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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涂抹均匀后用吖啶黄染色，在光学显微镜下观

察，如果能看到血浆或红细胞表面有不同形态的附

红体则可确诊。抹片法比较简单实用，检出率高，结

果可靠，检测成本低，耗时短，是目前实验室最常用

的检测方法。

2）血清学试验。血清学试验临床应用较多的为

荧光抗体试验和 ELISA试验，羊在感染后的数日内

通常会产生针对附红细胞体的血清抗体，利用抗原

抗体特异性反应原理来诊断羊只是否已经感染，结

果较为可靠，同时还能对不同地区的大批样本进行

流行病学调查，成本低，效率高。

3）分子生物学法。分子生物学法主要是 PCR技

术，将可疑病料前处理后，用病原特异性引物片段

对病料中的 DNA扩增，如果病料中有病原存在，则

引物片段会成功将病原的 DNA扩增，结果呈阳性，

若无则代表没有被感染。

6 防 治

预防本病需要从管理抓起，对羊群进行免疫或

全群注射给药时，一定要做好针头消毒工作，防止交

叉感染。给羊打耳号、断尾、去势时应注意操作器械

要消毒，防止血液途径传播。夏季务必做好蚊虫驱除

工作，定期对羊群进行驱虫，防止病原通过体表寄生

虫传播。加强饲养管理，注意日粮的平衡，营养缺乏

的羊体质虚弱，抗病能力低下，很容易感染发病。引

种时务必对外来羊只进行血液检查，确保引种安全。

疫病流行的季节一定要做好羊舍消毒工作，附红体

对环境的抵抗力差，不耐干燥，对大多数消毒剂敏

感，建议每天清粪后在地面喷洒 0.1%新洁尔灭溶液，

羊舍的墙壁每 2周用稀石灰乳涂抹 1次，不留死角。

治疗本病可使用四环素类药物，如四环素、土

霉素、多西环素等，此外，三氮脒、914等对附红体也

都有理想的杀灭效果。临床选用药物时最好首选注

射剂型，因为注射剂生物利用度高，药物达峰时间

快，血药浓度在短时间内上升，可快速杀灭血液中

的病原。另外，本病人畜共患，在流行季节一定要做

好养殖人员的防护工作，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

和黄疸等症状时，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经

常发生本病的羊场，可在流行季节到来前在羊饲料

中拌入土霉素粉进行提前预防。

摘要 本文主要阐述养鸡疾病防控过程中存在不科学选址、缺乏防控意识、鸡舍卫生条件差等问题，并提出

进行专业的培训、建立消毒措施和养殖规范、规范药品管理等措施，防止疾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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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鸡疾病的防控需要很多的专业知识，然而很

多养殖者却对此不够重视，也因文化水平有限，造

成疾病防控能力不足。鸡病防控工作成为了养殖中

普遍存在的难题，急需解决。

1 养鸡疾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

鸡是一种常见的家禽，一般的养殖者都不会进

行专业学习，几乎都是根据习惯和经验进行养殖，

更不会重视鸡疾病的防控，因此对鸡的养殖产生很

大负面影响。

1）选址不科学，防控意识弱。因为缺乏专业知

识，再加上一些养殖者资金不足，因此鸡舍的选择

大多随意而为。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很多鸡舍的选

址几乎都是庭院内哪里空地大，便搭建鸡舍。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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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过肥过瘦对繁殖的影响

母牛的营养掌控对繁殖有很大帮助，营养过度和不良都会对繁殖造成不利的影响。

1）营养过度的情况下，繁殖母牛容易肥胖，表现为难产。

2）营养不良的牛消瘦，不发情或受孕后出现妊娠中断；膘情很差的怀孕牛产下的犊牛虚弱、体重

很轻。

3）能量营养供应不足，对怀孕母牛分娩后再次配种有很大影响，表现为不发情或配种后不受孕。

母牛妊娠期蛋白质营养水平太低，会降低繁殖率，或新生犊牛体重轻，或分娩后母牛久不发情。

4）微量元素碘的缺乏可引起繁殖障碍、生产弱犊、死胎或犊牛颈部肿大（甲状腺肿）。怀孕母畜营

养中维生素 A缺乏，产生弱犊或畸形，出现弱视或幼犊死亡。

来源：吾谷网

会考虑鸡舍的通风性及采光，因此，会出现夏天鸡

舍温度很高，冬天温度很低，造成多种疾病的诱发

和蔓延。特别是对鸡进行散养，因为不专门进行隔

离，很容易使疾病交叉传染。

2）鸡舍卫生条件差，消毒不彻底。鸡舍卫生条

件差，这是很多鸡舍都存在的问题。对于养殖者来

说，很少会有意识到鸡舍的粪便也会诱发疾病。再

加上鸡舍的通风条件不好，使鸡舍气味难闻，含有

大量的氮气，最终导致鸡患上疾病。而在鸡舍外部，

从鸡舍内处理出来的粪便乱堆，没有安装专业的排

污通道。另外，很多养殖者也缺乏消毒意识，使鸡舍

的消毒工作不到位。养殖者在进行消毒的时候，也

不会穿消毒服装，更不会进出鸡舍时进行全身消

毒，有些非养殖工作者也会随意出入鸡舍，这都给

鸡舍病菌的传播提供了渠道[1]。

2 鸡疾病的防控对策

1）进行专业的培训。养殖者不会进行疾病防控，

多是因为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因此，农业部门应该

做好这方面的培训工作，定期组织养殖者参加培

训，帮助养殖者学习鸡疾病防控相关知识。很多养

殖者都很乐意参与到这种学习中来，只是因为缺乏

学习机会，或有些培训活动门槛很高，将一些小型

养殖场的养殖者拒之门外。因此，农业部应该积极

为养殖者创建无门槛的学习平台。

2）建立消毒措施和养殖规范。消毒是进行鸡疾

病防控的重要环节[2]，因此，这项工作必不可少。首

先要定期对鸡舍进行消毒，其次要配备专业的养殖

服装，最后所有养殖工具和进出鸡舍的人员都要进

行消毒，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专业化的消毒流程。

另外，要对鸡舍的位置进行合理的规划，选在采光

好、通风好的位置。要定期清理鸡舍的鸡粪，确保鸡

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因此，可以安装专业化的

养殖设备，降低污染源的产生，确保鸡所饮用的是

干净的水源。

3）规范药品管理。疫苗的储存以及运输都必须

严格按照药品要求进行，这需要相关部门做好配合

工作，与养殖者之间建立联动机制，确保疫苗被规

范管理和使用。

3 小 结

鸡养殖过程经常会出现各种疾病，这需要养殖

者对此有足够的重视，并且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做

好鸡舍的选址工作，确保鸡舍通风好、采光好。同

时，相关部门也要做好配合工作，为养殖者提供专

业知识培训平台，加强鸡疾病防控服务的跟踪力

度。在发生疾病问题后，及时有效地进行解决，防止

疾病的蔓延，确保养鸡事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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