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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湖北省十堰市山羊布鲁氏杆菌病监测净化的措施与成效，指出当前存在监测经费投入

不足、业主防疫观念淡薄、监测队伍不稳定和扑杀补偿标准偏低等突出问题，并提出加大投入保障运行、创新扑杀

补偿机制和强化监测队伍建设等措施，确保布鲁氏杆菌病监测净化目标任务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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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十堰市山羊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2016年山羊饲养量 220.5万只，出栏量 112.48万只，

羊肉产量 1.69 万 t，产值 14.3亿元，占全市畜牧业

总产值的 14.23%。随着辖区山羊产业的迅猛发展，

山羊布鲁氏杆菌病防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通

过对十堰市山羊布鲁氏杆菌病监测净化的成效、措

施、问题的研析，提出了今后的工作对策，以期为实

践提供借鉴。

1 山羊布鲁氏杆菌病监测净化的措

施与成效

1）高度重视联防联控。十堰市自 2014年发现

首例人感染布鲁氏杆菌病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市、县政府均制定了《羊布鲁氏杆菌病净化工作

方案》，明确了政府为布鲁氏杆菌病净化的责任主

体，畜牧部门负责牛羊场布鲁氏杆菌病的防控、定

期监测和净化工作的具体实施，卫生部门负责高危

人群的定期监测与通报。通过畜牧、卫生部门的联

合防控，保障了布鲁氏杆菌病净化工作顺利开展和

人畜安全。

2）制定净化技术方案。2017年初，根据湖北省

农业厅、卫计委要求，组织召开羊布鲁氏杆菌病净

化专题研讨会，分析布鲁氏杆菌病态势，开展技术

培训，制定布鲁氏杆菌病净化技术总体方案，成立

了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夯实了布鲁氏杆菌病净化组

织领导、技术队伍基础。

3）调查摸底确定分区。5月初全市开展全面调查

摸底，全市 10个县级市县区，共有规模养羊场 2 443

个，山羊存栏量 209 972只。其中，仅有 1个县开展

山羊布鲁氏杆菌病净化工作，按照总体技术方案，

全市确定为布鲁氏杆菌病净化未开展区，明确了目

标任务。

4）采集样品实施检测。首先依据规模羊场总数、

存栏量，分别确定各县市区的抽样场数（33～81个）

和实验室检测最小样本数量（30只 /场）。同时，优

先采集患流产、乳房炎、睾丸炎的羊血清进行检测，无

明显症状羊则随机采样。全市共检测羊场 2 058个，

检测山羊 100 165只（种公羊 19 163只，其它山羊

81 002只），其中检测出阳性场点 5个，占检测场数

的 0.24%；检测出阳性样本 74只（种公羊 7只，其它

山羊 67只），占总检测山羊数的 0.07%。

5）开展无害化处理。按照布鲁氏杆菌病防控技

术规范，分别采取阳性山羊扑杀或同群扑杀，并且

加以“焚烧 +深埋”的方式集中处理。全市共扑杀阳

性山羊 74只、扑杀同群山羊 319只，并对阳性羊场

全面消毒，周边羊场持续监测。

6）加大投入保障安全。2017年全市用于布鲁氏

杆菌病净化工作 190余万元，投入各级监测采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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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5 006人次，购买消毒药 13.13 t、防护服 3 809

