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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青海藏羊链球菌病的病原、流行规律、临床症状、病理变化和诊断，并提出了该病的防治

方法，建立科学的免疫程序、加强饲养管理，控制羊群的病死机率与患病机率，最终实现对羊链球菌病的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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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 原

羊溶血性链球菌呈圆形或卵圆形，排列成链状，

链的长度不一，短的由 4～8个球菌组成，长的由 10

个甚至上百个球菌组成。链球菌病经革兰氏染色呈

阳性，在普通琼脂培养基上生长不良，大多数球菌在

幼龄培养物中有荚膜形成，无鞭毛，且不形成芽孢，

多数致病菌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在含有血清的培

养基中生长良好，菌落在培养基中形成α或β溶

血环。α型链球菌致病力较弱，β型链球菌致病力

较强。这种病毒是一种 RNA病毒，根据 RNA的特

性，该病毒有着较强的变异性，病菌对外部环境抵抗

力较强，可存活 100 d以上[1]。病原菌通常存在于病

羊的各个脏器以及各种分泌物、排泄物中，以鼻液、

气管分泌物和肺脏中的病原菌含量较高。

2 流行规律

链球菌病不分年龄、性别，均有易感性，但以

幼、母畜多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多发于冬春季节，

2～3月气候干燥，在风大雪少，天气寒冷，风雪交加

的恶劣气象条件下发病更多[2]。病菌飞扬，易被羊只

吸入，在草质不良、羊群拥挤、内外寄生虫侵袭等导

致体质变差的情况下，会促进疫病进而引起发病。

疾病潜伏期为 3～10 d，病程 1～3 d。

3 临床症状

1）最急性型。病羊一般无明显症状，初期不易

被发现，常于 24 h内死于圈内。

2）急性型。病初病羊弓背，垂头，呆立不愿走

动，精神沉郁，食欲减退或废绝，反刍停止，不久便

出现浆液性分泌物，流脓性鼻液，呼吸困难，粪便有

时带有血液或黏液，体温达到 41 ℃左右，最终衰竭

而亡。

3）亚急性型。体温升高，食欲不振，流鼻液，呼

吸急促、困难，偶有咳嗽，拉稀软粪便，粪便带有血

或黏液。病羊精神萎靡，表现为不愿走动，行走时步

态不稳定，摇晃，似醉，病程 1～2周。

4）慢性型。一般表现为轻度的体温升高，消瘦，

食欲不好，步态僵硬，有的出现关节炎，伴有咳嗽，

病程 30 d左右。

4 病理变化

病死羊咽喉和气管黏膜严重充血，出现肺水肿

和肺气肿[3]。各个脏器广泛性出血，淋巴结肿大、出

血，鼻、咽喉和气管黏膜出血，肺水肿、出血，心冠状

沟及心内外包膜有小点状出血；胸、腹腔及心包腔积

液；肝肿大呈土色、边缘钝厚、包膜下有出血点；胆囊

肿大、胆汁外渗；肾脏质脆、变软、包膜不易剥离；各

个器官浆膜面附有黏稠的纤维素性渗出物；大肠黏

膜有散在或密集的脓包样结节。特征性病理变化可

见各个脏器广泛出血，反刍停止，呼吸困难，食欲废

绝，淋巴结肿大，出血，嗜睡，眼结膜潮红，眼睛出现

浆液性分泌物。鼻腔流出浓性黄色鼻液，咽喉肿胀，

表现吞咽困难，颌下淋巴结肿大，流涎，咳嗽。藏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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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装笼注意事项

蛋鸡笼为蛋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使蛋鸡更好地发挥生产潜能，减少疾病传播和感

染，便于管理。

1）最佳装笼日龄的选择。为保证青年蛋鸡的体重达标又不影响其开产和增蛋，蛋鸡一般在 13～18

周龄时装笼（最晚也不迟于 20周龄），鸡群长势良好时为便于管理可在 60日龄时装笼或按体重不同

分群并分批次装笼。

2）设施设备的检修。蛋鸡装笼后一般不再改变生活环境，所以蛋鸡装笼前应严格检修相应的设施

或设备，没有维修价值的设备应及时更换，以防使用时或使用过程中达不到相应的功能要求。

3）防止发病率的升高。蛋鸡装笼时因操作不当或温差影响常出现免疫力降低和发病率升高，为

此，应在夜间进行装笼，同时采用提高舍温、改善营养、药物预防等方式，以防止发病率升高。

4）防治寄生虫。蛋鸡一般在 60日龄和 120日龄时分别用相应的驱虫药进行防治寄生虫病，为了

节省劳动强度和提高寄生虫病的防治效果，一般在装笼时用相应数量的驱虫药分别饲喂。

来源：五六养鸡网

易发生流产，最终因窒息而死，病程 2～3 d。

5 诊 断

1）病菌分离。藏羊链球菌病有一定的潜伏期。

主要表现为体温升高、骨髓出血、废食、关节发炎

等。确诊需要从病羊体内提取血清或腹水、血液，进

行病菌分离；然后采用滤膜过滤和培养基处理，运

用免疫过氧物酶法进行染色，最后对检测细胞中的

PRRSV抗原进行检查。当藏羊链球菌 PRRSV呈现

阳性即可确诊。

2）鉴别诊断。临床诊断藏羊链球菌病时应注意

与藏羊炭疽、巴氏杆菌、羊快疫等相区分。炭疽病，

夏季多发，肿胀多发舌头、眼睑、乳房等处。链球菌

病与巴氏杆菌的鉴别应当在实验室进行试验鉴别

诊断，巴氏杆菌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革兰氏染

色呈阴性，镜检见两极浓染。

6 防治方法

1）建立科学的免疫程序。建立科学、合理的防

疫程序具有延长羊群免疫的作用，是最有效、最经

济的防治链球菌病的关键。对于藏羊产区常发生链

球菌病，应当结合当地实际，定期组织接种疫苗，落

实好各项藏羊预防接种工作。在每年接种疫苗时

期，按时按量给藏羊注射疫苗，对于免疫失败的藏

羊，要根据羊的情况进行第 2次免疫。在此病流行

期到来之前，用链球菌氢氧化铝甲醛菌苗进行预防

注射，提前做好各种防疫制度，第 1次接种后隔 2

周再接种 1次，可达到最佳效果。

2）加强饲养管理。夏季高温炎热，藏羊容易中

暑或因天气炎热而产生应激，藏羊圈舍要勤打扫，

做好消毒灭鼠等工作。藏羊不能光靠天然草场进行

放牧，在放牧的同时要加大对藏羊精料的补充，在

饲料中可以添加适量的抗菌药物，能够提高羊对链

球菌病的抵抗能力，从而有效预防链球菌病，加强

藏羊体质，提高对本病的耐受程度。通过各种有效

的措施与手段，控制羊群的病死率与患病机率，最

终实现对羊链球菌病的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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