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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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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病原体是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支原体，羊群常常由于卫生条件较差、应激等引起本

病。具有发病急、症状严重、死亡快等特点。治疗原则是抗菌消炎止咳平喘。治疗可选泰乐菌素、氟苯尼考、林可霉

素和新砷矾纳明等针剂轮换用药。科学免疫、加强饲养管理，提高羊群体质和抗病能力，做好卫生消毒是预防该病

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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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由环境中普遍存在的支原

体引起，羊群在饲养条件差、饲料营养不足、饲养密

度较大、温度变化突然等情况下，极易感染本病。病

羊发病后病程很短，有的几个小时内就会死亡，如

果管理粗放就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1 流行病学

各阶段羊群均可感染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在饲

养密集、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羊群发生本病的几

率明显增加，并且个体弱小、营养缺乏的羊发病后

症状更为严重一些。小羊早期感染本病后，生长速

度缓慢，会形成小僵羊。外界温度剧烈变化、突然更

换饲料、长途运输等因素也会成为本病发生的主要

原因[1]。

2 发病症状

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属于条件性、急性传染病，

病羊具有发病急、症状严重、死亡快等特点。有时从

外地购买的羊经过长途运输，进入羊场的当天就有

发病死亡的现象，本病经过 3~4 d可以达到发病高
峰，死亡率一般为 5%~10%。病羊表现体温升高、结
膜潮红、呼吸频率加快、呼吸声音加粗，甚至发生严

重的腹式呼吸；大多病羊口角流出白沫，病情严重

时鼻腔流出白沫或带血液体，剧烈咳嗽。随着病情

发展，后期病羊无力站立、倒地抽搐死亡。整个病

程大约 7~8 h，最快的发病后 2 h死亡[1]。

3 解剖变化

剖解病死羊可以看到肺脏实质高度淤血、肿

胀，颜色呈黑紫色，整个肺脏被膜覆盖着许多黏液

或纤维素性渗出物，病情严重时肺脏与胸壁粘连在

一起，肺间质增宽、肺尖叶和膈叶发生肉变。

4 综合防治

根据本病流行特点和羊群实际饲养情况，再结

合典型的发病症状和剖解变化，可以初步诊断羊群

感染了传染性胸膜肺炎[2]。
4.1 治疗方法

由于羊群感染传染性胸膜肺炎后整个病程仅

仅几个小时，在很短时间内就发生死亡，所以必须

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否则会引起较高的死亡率。

治疗病羊需要遵循抗菌消炎和止咳平喘的原则，建

议给病羊肌肉注射泰乐菌素、氟苯尼考、林可霉素

和新砷矾纳明等针剂，一般注射后 4~6 h病羊症状
明显好转，连用 2~3 d后就能彻底治愈。由于支原
体容易产生耐药性，所以在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

时，需要交替使用或轮换使用药物，有条件的最好

在实验室进行药敏试验后再有针对性地选择高敏

药物，避免产生耐药性，增强治疗效果。

同时对于假定健康羊群，在饲料中添加麻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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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散和黄芪多糖，来预防传染性胸膜肺炎的发生，

可以按照每 20 kg的羊只，每天添加 8~15 g麻杏
石甘散、1~3 g 黄芪多糖，连续添加 5~7 d，就可以
起到很好的预防效果。

如果使用阿奇霉素饮水给药，需要提前 1 h停
止给羊供水，促使羊群集中饮水，并且添加的饮水

量应适量，确保在 2 h 内饮用，有利于提高药物在
机体内的血药浓度，增加用药效果，避免降低药效

和浪费药物[3]。
4.2 注意事项

一旦发现羊群有发病羊，立即将羊场封锁，将

病羊隔离，并对整个羊场进行彻底消毒处理。对所

有羊只进行逐只检查，发现病羊和可疑病羊必须与

假定健康羊只分群饲养，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

疗。对病羊污染的圈舍、活动场所、料槽、水槽、用具

等，清理和消毒 1~2次/d。病羊治愈后需要经过 10
d以上的隔离观察才能放入大群混合饲养，如果刚
刚病愈就放入群体饲养，还会向环境中排放病原体

而传染给健康羊只，不仅不利于病羊的健康恢复，

甚至会加重病情或使病情反复发作。

4.3 预防措施

羊场最好选择自繁自养方式，可以减少外界羊

群传播本病的风险。需要购买羊只时，必须从无疫

区购买，并经过严格检疫和隔离饲养，切忌购买价

格便宜的小僵羊或体质弱小的种羊，否则很有可能

成为本病的传染源。

养羊场需要完善生物安全体系，制定科学合理

的卫生消毒、疫苗接种、封锁隔离等程序。厂区门口

和圈舍门口设置消毒池，外来人员和车辆必须经过

严格隔离消毒后方可进场，切断疾病传播途径。每

天定时对圈舍和生活场所进行清理和消毒，杀灭环

境中存活的病原微生物，减少羊群与病原体接触机

会，降低羊群发生传染性胸膜肺炎的几率。

规模化养殖场应根据当地疾病情况，制定免疫

接种程序，按照程序给羊群接种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疫苗。加强饲养管理，提高羊群体质和抗病能力，并

且保持饲养环境干净干燥，减少环境中病原微生物

的数量，是防控羊群发生本病的首要措施。

5 结 语

羊群在饲养密集、圈舍阴冷潮湿、空气污浊、温

度变化异常、营养不足等不良条件下，体质下降，并

且环境中病原体繁殖速度加快，就会增加羊群感染

传染性胸膜肺炎的风险。必须完善养殖场的生物安

全体系，切断疾病传播途径，杀灭环境中存活的病

原微生物，并且提高饲养管理水平，增强羊群体质

和免疫力，降低发生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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