套、手套 14 538双、口罩 16 012个、鞋套 8 878

双、采血器 60 800套、检测试剂 50 000头份。并且

对监测阳性扑杀的羊补贴 500元 /只，保证了布鲁

氏杆菌病净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7）全面排查消除隐患。为确保十堰市山羊布鲁

氏杆菌病净化措施落到实处，对规模养殖场实施

“定员、定岗、定期”监管制度，监管人员每月至少到

场 1次。市局每季度集中组织开展 1次疫情排查工

作，详细了解各地山羊的防疫措施、引种、出栏、健

康状况，准确掌握疫情动态，及时发现和整改存在

的薄弱环节，防患于未然。

8）部门协同信息共享。一是加强沟通与协作。

市畜牧兽医局及时将全市牛羊养殖大场排查的阳

性畜群业主及密切接触人员名单及时提供给市县

卫生部门，以便对密切接触人员进行布鲁氏杆菌病

筛查和防护。同时，市卫计委也及时将人布鲁氏杆

菌病筛查情况通报给畜牧部门，形成人畜共患病防

控信息共享、联防联动的良好机制；二是抓好病患

人员救治。市、县卫计部门及时对感染人员进行诊

治，先后对 7位染病患者实施住院治疗，保障了人

身安全。

9）广泛宣传增强意识。采取入户入场、发放《牛

羊布鲁氏菌病防控知识》资料、新闻媒体宣传等手

段。广泛深入开展布鲁氏杆菌病防控知识宣传，引

导广大养殖从业人员规范养殖行为，对布鲁氏杆菌

病可疑病例早发现、早报告。增强人们自我预防、自

我保护意识，维护社会稳定。

10）强化培训提高技能。一是加强布鲁氏杆菌

病防控业务知识更新。近年来，全市累计开展各类

培训 60余次、2 230人次，提升了乡镇、村级动物防

疫员、规模养殖场技术人员等对布鲁氏杆菌病的诊

断和防控能力；二是开展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培

训。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实验室比对能力检测，提

高了实验人员的检测技能；三是以全省非洲猪瘟防

控应急演练在十堰举办为契机，积极组织基层队

伍，开展技能竞赛、疫情应急处置演练等活动，有力

提高了监测队伍的布鲁氏杆菌病防控水平。

2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1）监测经费投入不足。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

因导致动物疫病防控经费投入不足，且不稳定，不

能满足业务工作需要，尤其布鲁氏杆菌病防控经费

方面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经费总额不足、稳定性

差、应急资金无专项经费、区域不平衡等，影响了布

鲁氏杆菌病净化正常、持续开展。

2）业主防疫观念淡薄。辖区养羊场（户）多数缺

乏专业知识和专业人才，重养殖轻防疫，重免疫轻

淘汰，具体表现为防控观念差，引种不检疫，淘汰不

及时，扑杀难执行等，甚至拒绝免疫、检疫、检测，加

大了布鲁氏杆菌病防控风险。

3）监测队伍不稳定。各级疫控中心因受人员编

制和经费的限制，不仅人员严重不足，监测员、检测

员一般为兼职，而且队伍不稳定，致使正常监测工

作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特别是在集中采样、检测时，

人员短缺矛盾尤为突出。

4）扑杀补偿标准偏低。十堰市规定山羊扑杀补

偿标准为 500元 /只，显然，针对种公羊、种母羊和

育肥羊，该补偿标准明显偏低，挫伤了养殖者的积

极性，增大了对检测阳性山羊无害化处理的工作难

度。

3 对 策

1）加大投入保障运行。一是市、县应将布鲁氏

杆菌病纳入重大动物疫病防控范畴，实行财政预

算、足额拨付、专款专用；二是布鲁氏杆菌病排查、

监测采样、实验室检测、无害化处理、人员防护、应

急储备、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等业务经费，亦应统一

列入，扩大资金覆盖面，确保布鲁氏杆菌病监测净

化工作正常运行。

2）创新扑杀补偿机制。针对目前各级财政资金

保障有限的实际，应积极探索、引入布鲁氏杆菌病

防控保险机制，保费可由政府、养殖业主按照一定

比例分摊承担，建立“政府补偿 +保险赔付”的山羊

扑杀补偿机制，尽量减少羊场的经济损失，调动广

大养殖者的积极性，保障布鲁氏杆菌病净化工程顺

利实施。

3）强化监测队伍建设。一是通过定期举办专项

业务培训班，开展检测技能比赛，组织实验室比对

试验等，进一步加大基层监测队伍业务培训力度，

着力提升监测队伍整体业务能力与水平；二是制定

切合实际、科学规范、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标管理考

核制度、办法，强化队伍管理，确保布鲁氏杆菌病监

测净化目标任务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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