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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 mL。

建设羊场时，尽可能选择在距离猪场和牛场较

远的地方，至少要在 500 m以上，且禁止狗和猫等

动物随意进出羊场。羊场要采取自繁自养，禁止在

疫区进行引种，如果需要引种则必须经过严格检

疫，及时淘汰阳性羊。引进的羊只必须进行 2个月

的隔离观察，确认健康无病后才能够进行混群饲

养。另外，不同品种和年龄的羊只不能在同一羊舍

进行混合饲养。

如果在羊群中发现疑似病羊，要立即进行隔

离，并采集病料进行实验室检查，确诊后采取相应

措施。如封锁羊场（舍），病羊和已经表现出临床症

状的羊只可立即采取隔离扑杀，并运送到远离羊场

的偏僻地点对死尸进行焚烧和深埋。病羊以及接触

过病羊的工作人员禁止再接触健康羊群，并禁止疫

区内的羊只出售。

该病目前还没有研制出针对性的治疗药物，一

般选择配合肌肉注射干扰素、板蓝根注射液，严重

发烧时还要添加柴胡注射液等，具有神经症状的可

再肌肉注射适量的磺胺嘧啶钠。另外，由于该病容

易导致继发感染细菌，因此全群羊只可联合使用双

黄连注射液、恩诺沙星注射液、注射用硫酸头孢喹

肟，1次 /d，连续使用 3 d，以增强机体抵抗力，避免

出现继发感染。

摘要 本文对青海省门源县泉沟台村王某 1例羊的羊肠毒血症发病情况及处置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并从该病病因的分析、临床症状的观察以及从病理变化等方面提出了合理的疫病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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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肠毒血症是由 D 型魏氏梭菌引起的一种羊

