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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养牛产业发展迅速，规模牛场不断发展壮大，但在养殖过程中，也出现了各种问题。介绍了规

模牛场存在的传染病、产科病、寄生虫病情况，并总结了有效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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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模牛场存在的主要疫病

规模牛场如果在疫病防控方面的制度不够完

善，或者是牛的自身条件不好、养殖人员的专业技

能不过关等，都有可能导致规模牛场出现疫病。本

文简要介绍目前规模牛场中易发的主要疫病。

1）传染病。目前，规模牛场中存在的主要传染类

疾病有结核病、布氏杆菌病和巴氏杆菌病等[1]。这几种

传染病对规模牛场的危害最大，尤其是结核病，其危

害程度和造成的损失又远大于布氏杆菌病和巴氏杆

菌病。牛结核病是由牛型结核分枝杆菌所引起的一种

慢性人畜共患传染病。在我国该病为二类动物疫病，

OIE将其列为 B类疫病。此病以组织器官的结核结节

性肉芽肿和干酪样、钙化的坏死病灶为主要症状。近

年来，由于牛养殖产业发展迅速，使得牛结核病的患

病机率大幅增加，并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2）产科病。随着生物科技的发展，牛的人工配

种技术也迅速发展，并不断普及。同时牛精液的保

存和应用技术也十分先进和便利，因此，大部分养

殖企业和养殖户都会采用牛的人工授精技术。但是

在农村，部分养殖户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不

过关，导致人工授精技术推广的程度还不太高。同

时由于人工配种的技术水平较低，更谈不上专业，这

样就有可能造成牛的生殖道感染，严重时甚至会给牛

的健康和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带来威胁和危险[2]。还有，

有些养殖户的医药使用知识不足，不能正确地使用

某些药物，极易导致滥用药的现象发生。所以，综合

以上原因，牛产科疾病的发病率不断增加。

3）寄生虫感染。寄生虫感染是对牛养殖行业危

害较大、影响较深的疾病之一，其中以吸虫病、缘虫

病、线虫病等寄生虫病的感染最为普遍。该类疾病

主要发生在规模较大、牛的相对养殖密度很高的规

模牛场。该类疾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不科学的驱

虫措施和对驱虫药物的错误选择。这两种错误，不

仅会造成驱虫工作的失败，还会影响动物的健康，

延长牛的生长周期，还会给养殖户带来不必要的经

济损失。同时，高密度的牛群养殖会大大增加寄生

虫感染的发生率。

2 防控措施

1）严格做好牛场卫生消毒工作。养殖户必须清

楚认识到，消毒是疾病防控的重中之重。消毒的第一

步是彻底打扫牛场，以保障牛场的整洁干净，不能有

任何的卫生和消毒死角。第二步是做好消毒用具的

选择和使用。对于消毒用具和试剂，一定要有一个科

学合理的选择。百毒杀和生石灰乳等作为最普遍的

消毒品，通过直接喷洒即可达到消毒效果。此外，若

牛场地面为水泥地，就需要用消毒药品和水的混合

洗涤液直接清洗地面。当然，消毒工作还需要根据不

同季节和养殖场内的不同环境条件，科学合理地选

择药品配比和使用。通常情况下，场内没有发生疫情

时，消毒工作每 10～15 d要进行 1次。但如果养殖

场内已经出现疫情，养殖人员就要及时喷洒浓度为

1%的漂白粉溶液等，必要时还可将表面的泥土挖出

并且与干的漂白粉充分混合后再将其深埋[3]。

2）在规模牛场，经过一段时期的饲养管理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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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生长繁殖，牛群的饲养密度会不可避免地增

加，这给寄生虫的繁殖带来了有利条件，会增加寄

生虫的感染率。因此，牛场一定要根据牛自身的养

殖情况、条件和周边情况等及时、按时开展驱虫工

作。养殖技术人员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驱虫药物，以

保证牛场内外环境的清洁和彻底灭绝寄生虫。

3 总 结

当下，牛的疫病已成为养殖企业和养殖户们最

关注的难题之一，因此将牛的疫病防控工作落实到

位，一定会对养殖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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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羊布鲁氏杆菌病是羊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也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危害极大，感染后主要侵害生殖

系统和关节。本文主要分析布鲁氏杆菌病的病因、病症、检测，并提出了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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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发生 136只羊

感染布鲁氏杆菌病，经消毒隔离、淘汰病羊、定期检

疫、免疫接种等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扩散。

1 病因分析

羊布鲁氏杆菌病（简称布病）是一种慢性传染

病，主要侵害生殖系统。羊感染后，主要特征是母羊

发生流产和公羊发生睾丸炎。布鲁氏杆菌病也是一

种人畜共患的慢性传染病。其临床主要特点是长期

发热、多汗、关节痛、睾丸炎、肝脾肿大等。传染源以

牛、羊为主，病原菌主要存在于病畜的组织、尿、乳

液、产道分泌物、羊水、胎盘及羔体内，布鲁氏杆菌

病可由直接接触受染动物的分泌物和排泄物，饮用

未经消毒的牛奶、羊奶或食入含有活的布鲁氏杆菌

的奶制品（如黄油和奶酪）而引起。

2 流行病学调查

根据现场调查发现，发生本次聚集性疫情的原

因：一是存栏羊只于 2015年 9月中旬进行了布病

免疫之后至今再未免疫；二是存栏羊只均有流羔现

象，羊流产后的羊羔及分泌物没有焚烧深埋；三是

养殖人员饲养时无任何防护措施，不知道布病是人

畜共患传染病，染病家畜是该病的传染源；四是患

病养殖户均有直接饲养、接产羔羊等接触史；五是

羊舍与人居环境未严格分离。

3 实验室检测

多数症状不明显，部分病畜出现关节炎、健鞘

炎，呈现跛行。公羊出现睾丸炎，睾丸肿大；怀孕母

羊流产，多发生于新发病羊群，一般在怀孕后 3～4

个月，流产胎儿多为死胎。发现疫情后，从周边村庄

采集羊血 3 670份，进行检测。

3.1 分离血清

根据采样单的原始记录，将每一份羊血分离血

清，依次吸取到 2 mL离心管内，样品对应编号，单

对应分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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