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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硝硫氰胺（7505）。牛、羊均为每千克体重 60

mg，一次口服，山羊按实际体重给药。

3）10%氯苯唑。羊按每千克体重 0.1 mL，牛按

每千克体重 0.12 mL，一次口服。

4）硫双二氯酚（别丁）。常用剂量为 50 mg/（kg·d），

分 3次服，隔日服用，治疗 15 d为 1疗程。

4.4 控制传播、预防交叉感染

可采用舍饲、半舍饲或改变放牧草场等，避免

牛、羊接触被污染的草场和泡沼。让牛羊饮用井水

或自来水。

5 小 结

根据记载，通榆县在历史上曾经暴发过东毕血

吸虫病。畜牧部门和养畜户深刻认识本病危害性，

每年都拟定防控计划，同时加强了宣传教育，提高

养畜户的认识，本病得到有效控制。

1）自然因素。2015年通榆县雨水较好，霍林河

长年未断流，霍林河流域水草丰盛，有利于东毕血

吸虫的中间宿主椎实螺的繁殖生长。东毕血吸虫的

中间宿主增多，牛羊感染东毕血吸虫的机会增多。

2）人为因素。本地区的养畜习惯，多为自然放

牧。畜主图方便，春、夏、秋不给牛羊饮足井水，牛羊

自然饮用泡沼水，加重了感染机率。

3）防治得当。由于 2015年通榆县发现较早，进

行了广泛宣传防控工作，防治措施得当，未造成本

病的扩散与蔓延。

摘要 近年来，养羊业发展较快，饲养量逐年加大。然而疫病发生率也在增加，尤其是容易被人们忽视的细

菌病，如羊链球菌病，此病是由兽疫链球菌引起的主要危害绵羊和山羊的一种发热性的急性传染病，多发于冬、

春寒冷季节，主要表现为下颌淋巴结和咽喉部位肿胀，胆囊肿大和纤维素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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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链球菌病也叫桑喉病，是危害养羊业的一种

细菌病，主要发生于绵羊和山羊，由于羊只冬季体质

较弱，因此本病多发于冬、春寒冷季节，尤其是天气寒

冷、饲草质量差、饲养过于密集、感染寄生虫等情况下

本病的流行更为严重。

1 病原体

本病的病原体是兽疫链球菌，属于链球菌属，C

群链球菌，是革兰氏阳性菌。兽疫链球菌主要存在

于发病羊或者带菌羊的脏器，如肝、肺。以组织分泌

物中鼻液、气管分泌物和肺脏含菌量为高[1]。病原体

对外环境抵抗力较强，显微镜检查时本菌常呈现双

球状排列，也可以单个存在。常用的消毒药物有 2%

来苏尔溶液，0.5%漂白粉。

2 流行特点

绵羊对本病易感性最强，山羊次之，发病羊和带

菌羊是主要的传染源，主要通过呼吸道或皮肤创伤感

染，也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本病多发于冬、春寒冷季

节，尤其是天气寒冷、饲草质量差、饲养过于密集、感

染寄生虫等情况下均可以导致羊体质较差，本病的流

行更为严重。本病多散发或成地方性流行。

3 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本病潜伏期一般为 3～10 d，病程一般 2～5 d。

发病羊体温升高到 41 ℃甚至更高，反刍减弱或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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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呼吸困难，精神萎靡不振。眼睛流泪、结膜充血，

有脓性分泌物。鼻孔有浆液性分泌物。颌下淋巴结

肿大，咽喉部位可见肿胀，有时可见眼睑、嘴唇、面

颊及乳房部位肿胀，部分发病羊口腔检查可见舌体

肿大。粪便稀软，有时带血。怀孕羊可能出现流产。

病羊死前常有磨牙、呻吟和抽搐等神经症状[2]。

剖检病死羊主要症状有尸僵不全，各组织器官

广泛出血。咽喉、扁桃体水肿、出血或坏死，颈部淋

巴结肿大、出血、坏死。鼻、咽喉、气管黏膜出血。胸、

腹腔、心包腔有积液，肺脏水肿、气肿，肺实质出血

甚至出现肝变，呈大叶性肺炎变化，肺脏常与胸壁

黏连。肾脏质地变软，肿胀、梗死，被膜不易剥离[3]。

各脏器浆膜面常有纤维素样物渗出。

4 诊 断

根据本病发病急，病羊发热，咽喉部及下颌淋

巴结肿胀，肺脏出现大叶性肺炎，呼吸困难等表现

可初步诊断。确诊要进行实验室检查。

1）显微镜检查。采集心血、脏器组织涂片进行

显微镜检查，镜检本菌多呈双球形，呈链状或单个

存在，周围有荚膜，革兰氏染色呈阳性。

2）病料培养。无菌采集病死羊的病料，严格接

种在血液琼脂平板上，37 ℃恒温箱中培养 24 h，生

长良好的培养基可见有露滴状的细小、灰白色、有

光泽、透明湿润、黏稠的菌落，菌落周围有明显的β

型溶血区。将培养物经过染色镜检，可见有排列成

长链状的链球菌。

3）鉴别诊断。本病要注意与羊巴氏杆菌病、炭

疽和羊快疫等疾病进行区别。

炭疽病的病原体是炭疽杆菌，病原形态有差

别。病羊一般没有咽喉炎、大叶性肺炎的症状，舌、

颊部、眼睑及乳房等部位无肿胀发生，眼睛无流泪

变化，鼻孔无分泌物。脏器表面无纤维素样渗出物

质。炭疽病一般进行实验室炭疽沉淀试验，炭疽病

检测呈阳性。

羊快疫的病原体是梭菌引起，羊链球菌病病原

为链球菌，虽然都属于革兰氏阳性菌，但是形态学

上有差别。发生羊快疫的病羊无高热以及全身广泛

出血的变化。

本病与巴氏杆菌病很相似，常通过细菌学检查

作出鉴别诊断。羊巴氏杆菌病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

起，革兰氏染色巴氏杆菌呈阴性，显微镜检查为具有

两极浓染的杆菌，兽疫链球菌为革兰氏阳性的球菌。

5 防 制

1）治疗。常用的药物有青霉素、链霉素、庆大霉

素或磺胺类药物，如果使用磺胺类药物注意首次用

量要加倍。高热病例用 30%安乃近肌肉注射。

病情较重的可用葡萄糖、青霉素、安钠咖、VB1、

VB2等静脉输液治疗，也可配合地塞米松静脉滴注。

发病后环境及用具要用 3%来苏尔溶液进行彻底消

毒，粪便、垫料要堆积发酵处理。

2）预防。首先要加强检疫工作，尤其是产地检

疫和引种检疫，防止将疫病传入本地区。平时加强

饲养管理，做好饲料缺乏时的补饲工作和冬季的保

暖防寒工作，以提高羊群的抵抗力。改善放牧管理

条件，保暖防风，防冻，防拥挤。定期驱虫，包括体内

线虫和体表螨虫、蜱、虱等寄生虫。每年发病季节到

来之前，用羊链球菌疫苗进行预防接种，可预防本

病的发生。

参 考 文 献

[1] 王琼秋，杨红玖，杨双鼎，等.羊败血性链球菌病的防控[J].中国

畜禽种业，2010（2）：103-104.

[2] 晋爱兰. 羊败血性链球菌病的诊断及防治 [J]. 中国动物检疫，

2007（4）：47-48.

[3] 王洪强 .羊链球菌病的诊治 [J].山东畜牧兽医，2011（10）：

85-86.

疫病防控 43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