只在肠道内产生毒素，从而引起羊的急性非接触性

毒血症。在临床中，过食是重要的发病诱因，一般很

难看到临床症状，或刚发现症状，在 2～4 h内便发

生死亡。体温一般不会升高，但病死率却很高。部分

病羊以抽搐为特征，倒毙前四肢出现强烈划动，肌

肉抽搐，磨牙和流涎，头颈发生显著抽搐，并出现明

显的高血糖和糖尿。山羊表现为厌食，腹泻，努责，

常呈现出急性或亚急性经过，于 36 h内死亡。部分

病羊发生腹泻，排黑色或深绿色的稀粪，剖检主见

肾脏质软如泥，是本病特征性症状，触压肾脏即朽

烂，故俗称“软肾病”。体腔严重积水，小肠黏膜严重

出血。临床常呈现为散发，半岁至 2岁的绵羊多发，

山羊较少发病，2～12月龄的绵羊或羔羊最易感染，

多发于春夏或秋冬换季。本病广泛分布于全世界，

对养羊业可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

羊肠毒血症由于病程短促，生前诊断比较困

难。在本次诊疗过程中，通过对门源县泉沟台村王

某羊只的发病情况以及从该病病原、临床症状的观

察，根据地方流行或散发，突然发病和急性死亡，尸

体的剖检诊断等方面提出了合理的疫病防控措施。

现报告如下，供同行们参考。

1 病 原

魏氏梭菌为厌气性粗大杆菌，革兰氏染色阳

性，大小为（4～8）μm×（1.0～1.5）μm，单个或呈

短链，无鞭毛，不能运动，能形成荚膜，多在肠道或

体外形成芽胞，位于菌体中央。一般消毒药易杀死

本菌繁殖体，但芽胞抵抗力强，95 ℃需 2.5 h方可

杀死，在土壤中可存活 4年。

疫病防控 63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9期

2 病 例

2016年 3月 15日，门源县泉口镇泉沟台村一

社的王某来兽医站邀诊，主诉自家羊群中 1只羊

急性死亡，经死后畜主剖检发现，小肠呈现红色外

观。今早又发现羊群中 1只呆立，腹痛不安，故前

来邀诊，经兽医人员进行检查，临床症状主要有：

食欲废绝，反刍停止，站立极度困难，排黄褐色水

样便，病羊严重抽搐，共济失调，在检查过程中死

亡。死亡后经剖检发现，尸体异常膨胀，整个胃肠

充血、出血并充满气体和内有液状内容物，胃黏膜

坏死发炎，肠壁呈现红色等。据上述症状及剖检结

果初步诊断为羊肠毒血症。随即，兽医站组织人员

对 2 只病羊尸体按动物疫病的要求进行了无害化

处理，对羊到过的场地、接触到的用具进行了严格

的消毒。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及有关规定处理了这次疫情，病羊尸体已无害化

处理、污染场所及用具实施了严格消毒。随后数

日，隔离其它羊只，进行了疫苗紧急接种，并观察

同群羊感染情况，每天随诊。经过一个最长潜伏期

的观察，其它羊只未发生该病的感染。到此，此次

发生的疫情未引起其它羊只的感染，说明本次疫

情未造成发病流行。

3 流行病学

羊均可感染，但绵羊较多，尤以 2～12 月龄的

羔羊最易发病，多为膘情较好的。鹿也能发病，实验

动物以豚鼠、鸽、小鼠最敏感。D型魏氏梭菌是土壤

常在菌，在土壤、粪便、污水中能生存很长时间。羊

只采食被本菌芽胞污染的饲料和饮水后，芽胞便随

之进入小肠。由于平时胃肠持续蠕动而将肠内容物

不断排出，但当饲料突然改变，特别是从干草转为

大量未消化的淀粉经胃进入小肠而产生毒素，最后

毒素刺激胃肠发炎。由于肠内毒素被吸收进入血

液，从而出现全身毒血症和高血糖症，刺激到神经

中枢时发生休克而导致死亡。

4 病理变化

尸体异常膨胀，病变见于消化、呼吸、泌尿和循

环系统。胸腹腔、心包腔积有大量液体，心包扩大，

心内外膜下有点状出血，全身淋巴结肿大、肝肿大。

肾肿胀而充血，实质变软如泥，特征性病变为胃肠

充满气体和液状内容物，肠壁变红，俗称“红肠子”。

5 结 论

1）羊肠毒血症的发生有明显的季节性和条件性，

在牧区多发于春末、夏初牧草反青和秋季牧草结籽

后的一段时间。在农区则常常是收菜季节，羊只吃

了多量菜根、菜叶或收庄稼后羊群抢茬吃了大量谷

类时发生此病。

2）加强饲养管理是预防羊肠毒血症的重要措施。

羊只平时最好选择在高燥地带放牧，秋末应尽量到

草黄较迟的牧场放牧。平时补料，切记多少不均、弱

强不分，引起抢料，并加强运动，还要经常性补饲食

盐，避免异嗜。春季，羊只应防“抢青”，采食多量多

汁嫩草，必要时在放牧前先饲喂一些干草。

3）羊肠毒血症多呈地方流行性或散发性。老疫

区发病和死亡率均在 10%～15%，新发病区发病和

死亡率很高。潜伏期 12～24 h，突然发病而导致即

刻死亡。

4）在发生过羊肠毒血症的地区，或发现该病时

应及时排除诱因或将羊群转移到高燥地区的牧场，

可立即停止发病。

5）定期进行普查，一旦检疫出病羊，确诊后，病

羊应在指定地点隔离观察。采取严格控制、防止扩

散和扑灭措施；污染的场所、用具等要实施严格消

毒，可用 20%石灰水，10%草木灰水进行消毒。羊肠

毒血症广泛发生于羊群中，对养羊业可造成一定的

经济损失。

6）每年在本病流行季节前用羊梭菌病多联干粉

灭活疫苗，每只羊可进行颈部肌肉注射，无论羊只

大小均注射 1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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