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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适当的防寒措施，保持鸡舍适当的温度和湿度。

提高种蛋的质量，改善孵化条件，并确保孵化器中

的氧气含量合适[10]。还应有效控制蛋白质含量和能
量，以免含量过高，并适当增加维生素含量，并应注

意确保钾离子含量，以有效维持电解质的平衡。另

外，还应注意饲料质量，避免肉鸡因食用过期饲料

引发腹水综合征。

5.2 治疗措施

治疗肉鸡腹水综合征，中药可服用以健脾补

水、理气补虚为主的药物，西药可服用如利尿、通

便、健心的盐酸盐、硫酸镁、肝、葡萄糖浆等。患病

肉鸡中药治疗方法：芜菁 150 g，醋制甘水 150 g，
车前草 150 g，大戟 150 g，白术 200 g 和泽泻
350 g，并以一剂煎煮。喝水 2 次，然后将其分成
5~7 份，以供 400~500只鸡饮用，可有效治疗肉鸡
腹水综合征。对于有严重腹水的病鸡，可同时注

射 20 000 IU 的青霉素，经过 2~4 次治疗，病鸡
可以康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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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禽衣原体病可经消化道、呼吸道等途径传播，鹦鹉、鸽子、火鸡、鸭等动物最易感，病禽和隐性带菌禽

是主要传染源，可引发全身症状和神经症状，此病未得到有效治疗的情况下病禽很容易死亡。本文简述了家禽衣

原体病的临床表现，从注重鸡场消毒工作、提升鸡场管理水平方面介绍了家禽衣原体病预防技术要点，并归纳了

治疗家禽衣原体病的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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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禽衣原体病由鹦鹉热衣原体感染所引起，是

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民间又称“鸟疫”，鹦鹉、鸽

子、火鸡、鸭等禽类易发生感染，鸡有一定抵抗力，

幼龄家禽感染后发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受危害程

度最大[1]。

1 衣原体简介

衣原体是一种革兰氏染色呈阴性的原核细胞

微生物，在分类上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比病毒高

等，比细菌低等，具有滤过性，在细胞内寄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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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裂的方式进行繁殖。衣原体对外界不良环境的

抵抗力较弱，阳光直射、紫外线、高温、干燥等环境

均不利于其生存。病禽和隐性带菌禽是本病的最主

要传染源，病禽主要通过粪便、鼻液、痰液、泪液等

将病原排入环境中，污染饲料、饮水后很容易造成

疾病的扩散。消化道是该病的主要传播方式，病原

体依附尘埃粒子悬浮在空气中时，健康家禽吸入后

也很容易经呼吸道感染，另外，交配过程也可以传

播病原。兽医临床常用的消毒剂以及常规消毒方法

都能轻易将病原体杀灭。

2 临床表现

大部分家禽呈隐性感染，尤其是鸡、野鸡、鹅

等，但鹦鹉、鸽子、鸭和火鸡感染后潜伏期较短，很

快表现症状。病禽机体发热，采食量下降或食欲废

绝，全身不自主颤抖，走路时容易摔倒，共济失调，

粪便呈硫磺色的胶冻样，眼睛和鼻孔常流出一种浆

液性或脓性的分泌物，眼睛周围羽毛粘附的分泌物

久之可成为结痂而干燥在羽毛上。如果病禽没有得

到及时治疗就会出现肌肉萎缩，身体渐进消瘦，直

至最后晕厥而亡[2]。
病死禽剖检后可发现气囊增厚、胸肌萎缩、呼

吸道中有大量分泌物，全身浆膜发炎而浑浊，心包

表面有纤维素性渗出，肝脏和脾脏肿大，质地变脆，

切面外翻，表面存在灰黄色坏死灶。伴发肠炎的病

禽可见到肠黏膜增厚或脱落，泄殖腔内容物含有较

多的尿酸盐，肺部有弥漫性充血，心肌肥大。

3 预 防

预防本病必须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性措施，平时

注重消毒工作，不断提升鸡场的管理水平。

3.1 注重消毒工作

衣原体自身对不良因素抵抗力较差，一旦排入

环境中，只需要加强消毒就能很快将其杀灭，建议疫

区鸡场每周消毒不低于 3次，消毒剂可选择稀碘溶
液、新洁尔灭溶液、戊二醛癸甲溴铵溶液或过硫酸氢

钾溶液等。所有外来车辆和人员必须严格消毒后才允

许进场，尤其是车体、车轮以及底板部位，司机也应下

车严格消毒，消毒剂可用 1%的火碱溶液。经常出行
的道路、走廊等可撒生石灰粉，进入鸡舍要更换消毒

过的本舍专用衣物，出舍时将衣物挂于缓冲间进行紫

外线照射。公共用具闲置时可在太阳下曝晒处理。

3.2 提升管理水平

加强禽群的检疫，防止新传染源的引入，保持

舍内通风，每天对舍内的小环境进行打扫，打扫卫

生期间要防止尘土飞扬，注意个人的卫生保护。由

于病原也可感染人，故兽医人员或一线员工在接触

病禽时一定要做好自我防护[3]。散养鸡群粪便在地
面分布较散，为了便于清理和消毒，需对地面做硬

化处理，垫草、羽毛、地面垃圾等最好和粪便一起发

酵处理，利用生物热将其中的病原杀灭。采用科学

的免疫接种能显著降低本病发生率，鹦鹉热衣原体

疫苗能诱导机体产生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有效抵

抗野毒的感染。

4 治 疗

衣原体对四环素类药物敏感，如土霉素、强力

霉素、四环素等，可用于本病的治疗，除了四环素类

药物外，氟苯尼考也可用于该病的治疗。由于禽类

为小规格体型动物，注射给药操作不方便，临床建

议大群治疗时使用可溶性粉或预混剂等剂型，以饮

水或拌料方式给药，但一定要集中用药，时间控制

在 2 h内最好，这样药物可快速达到血药浓度高
峰。对于重症病例可单独挑出进行注射给药。需要

注意的是，对于临出栏的家禽，一定要注意休药期，

防止兽药残留超标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

5 小 结

禽衣原体病虽然近些年报道的案例大大减少，

但在我国个别地区仍然存在，特别是不规范的小型

鸡场，由于缺乏技术人员的指导，养殖人员也多为

未经专业技术培训的本地人员，生物安全意识不

强，造成本病在某些地区反反复复。建议政府相关

部门定期组织科学养殖类的下乡宣传活动，普及衣

原体病防控相关知识，从而将本病彻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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