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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血清学检测结果表明布鲁氏杆菌病和衣原体病是造成海晏县放牧牛羊流产的主要原因。流产率和阳

性率在 2011-2014年达到了最高水平。对布病阳性牛羊进行淘汰扑杀处理，藏羊血清阳性率降为零，但牦牛仍然

徘徊在 5%左右。目前海晏县藏羊流产主要由衣原体引起，牦牛为 2种病原单独或混合感染引起。建议对牦牛进

行布病、衣原体 2种疫苗注射，藏羊进行衣原体疫苗注射；要求对布病血清阳性牦牛淘汰扑杀适当给予补偿，供

种场牛羊进行衣原体病检测，阳性种畜淘汰处理，不得供种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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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晏县地处青海湖北岸，1991年达到了布鲁氏

杆菌病控制区标准[1]，牦牛、藏羊（以下简称牛羊）流

产率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20世纪 90年代末期以

后，环湖地区牛羊数量成倍增长，家畜流动量不断

增大，牛羊流产率又呈逐年升高趋势，到 2006 年，

海晏县部分地区牧户牛羊流产率达到了 20%以上，

经济损失巨大。从 2006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进行

了牛羊流产情况调查和布鲁氏杆菌病、衣原体血清

学检测，同时采取布病阳性畜扑杀等防控措施，取

得了一定的防控成效，现将近 10年来海晏县牛羊

流产原因和防控效果作如下分析，供同行参考。

1 调查对象

1）牛羊及品种。进行流产调查和血清学检测的

牛羊全部为海晏县所属 6个乡镇及七四牧场饲养

的环湖型牦牛、高原型藏羊。

2）牛羊血清。采集全县 6个乡镇站和七四牧场

牛羊血液，分离血清备用，牛羊血液采集及调查主

要以流产牛羊群为主，兼顾周边其它牛羊群。

3）血清检测试剂。布鲁氏杆菌阴阳性血清、抗

原等由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兽医药品

监察所生产；衣原体阴阳性血清、抗原等由兰州兽

医研究所生产。

2 调查方法

1）布鲁氏杆菌病血清采用虎红平板凝集进行初

步筛选，阳性血清采用试管凝集方法进行复检，最

后确定阳性血清，操作方法按照 GB/T18646-2002

《动物布鲁氏杆菌病诊断技术》执行，判断标准为：

牛1∶100试管出现“++”为阳性，羊 1∶50试管出现

“++”为阳性。牛羊衣原体进行正向间接血凝试验，

操作方法按照 HY/T562-2002《动物衣原体诊断技

术》执行，判定标准为：1∶64孔出现“++”为阳性。

2）牛羊流产调查。每年对全县 6个乡镇及七四

牧场牛羊群进行流产情况调查，调查主要以流产群

牛羊为主，统计存栏数量、流产数量，了解防控、种

畜调运等情况。

3 结果与讨论

1）图 1表明，海晏县牦牛布病阳性率最高年份

在 2008-2013年，2010年阳性率最高接近 30%；藏

羊布病阳性率最高年份在 2008-2010年，最高接近

10%，这虽然与采集流产牛羊群血清有关，但基本可

以反映出在这段时间牛羊布病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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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牦牛、藏羊布病血清阳性率变化

