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9期

摘要 破伤风是由破伤风梭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创伤性的人畜共患传染病。本文总结了小尾寒羊破伤风的

病原学特征、流行病学特点、发病机理、临床症状、剖检变化和诊断，以及该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旨在为生产中小

尾寒羊破伤风的综合防治提供技术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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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伤风又称“锁口风”、“强直症”，是由破伤风

梭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创伤性的人畜共患的中毒性

传染病[1]。其特征为患畜骨骼肌神经兴奋性增高，持

续发生痉挛，而表现出强硬状态。本病分布于世界

各地，我国也常有发生。

1 病原学特征

破伤风梭菌又称为强直梭菌。该菌菌体细长，

是两端钝圆、细长、正直或者稍微弯曲的大杆菌。多

单个存在，有周身鞭毛，无荚膜，芽胞呈圆形，位于

菌体一端呈鼓槌状或者羽毛球拍状。幼龄培养物革

兰氏染色呈阳性，48 h以后呈阴性。

该菌对一般理化因素的抵抗力不强，但是芽胞

的抵抗力很强，在土壤中能存活几十年；煮沸 1～3

h，120 ℃高压蒸汽 10 min可杀灭该菌。10%碘酊、

10%漂白粉和 30%双氧水等约 10 min就能将其杀

死。本菌对青霉素和磺胺类药物敏感。

2 流行病学特点

各种动物对该病菌均易感，其中以单蹄兽最易

感，牛羊等次之。由于破伤风梭菌广泛存在于自然

界中，可以通过各种创伤而感染。这主要是细菌经

伤口侵入身体的结果，例如羔羊出生后脐带伤、阉

割后去势伤、断尾伤、断角伤及产后等感染；有些病

例见不到伤口，可能是伤口已愈合或者经子宫、消

化道黏膜损伤而感染，因此该病在肉羊的规模化、

集约化养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本病无季节

性，常表现零星散发。

3 发病机理

破伤风梭菌由伤口侵入机体后，由于破伤风梭

菌是严格的厌氧菌，一般的浅层伤口，并不能形成

厌氧环境；当遇到窄而深的伤口，例如刺伤可造成

厌氧环境时，才可导致破伤风梭菌的繁殖。其致病

性完全取决于毒素的生成。毒素产生后，被淋巴吸

收，经血液循环到达运动中枢；另一方面毒素被运

动神经末梢吸收，通过外周的运动或者感觉神经纤

维间隙到达脊髓腹角运动神经元。破伤风痉挛毒素

作用于脊髓抑制性突触，阻止抑制性突触末端释放

抑制冲动的传递介质，从而抑制了上下神经元之间

正常抑制性冲动的传递，从而导致神经兴奋的异常

增高，引起骨骼肌的痉挛收缩等。

4 临床症状

该病病程长短不一，通常是 14～28 d，其中潜

伏期一般为 7～14 d，最短 1 d，最长可达数周。患

病动物主要表现为两耳竖立，鼻孔开大、瞬膜外露、

头颈伸直、牙关紧闭、流涎、腹部紧缩、尾根翘起、四

肢强直，壮如木马等典型的肌肉痉挛、强直症状。羊

还经常出现角弓反张。患病动物神志清楚，但是对

外界刺激反射兴奋性增高。即使遇到轻微刺激，例

如不明声音、光照或者触摸接触时，也可使患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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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消灭牛羊体表的蜱虫

蜱是一种叮咬在牛羊体表吸食血液及传播多种传染病的体外寄生虫，俗称“草爬子”。牛羊的体表

寄生有蜱虫，可引起牛羊烦躁不安、骚痒，甚至引起蜱瘫。蜱吸血后可以传播多种传染病，引起牛羊消

瘦、贫血，威胁牛羊健康，严重时会致病畜死亡。消灭牛羊体表的蜱虫有以下几种方法。

1）人工捕捉。如果饲养的牛羊数量不是很多，且在人员充足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人工捕捉除蜱的

方法。

2）药液喷涂。可用 0.2%杀螟松或 0.25%倍硫磷、1%马拉硫磷、0.2%害虫敌、0.2%辛硫磷乳剂喷涂畜体，

剂量羊为 200 mL/次，牛为 500 mL/次，每隔 3周处理 1次。也可用氟苯醚菊酯，剂量为 2 mg/kg，1次

背部浇注，2周后重复 1次。

3）药浴。选用 0.05%双甲脒或 0.1%马拉硫磷、0.1%辛硫磷等对羊进行药浴。此外，可皮下注射阿维

菌素，剂量为 0.2 mg/kg，1次注射或口服。

来源：中国农业信息网

物惊恐不安、症状加重。发病动物体温一般正常，但

是在临死前会上升至 42 ℃。

5 剖检变化

该病的病理剖检变化不明显，仅在黏膜、浆膜

及脊髓等处可见有小出血点，肺脏充血、水肿、骨骼

肌变性或者具有坏死性病灶以及肌间结缔组织水

肿等非特异变化。

6 诊 断

可以根据临床症状和剖检变化初步诊断，如有

必要还可以进行实验室检查确诊。

图片镜检：将病灶渗出液涂片，然后进行染色，

镜检。如果看到鼓槌状革兰氏阳性芽孢杆菌，即可

确诊。

动物实验：还可以将病料制成乳剂，然后在小鼠

尾根部注射，一般经过 2～3 d以后，才可表现症状。

也可以采集患病羊血液 0.5 mL，肌肉注射于小鼠臀

部，一般情况下 10多个小时以后，动物患病感染。

此外，可用厌氧分离，培养细菌，或采用免疫荧

光进行鉴定。

7 综合防制

1）加强预防。平时要注意饲养管理和羊舍卫生，

防止动物受伤，一旦发生外伤，尤其是严重创伤时，

应及时进行伤口消毒和外科处理，或者注射破伤风

抗毒素血清。断脐、断尾、阉割及外科手术时要严格

消毒，并在手术前后注射青霉素或破伤风抗毒素，

以防止该病的发生。在本病的多发流行地区，每年

要定期注射破伤风疫苗。在羔羊出生和手术后用破

伤风抗毒素 5万～10万 IU肌肉注射。

2）积极治疗。发现患病羊，要及时对病羊加强

护理，首先要将患病动物安置在光线较暗的安静处

并饲喂营养丰富易消化的饲料和洁净充足的饮水。

然后要对伤口的坏死组织进行清除，同时对伤口进

行彻底清洗和消毒，可以选用 3%双氧水、1%高锰酸

钾或者 5%～10%碘酊[2]。在伤口周围要注射青链霉

素和破伤风抗毒素。需要注意的是，首次注射时剂

量要加倍，同时还可以配合使用镇静解痉的药物注

射治疗。

3）防止对人的感染。由于人也可以被破伤风梭

菌所感染，因此与动物接触频繁的养殖人员伤口较

深时，一定要正确处理伤口，以防厌氧微环境的形

成，这是防止感染的重要措施。一般情况下，可以注

射类毒素进行主动免疫预防，或者注射抗毒素和抗

生素进行特异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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