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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人畜共患病，该病多发于春夏，特别是在洪水及干旱后更易发生。

发病骆驼主要表现为淋巴肿胀，发热及突然死亡。疫区和受威胁地区的易感家畜，每年应注射炭疽芽孢苗，每峰

驼皮下注射 1 mL，预防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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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病情况

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人畜共患

病，在骆驼主要表现为淋巴肿胀，发热及突然死亡。

该病在全世界养驼区均有发生，是单峰驼继锥虫病

和蜱螨感染后的第三大严重疾病。该病在各地的发

病率差别很大，我国的发病相对较少。

2 临床症状

骆驼对炭疽不太敏感，但不论年龄，暴发时均

可感染。该病多发于春夏，特别是在洪水及干旱后

更易发生。根据流行病学特点及临床症状可作出初

步诊断，确诊必须进行实验室检查。

3 预 防

确定病驼为炭疽后，应立即宣布该区域为疫

点，封锁发病地区，对周围所有家畜进行临床检查、

测量体温，分出病畜和可疑病畜，并及时给予治疗。

对与病畜或死畜直接接触过的动物可用血清进行

接种，经 1～2 d后再接种疫苗。

4 防控措施

凡病驼接触过的场地、用具应彻底消毒；地面

应除去表层 15～20 cm，取下的土用 20%漂白粉溶

液混合后再深埋。污染的饲料、粪便等应焚烧。尸体

严禁剥皮吃肉，应烧毁或深埋。疫点内禁止动物随

便移动，禁止输出畜产品和饲草料，禁止食用病畜

乳肉。在最后 1头病畜死亡或痊愈后再过 15 d，到

疫苗接种反应结束时并经彻底消毒后方可解除封

锁。

疫区和受威胁地区的易感家畜，每年应注射炭

疽芽孢苗，每峰驼皮下注射 1 mL，预防效果良好。

新疆是传统养驼大区，但长期以来存在着重数

量轻质量、效益不高、牧民增收缓慢等问题。目前影

响养驼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是草场退化、饲养技术落

后、防病检疫跟不上、畜产品加工能力薄弱等。而要

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在骆驼饲养技术和放牧管理上

需要有所突破。逐步建立骆驼良种选育体系，建立

科学研究、繁育饲养、饲料生产、疫病防控、环境控

制等技术体系。在积极引进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的

基础上，大胆创新，勇于突破。

目前木垒县应在骆驼良种选育和驼乳产品开

发生产技术示范、骆驼疫病防控技术、草场保护与

恢复技术等项目上加大攻关力度，尽快实现技术突

破，才有可能使木垒县的养驼业发生根本性的转

变。农牧科技人员要本着以人为本，科技惠民的思

想，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挥科学技术的辐射带

动作用，形成规模化养殖，按照标准化生产，提高畜

产品质量，增加农牧民收入。

骆驼生活在严酷、艰苦的环境中，对人类具有

重要的应用价值。但是，骆驼却是一种被科学界长

期忽视的动物。研究和掌握骆驼饲养管理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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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驼群生产力的重要环节，应用新技术，加强饲

养管理，将会大大拓宽人们对骆驼及其产品的利

用。

养驼业是木垒县荒漠、半荒漠地区草原畜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是我国第一大养驼生产基

地，现有骆驼约为 19 万峰，占全国骆驼总数的

54%。因此，如何利用骆驼宝贵的地方良种资源，研

发产品；如何加强放牧骆驼饲养管理水平，不断完

善放牧方法，形成科学放牧管理；如何提高其综合

生产性能则是科技研究工作者和农牧民的当务之

急。为提高养驼业的规模效益，应改变传统的放牧

方式，控制放牧时间、距离，适当地加强跟群放牧及

半舍饲饲养，改善饲养管理、提高选种选育和控制

寄生虫及其他疾病。

摘要 随着农村山羊产业化发展的推进，发展适度规模养殖，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本文分析了山羊

适度规模养殖中制约疫病防控的因素，提出解决措施，以期促进山羊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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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山羊产业发展进程推进，散养户逐渐

被适度规模养殖户所取代，畜禽养殖一直以来为家

庭副业即将成为历史，发展适度规模养殖，增加农

民收入，山羊养殖是一个短平快项目，是增加农民

收入的一条有效途径。动物疫病防控是发展山羊养

殖的关键环节。

1 制约山羊疫病防控的因素

1）防疫观念淡薄，养殖粗放经营管理。动物疫

病防控抱着侥幸心理，缺乏防疫意识。厩舍建设无

羊床，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蹄部疾病、风湿病等。

夏季不注意防暑，导致山羊中暑，冬季不注意保暖，

可导致呼吸道感染。冬季不补饲，羊只瘦小，抵抗力

降低。防疫一旦跟不上，可发生传染病。

2）引种不规范，埋下了疫病风险。虽然乡镇畜牧

兽医站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宣传把关，但仍有养殖户怕

麻烦，不按规定引种，我行我素，埋下了疫病风险。

3）未建立规范免疫程序，疫病有可乘之机。养

殖户仍以畜牧兽医部门组织的春秋两防作为保障，

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建立肉羊免疫程序，处于被动

免疫状态。

4）无害化处理不规范，留下了病原微生物。病

死羊只不按规定作无害化处理，存在处理不规范、

乱扔、饲喂犬等，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条件。

5）动物疫病监管有待强化。随着畜牧产业化的

推进，规模养殖户逐年递增，而乡镇畜牧兽医站人

力不足，经费缺乏，加之工作量大，不同程度地影响

了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2 完善动物疫病防控措施，促进肉羊

产业发展

1）合理规划布局，把好疫病入侵关。种畜场、饲

管理前沿8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