图 2 牦牛、藏羊衣原体血清阳性率变化

图 3 牦牛、藏羊流产率变化

2）根据《布鲁氏杆菌病防控技术规范》要求，海

晏县对牛羊布病血清阳性畜进行了淘汰处理。从图

1可以看出，牦牛从 2013年后阳性率逐年下降，但

目前依然维持在 5%左右的水平，藏羊从 2011年以

后阳性率为零，这表明藏羊防控效果较好，牦牛防

控效果不理想，说明阳性血清牦牛并没有完全、彻

底进行淘汰扑杀处理；从对养殖户调查情况来看也

说明藏羊由于价值低，饲养周期短，牧户完全能够

接受淘汰处理要求，但牦牛饲养周期长，价值高，淘

汰处理难度极大，牧户尤其不能接受对血清阳性母

牛的无害化处理措施，是导致牦牛血清阳性率依然

较高的主要原因。

3）近年来临床及兽医实验室诊断结果表明，衣

原体病也是海晏县牛羊流产主要病原之一。从图 2

可以看出，从 2010年开始牛羊衣原体血清阳性率

逐年上升，到 2015年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2013年

牛羊血清衣原体阳性率最高接近 50%。调查结果表

明，海晏县随着牛羊种公畜调入数量逐年增大，区

域面积不断扩大，牛羊衣原体阳性率也逐年开始上

升，这与国家实施良种工程的时间相一致，所以牛

羊衣原体阳性率的增高，与种公畜调入和牧户自主

串换公母畜有极大关系。

4）从图 3可以看出，牦牛在 2008-2014年流产

率较高，2012 年平均达到了 8%，2015 年后开始下

降，这与牦牛布病、衣原体血清阳性率曲线相吻合；

流产牦牛血清进行实验室检测，结果表明大部分为

布病或衣原体阳性，也存在相当数量的布病和衣原

体均为阳性的牦牛血清，说明牦牛存在布病、衣原

体混合感染的情况。藏羊在 10年间平均流产率在

2%左右波动，实验室检测诊断表明 2009年以前流

产藏羊血清中存在布病阳性，不排除流产由布病引

起，2010年以后流产藏羊血清中没有检测出布病阳

性，大部分为衣原体血清阳性，流产羊群临床使用

长效土霉素治疗效果较好，表明流产病原主要为衣

原体。

4 建 议

1）布病是海晏县牦牛流产主要原因，而且牦牛

布病阳性率显著高于藏羊，这与傅玉娟等 [2]检测结

果相一致。周继章等[3]认为，我国目前牛羊布病流行

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补偿措施未能及时跟上，与牧户

对阳性畜没有进行扑杀有很大关系，本次调查结果

也说明了这一点。所以相关部门出台牦牛扑杀补偿

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弱毒疫苗注射是防控布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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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方法之一，但存在工作量大、人感染布病风险

高等不利因素，业务主管部门要根据各地实际情

况，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综合防控措施。建议海

晏县牦牛母牛采取弱毒疫苗预防注射，种公牛及藏

羊不注射疫苗，继续采取检测、扑杀措施来防控布

病。

2）引起海晏县牛羊流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为衣

原体病，这与胡广卫等[4-5]的调查结论相一致。以前对

衣原体病危害性认识不足，随意引进种牛羊而导致

牛羊感染率居高不下。为防控本病，一是要通过各种

渠道进行广泛宣传，使广大养殖户和专业技术人员

对该病危害性有个全面的认识；二是要求对供种场

种畜进行衣原体血清学检测，阳性畜不得供种出场；

三是要对衣原体病危害严重的地区进行疫苗注射，

以降低该病引起的牛羊流产，减少养殖户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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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奶牛流行热是由牛流行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其发病率高，死亡率低，但易引起奶牛

产奶量降低和青壮牛的跛行。为减少经济损失，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本文分析了该病的流行情况、临床症状、诊

断及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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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流行热的诊断与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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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流行热又叫三日热或暂时热，是由牛流行

热病毒（Bovine Ephemeral Fever Virus，BEFV）引起

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本病发生季节性明显，呈

地方性流行或大流行，发病率高，死亡率低。奶牛发

病，降低产奶量；怀孕母牛发生流产；青壮牛跛行，

不能站立而被淘汰，给养牛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1 病原特点

牛流行热病毒属弹状病毒科暂时热病毒属单

股负链 RNA病毒。在病牛的呼吸道分泌物、血液和

粪便中均能发现该病毒，其对氯仿、乙醚、酸碱和紫

外线敏感，一般的消毒剂均可将其杀灭，对外界的

抵抗力不强。

2 流行病学

牛流行热的流行有明显的季节性，多流行于气

候炎热的 7-10月，易群体发病。病牛是主要传染

源，因其是通过吸血昆虫叮咬带有病毒血症的病牛

扩散传播，所以夏秋季蚊虫活跃期该病发生较多。

病程一般为 3 d 左右，各种年龄的牛都能感染发

病，但 3～5岁青壮年牛易感性大、发病较多，老牛

和犊牛发病较少，奶牛和黄牛最易感，奶牛发病重，

特别是怀孕后期的奶牛病情更重。发病率超过

50%，但病死率比较低，不超过 5%。患过此病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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