫冲洗后使用 20%石

灰乳消毒。另外监测工作也会对于疾病的发展趋势

起到一定的预测作用。

3 结 语

布病是一种重要的人兽共患病，对人类的健康

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在我国布病也造成过严重的

公共安全事件，对我国畜牧业造成了相当大的损

失。虽然布病的高效快速诊断方法和下一代疫苗还

在研发中，但是严格实施疫病的基本防控工作也能

有效控制该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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