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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小反刍兽疫的防控

唐加力克·木哈买提

新疆哈密市巴里坤县黄土场开发区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兽医站） 新疆哈密 839200

摘要 羊小反刍兽疫是由小反刍兽疫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传染性和死亡率极高，给养殖场造成严重的经济损

失。本文介绍了羊小反刍兽疫的传播途径、流行特点和临床症状，提出了从落实防疫、加强调运动物监督管理、加

强消毒灭源 3个方面来控制羊小反刍兽疫的发生和传播，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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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小反刍兽疫是由小反刍兽疫病毒引起的，以

发热、口炎、恶性腹泻、肺炎为特征的一种急性高度

接触性传染病。由于羊小反刍兽疫传播迅速，病程

短急，死亡率高，严重暴发时死亡率可达 100%，是
对养殖户危害最为严重的传染病之一，给养殖业造

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1 流行特点

1.1 感染动物

该病主要感染小反刍偶蹄动物羊，特别是山

羊。临床症状明显，初次暴发羊群死亡率为 100%；
小范围发生时，死亡率 50%左右或更低。春季幼畜
感染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

1.2 流行特点

小反刍兽疫病毒主要通过病羊直接或间接接

触传播，通过呼吸道、饮水、饲草料、排泄物感染；初次

感染羊群发病率通常达 90%以上，病死率达到
100%。6月龄以内羔羊死亡率明显高于成年羊。
2 临床症状

2.1 潜伏期

小反刍兽疫病毒潜伏期为 4~6 d，最长 21 d，
山羊发病症状明显严重，急性型羊小反刍兽疫体

温升高到 41 益以上，高热持续 1~2 d，食欲减退
或废绝。

2.2 发病后期

羊患病 3~5 d因病毒侵害导致坏死性肠炎，排
恶臭带血水样稀便，肠道黏膜严重脱落，咳嗽、呼吸

困难，心肌麻痹。

2.3 死亡前期

患病羊后口腔黏膜充血、多涎，下唇、下齿龈等

处溃烂、牙床松动，发热、咳嗽、流脓性鼻液、拉稀，

体温达 40~42 益。大叶性坏死性肺炎，呼吸困难，急
性坏死性肠炎，严重腹泻带血褐色稀便，抗菌素治

疗无效，死亡率达到 90%以上。
3 传播途径

3.1 输入性传播

异地调运未经检疫、检疫不合格或未到隔离期

的羊只，车辆携带被病毒污染的排泄物、饲草料、车

辆垫料等是引起小反刍兽疫病毒输入性传播的主

要原因。

3.2 病羊传播

羊患病后，没有及时检疫和临床检查，也没有

引起农牧户和养殖场区注意，是病毒传播扩散的主

要原因。

3.3 养殖员接触导致传播

疫点和疫区的养殖人员进入健康养殖区前，没

有经过安全处理，频繁接触健康养殖区的人员和牲

畜，将病毒携带到健康养殖场，导致羊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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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传播措施

4.1 消毒处理

羊场应建立切实可行的消毒制度，要根据实际

消毒对象、消毒时间制定消毒方法。例如，应定期对

羊舍地面、粪便、饲草器具等进行消毒，要集中处理

和消毒羊群粪便和垃圾，随后消毒养殖场的地面和

周围环境。

4.2 划定疫点疫区，封锁管理

发病养殖场区、村、组，由县及县以上的动物卫

生监督机关责令相关单位立即划定疫点、疫区、受

威胁区。对疫点、疫区实施临时封锁隔离；对疫点内

感染的羊群，经临床鉴定、血清学化验，确诊的立即

对病羊及其同群羊进行扑杀、无害化处理；对相邻

养殖区羊群开展隔离、全面消毒、血清化学验查。

4.3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紧急接种预防

查明病毒流行感染途径，疫区所有羊只紧急开

展小反刍兽疫疫苗接种；受威胁区由外向内全面开

展入户入场区排查，对可能存在感染风险的养殖户的

村组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查明有无从疫区调入羊

只，如有发现立即临床检查隔离，发病的立即扑杀并

无害化处理。其他村组也要进行消毒和接种免疫。

4.3 解除封锁和常规消毒

经 21 d隔离后，无新发现疫病，经血清学化验
正常的解除对疫点封锁，再经过 21 d的消毒观察
可以正常开展养殖防疫，所有流动交易的动物必须

经过严格检疫。

5 预防管理措施

5.1 落实防疫

养殖场每年定期开展小反刍兽疫疫苗免疫接

种，可以有效预防该病发生。根据疫病流行区域和

受威胁区域流行特点，羊只无论大小一律进行皮下

注射小反刍兽疫疫苗 1 mL，特别是新生的羊羔全
部接种防疫，做好养殖防疫记录。初次免疫地区按

照抗体有效合格率 1年内达到 70%的保护期，可能
引起威胁区域应当再进行一次加强免疫，确保免疫

保护率达到 100%。同时，要把该病的抗体检测作为
重大动物疫病有效抗体监测的一个主要任务。

5.2 加强调运动物监督管理

严格落实异地调运动物申报审批管理，严禁私

自从疫区调运未经执法机关检疫准许调运羊只。调

运的羊只必须来自非疫区、近期和 1年内没有发生
小反刍兽疫的地方，经检疫检查合格，小反刍兽疫

有效抗体检测达到 80%以上，并在免疫有效期内，
隔离观察 21 d且经官方兽医临床检查正常的，在
调运前进行 1次加强免疫，待产生有效抗体后再调
运。到达养殖地的必须再进行 21 d的隔离观察，隔
离期满经临床检查无异常的方可解除隔离同群饲

养，同时，每间隔一天进行一次消毒。

5.3 加强消毒灭源

每个养殖区、村、组养殖户都应定期对养殖棚

圈环境进行消毒，对粪污集中堆放发酵实施无害化

处理。毗邻养殖区域发生疫情的必须立即开展消

毒，采取相应的隔离封锁措施，减少人员流动，禁止

从疫区拉运饲草料，严禁调运羊只。对棚圈、饲草料

器具每周开展至少 2次消毒。做好养殖消毒、调运、
出生、死亡记录，发现疑似病例死亡的立即报告片

区兽医，及时采取隔离消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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