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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羊痘病是由山羊痘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对我国山羊养殖威胁比较严重。加强对山羊痘病的诊

断和防控，能够有效地降低山羊痘病的发生与危害，推动山羊生产的稳步发展。本文简要概述山羊痘病的基本情

况，并对如何加强山羊痘病的诊断与防控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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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痘病毒在所有品种、性别、年龄的羊之间

都可传播，羔羊极易受到感染。同时，山羊痘病毒对

一般消毒剂有极强的抵抗能力[1]。山羊痘病是接触

性传染疾病，其发病过程主要是出疹子 -水泡 -化

脓 -结痂，对山羊的危害极大。

1 山羊痘病的病因及传播路径

山羊痘病具有一定的病原学特征，山羊痘病毒

属于亲上皮性病毒，在羊的皮肤及黏膜的皮疹、结

痂层中均有存在，发病初期羊的血液中也有病毒存

在。该病毒对寒冷干燥的环境适应力较强，如果羊

栏属于开放状态，则病毒可保持 6个月的活力[2]。

春秋两季为山羊痘病发病率较高的季节。山羊

痘病的传染来源主要集中在病羊身上，如果健康的

羊与病羊相接触，被传染率较高，山羊痘病毒在发

病的任何阶段传染性都很强，是持续性传染力极强

的病毒。传染途径主要集中在羊本身及饲养环境

中，呼吸道、病羊接触过的草料及水等均可传染。

山羊痘病的临床表现明显，其一般的潜伏周期

为 6～8 d，气温较低会延长潜伏期，最长可达 1个

月左右。感染山羊痘病的主要表现为体温急剧上

升，食欲明显下降，精神不济并伴有鼻腔脓液状排

出物。在发病初期，羊表皮出现呈红色的疹状物，经

过 3 d左右变为疱疹，再经过 1周左右变为脓包并

呈紫黑色，脓包数日后结痂脱落。

2 山羊痘病的相关诊断方法

在正常状态下，山羊痘病的临床表现相当明

显，可通过其明显的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即观察其

体温变化，痘疹、脓包的状态及变化，便可对山羊痘

病进行确诊。

如果呈现非正常状态，由于某些原因山羊痘病

的临床表现不明显，根据临床观察确诊具有一定难

度与不准确性，则需要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诊断方

法，例如，将疑似病变的山羊痘液接种给健康的羊，

以观察相关的变化。

3 山羊痘病的防制

1）山羊痘病的防疫措施。加强饲养管理，一方

面对羊舍包括羊的日常生活环境及进食环境，草料

饮水进行定期的质量把控与消毒，保障羊舍整体环

境的清洁，一定程度上避免病毒的传播，消毒可采

用福尔马林或草木灰水进行消毒；另一方面，加强

羊群的喂养质量，增强羊群的整体抵抗力，对新引

进的羊进行隔离饲养，在饲养 1个周期后方可进入

羊群饲养[2]。同时，羊群中相对特殊的群体，如有孕

的母羊或小羊，要进行特殊饲养，确保其健康。对羊

群进行定期疫苗注射，发现疑似病羊进行隔离观

察，及时采取有效的救治方法。

2）山羊痘病的治疗措施。首先，采取护理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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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对病羊给予易消化的牧草，并加强圈舍的

通风，增加日照，提升环境温度，保障病羊的温暖以

增强其抵抗力。第二，对不同发病部位，采取有针对

性的治疗措施。例如，对皮肤表面的疱疹，可以采取

药水涂抹的方法，保证合理的消毒；对脓包破裂的

状况，采取先洗涤再涂药的措施，实现消毒消炎；对

于黏膜发病同样采用先洗涤后涂药的措施，洗涤主

要采用高锰酸钾 1%浓度的液体[3]。

4 结 语

山羊痘病发病率高，传染范围广，对羊的生产产生

一定的威胁，因此，采取科学有效的防疫治疗方法十分

必要。通过对羊群采取科学及有效的防疫消毒，对病羊

实行隔离与治疗，可提高羊群的整体抵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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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叙述了大黄的化学成分、传统功能主治、现代药理研究，同时总结了大黄在现代畜禽、水产疾病

防治上的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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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又名大王、绵纹、锦文、黄良、中吉等。为

蓼科植物掌叶大黄、唐古特大黄或药用大黄等多种

大黄属植物的干燥根或根状茎。味苦，性寒。入心

包、肝、脾、胃、大肠经。

1 主要化学成分

含番泻苷 A、B、C、D、E、F，大黄酸、大黄酚、大

黄素、芦荟大黄素、大黄素甲醚、大黄素甲醚 -8-葡

萄糖苷、大黄素 -1-葡萄糖苷、大黄素 -8- 葡萄糖

苷、大黄酸 -8-葡萄糖苷、大黄素 -6-葡萄糖苷、芦

荟大黄素 -8-葡萄糖苷、大黄酸双葡萄糖苷 A、VB、

VC、VD、大黄蒽酮 A、B、C，鞣质、没食子酰葡萄糖、右

旋儿茶精、没食子酸和雌激素样物质等。

2 传统功能主治

1）攻积导滞。用于大便秘结，肚腹胀满，腹痛不

安，积滞作泻，以及泻粪腐腻、腥臭。

2）清热泻火。用于高热稽留，口渴喜饮，狂躁不安。

3）清热利湿。用于湿热黄疸，湿热泻痢，尿淋，

带下，肝胆结石等。

4）活血祛瘀，凉血止血。用于跌打损伤，气滞血

瘀，衄血、尿血、便血。

5）解毒、消肿、敛疮。内服或外敷用于烫火伤及

热毒疮黄，目赤咽肿，斑、疹等。

6）消食健胃。小剂量大黄有消食健胃作用。

3 现代药理研究

大黄有改善微循环，降低血压、血脂、胆固醇和

消炎、利尿、抗过敏和保肝利胆作用。

对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双球菌、淋病双球

菌、绿脓杆菌、白喉杆菌、痢疾杆菌、大肠杆菌、伤寒

杆菌、副伤寒杆菌，以及致病性真菌等有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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