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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间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
调查及处置

徐丹华 1 皮金宝 2 梁丽娜 1

1.湖北省十堰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北十堰 442000；2.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湖北十堰 442600

摘要 2020年由于十堰市 2人感染布鲁氏菌病，为查明 2例人间布鲁氏菌病之间的联系、了解传播途径以
及发展趋势、评估传播风险、科学处置畜间疫情，通过走访、监测、实验室检测等技术手段开展畜间流行病学调查

及处置，共监测关联山羊 804只，检出布病阳性 31只，扑杀 33只，总结了导致疫情发生的原因是人员缺乏防护意
识，未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而导致人畜之间的传播，针对此病提出了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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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病”）是由布鲁氏菌

引起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我国将其列为二类动物

疫病，湖北省属于布病二类非免疫地区。人感染主

要表现为低热、关节炎、神经痛、肝脾肿大以及睾丸

炎等全身不适症状。2014年至今，卫生系统提供的
数据显示，湖北省十堰市人间布病呈现零星散发，

未见病例间关联现象发生。

十堰市某县自 2017年开展布病净化以来，连
续 3年未接到人间布病和畜间布病报告。2020年
10月和 2021年 1月，该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接到卫生系统通报，该县某乡镇从事山羊贩运的傅

某和山羊养殖户梁某分别感染人间布病。为了查明

2例人间布病之间的联系，了解传播途径以及发展
趋势，评估传播风险，科学处置畜间疫情，2021年 1
月 9日市、县两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人
间布病流行病学调查及处置。

1 疫情调查

1.1 现场走访调查
调查人员现场走访了傅某、梁某的生活居住环

境以及山羊养殖舍，对相关联的养殖场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第 1例人间布病病例傅某长期从事山羊收

购贩卖等业务，活动于十堰市与陕西省交界 2~3个
乡镇，据傅某电话交代家里未养殖山羊，2020年 10
月确诊感染布病。根据多方调查结果显示，2020年
5月，傅某感觉身体不适就医后将存栏的 7只（6公
1母）山羊寄养于同村王某养殖场，王某未经检测隔
离与自家饲养的 73只山羊混群饲养，2020年 6月，
第 2 例人间布病感染者梁某从王某养殖场购买 1
只怀孕母羊饲养（累计共饲养 1只），7月梁某母羊
流产，8月母羊死亡，梁某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情
况下，徒手将流产羊羔和饲养母羊就近掩埋处理，

2020年 12月梁某确诊感染布病。
王某养殖场位于大山深处，周边没有住户，均

为荒山，地理防疫屏障优越，山羊以半放牧方式饲

养，具有独立固定的牧场。2019年 4月开展养殖山
羊，在 2019年 12月县动物疫控中心布病常规监测
中，随机抽检 30份血清全部为布病阴性。2020年 5
月存栏 79只，2020年 6月出售梁某母羊 1只，2020
年 8月出售同村梁某华养殖场 7只，2020年 11 月
出售邻村何某养殖场 10只，至今存栏 62只。据王
某介绍，2020年下半年发现 4只母羊在野外放牧时
流产，未对流产胎儿进行处理。

调查人员对王某出售山羊进行追溯调查。梁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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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于 2020年 4月建场，4月在本村徐某养殖场购买
山羊 25只，襄阳购买 6 只，王某养殖场购买 7 只，
存栏 38只，目前未发现母羊流产和其他特征性症
状。邻村何某于 2020年 5月建场，8月在山东购买
山羊 12只（死亡 2只），9月在郧阳区梅铺镇购买
15 只（死亡 3 只），11 月在王某养殖场购买 10 只
（死亡 1只），现存栏 31只，目前未发现母羊流产和
特征性症状。

周边情况：王某养殖场周边 3 km范围内有牛
羊养殖户 4家，均为散养户，共计存栏牛羊 251 只，
通过走访调查，未发现异常。

1）实验室检测。对采集的血清样品，采用虎红
平板凝集实验进行初筛，对初筛的阳性样品用布病

酶联免疫吸附（ELISA）试验进行复核。试剂和结果
判定依照国家标准《动物布鲁氏菌病诊断技术》

（GB/18646-2018）。布鲁氏菌虎红平板凝集试验抗
原，购自哈尔滨国生生物，批号 20200809；布病
ELISA试剂盒购自青岛立见，生产日期 20200730，
批号 020162008。

2）疫点监测。划定王某、梁某华、何某养殖场为
疫点，开展布病监测。2021年 1月 9日，县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对王某养殖场 62只山羊全群采样检
测，检出阳性样本 24份；随后对曾购买山羊的梁某
华养殖场和何某养殖场进行全群采样，梁某华养殖

场采样 38只，阳性 5只，何某养殖场采样 28只，阳
性 2只，3个养殖场共计检测 128只，阳性 31只。调
查组结合布病监测情况、流行病学调查以及检测结

果，初步判定本起疫情为一起输入性疫情，起因为

傅某收购来源不明的山羊饲养，在感染人间布病后

又将山羊转交给王某饲养，王某未经检疫隔离直接

合群饲养，使本群山羊感染，王某又将本群山羊卖

给梁某、梁某华、何某，导致疫情进一步扩散，梁某

在母羊流产后未按规定处理感染人间布病，梁某

华、何某山羊未出售。

3）疫区、受威胁区监测。根据布病流行病学调
查以及实际情况，划定疫点外 3~10 km为疫区和受
威胁区。2021年 1月 10日，对疫区内 251只，受威
胁区内 425只，共 676只牛羊进行了全群血清样品
采集，经检测全部为阴性。再次印证了本起疫情为

输入性疫情，引入后未经检疫隔离合群饲养，养殖

户缺乏防护意识，经密切接触交叉感染。

2 疫情处置

对疫点和疫区内的牛羊采取限制移动措施，通

知区域内养殖户暂停牛羊交易。2021年 1月 12日，
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指挥部对 3 个监测阳性养殖
场的 31只阳性羊和 2只哺乳羔羊进行扑杀，采用
深埋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对掩埋点及周围进行 1
个月的持续消毒，加强对疫点内山羊的实时监测，

督促养殖场及周边养殖户发现流产等异常状态及

时上报，县动物疫控中心制定专项监测方案，加强

监测频次与频率，发现阳性及时扑杀处置。

3 结 语

通过本次疫情可以看出，养殖户的布病防控知

识和防护意识有待提高。傅某对收购贩运的山羊未

实施严格检疫，在自己患病后无力饲养，又将来源

不明山羊寄养于王某养殖场，王某未经检疫隔离混

群饲养，导致本群山羊被感染，在母羊发生流产等

情况下未警觉，又将可能感染山羊卖给梁某、梁某

华、何某等养殖场。王某、梁某对于布病防控和自我

保护意识严重缺失，在不采取任何防护情况下处理

流产山羊和排泄物。

本次疫情提示：一要加强养殖户的布病知识普

及以及提升防护意识，规范养殖户的引种报备和引种

后的检疫隔离行为；二要加强牛羊贩运人员的监管，

督促牛羊贩运人员对于每批次牛羊来源做好详细登

记，对于每批次牛羊积极开展布病检测；三要对重点

地区人员做好人间布病检测，最好能做到 1年 1次，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溯源，早处理；四要加强布病的

常规监测，采取科学的监测方式，发现阳性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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