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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了饲养管理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和疫病防治机制等。布

鲁氏菌病即为布病，人畜皆可感染该疾病，该疾病有较

强流行性，传染途径包括消化道、呼吸道和生殖系统

等。虽然当前养殖户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该疾病的预

防重视程度，但整体防控形式依旧不容乐观。

一、牛羊布鲁氏菌病病原

牛羊布鲁氏菌病的传染性细菌属于革兰氏阴性小球

杆菌，没有鞭毛，不形成孢子。病原体的侵袭力和扩散

力都非常强，侵入牛羊体的方法包括皮肤和黏膜。本病

原菌对外部环境具有很强的抵抗力，存在于肉类和奶制

品中长达 2个月，在土壤中存在持续时间长达 120a。本

病原体对热极为敏感，可将其置于 60℃的潮湿高温环境

中 30min，即可将其杀死。或者，也可以被普通消毒剂和

紫外线杀死。对病原体最敏感的抗生素是四环素，其次

是链霉素和土霉素。

二、牛羊布鲁氏菌病诊断要点

（一）流行病学

随着牛羊的生殖器逐渐成熟，布鲁氏菌病不断增

强，小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抗细菌，后续随着身体不

断生长，变得更有可能被细菌感染。牛羊布鲁氏菌病的

主要传染源为病牛羊和带菌牛羊。母牛生病后，其胎

衣、阴道分泌物、牛奶和粪便都是感染源。主要传播途

径是胃肠道，其次是生殖系统和皮肤黏膜。此外，如果

牛所居住的牛舍过于拥挤、通风不良、寒冷、潮湿、卫

生条件差，牛羊的抵抗力就会下降，容易诱发牛羊布鲁

氏菌病。

（二）病理变化

牛羊个体感染牛羊布鲁氏菌病后，胎盘呈淡黄色胶

状浸润，有出血点，表面布满毛囊和脓液，绒毛膜充血

肿大，可见黄绿色渗出物。流产胎儿可见胃内有白色黏

液，胸腔内有淡红色液体，淋巴结、肝、脾均有不同程

度的肿胀和坏死。慢性感染时并发关节炎和滑囊炎。

（三）临床症状

牛羊布鲁氏菌病的潜伏期不固定，可以为 14天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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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通常是隐性的，最突出的

症状是母牛羊在妊娠 5 ～ 8个月后突然流产，产下死胎

或虚弱小牛。随后的母牛羊也会出现子宫内膜炎，关节

肿胀和疼痛，不愿意长时间移动、躺在地上。公牛发病

后出现睾丸肿胀、睾丸发炎、触痛、局部淋巴结肿大，

无法顺利配种。

（四）鉴别诊断

导致牛羊流产的因素有两种：传染性和非传染性。

母牛羊在感染滴虫和化脓性棒状杆菌后会流产。这些在

临床诊断和病理解剖时实际上无法区分，需要通过实验

室病原学诊断疾病。采集流产后 3a内流产胎儿的胃液和

白带做涂片，染色镜检。还可以采集病牛羊的血液进行

细菌分离培养，观察各种细菌指标来诊断疾病。

（五）实验室检验

利用实验室诊断确诊牛羊布鲁氏菌病时，第一，要

进行细菌学诊断，收集流产胎儿盲肠和胃的内容物进行

细菌分离鉴定。如见到红色小球杆菌，即可确诊为牛布

鲁氏菌病。第二，对于泌乳奶牛羊，做全脂奶环试验，

用蓝色抗原完成试验，如果在最上层看到比乳柱颜色更

深的蓝色环带，则表明感染了牛羊布鲁氏菌病。第三，

可以对所有病牛羊进行血清凝集试验，主要使用虎红平

板凝集试验，如果发生凝集反应，说明感染了牛布鲁氏

菌病。第四，病原学检查：收集流产胎儿的胎衣和阴道

分泌物实施柯氏染色。试验时将涂片用火焰加热固定，

滴下 0.5%的沙黄液，加热至出现气泡，等待 3min，再用

水冲洗，几分钟后，0.5%的孔雀绿液，复染约 45s后，

用水冲洗并再次风干进行显微镜观察，可见牛布鲁氏菌

呈红色，在细胞内集结成团。

三、牛羊布鲁氏菌病防治措施

（一）治疗措施

及时隔离：如发现牛羊疑似感染布鲁氏菌病，应立

即隔离，小心不要把它带出养殖场。同时，在确诊病牛

羊之前，有必要控制牛羊群的动向，并重新编号，隔离

疑似牛羊群后，杜绝进出养殖场的车辆、人员和养殖设

备，从根本上阻断传染源，防止疾病传播。由于牛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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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氏菌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病，因此有必要在疫情出现后

同时监测养殖场人员是否感染。

病牛羊处置：已证实感染布鲁氏菌病的病牛羊应立

即扑杀，扑杀时要坚持无害化处理的原则，对病牛羊的

尸体进行焚烧或掩埋。尸体需要被埋在一个很深的坑

里，坑的深度应至少为 3m。所选择的位置应该远离水

源、交通线路和居民的生活区域。在填埋之前，需要在

坑底填充一层厚厚的生石灰，再放入尸体，用甘草覆盖

尸体，保持 0.5m的厚度，倒入柴油，然后焚烧，焚烧

完成后，再铺一层生石灰进行回填。如果病牛羊病情较

轻，经治疗可以恢复健康，需要对症治疗。对于患有子

宫内膜炎的病牛羊，应去除停滞的胎盘，并用温度合适

的生理盐水冲洗子宫，再肌肉注射链霉素，剂量为每千

克体重 20mg，连续 2周。然后可以治愈疾病。治疗期间

请注意保证营养供应充足，并进行隔离治疗。

疫病净化处置：立即制定疫情监测净化方案，隔离

饲养健康牛群，每月检测一次牛羊布鲁氏菌病，尽快发

现和筛查病牛羊并将其扑杀。监测期持续半年，直到农

场里不再发现病牛羊。我们在养殖场的适当位置安装消

毒剂池，每 3d更换 1次消毒剂。

（二）预防措施

1.加大对布病危害的宣传力度。相关部门要大力宣

传布氏病防控知识，加深养殖场和居民对本疾病的危害

的了解和认识。做好群防群控，监督养殖场保持卫生，

告诉居民禁食没有熟透的肉制品，禁食生动物肉，只有

全社会共同努力，布病的传染才能被有效控制并彻底消

灭。在进行防疫宣传时，重点需要对从业人员的防疫观

念进行培养，纠正错误的养殖观念，提升疫病防范意

识，配合科学的养殖技术，消毒养殖环境区域，积极配

合相关部门做好牛羊的检疫，保证第一时间发现疫情，

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避免疫情扩散传播。在宣传疫病

期间，需要相关人员正确利用网络平台或传统媒体平

台。现代人在日常获取各种信息时常会用到各种新媒体

和社交软件，所以宣传防疫工作时也要对这些软件加强

利用，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养殖人员传统的工作观

念进行转变，提升人们的疫病重视程度。防疫站还可以

开通微信公众号，通过这一平台为养殖户介绍相关防疫

技术，养殖户和防疫站还可以通过这一平台展开沟通交

流，保证防疫效率更高。利用互联网思维拓展宣传途

径，保证疫病宣传覆盖面积更大。此外，还需要定期培

训养殖人员和管理人员，对防控知识和疫病预防技术做

好普及，保证宣传成效更好。

2.从业人员要搞好个人防护。养殖场工作人员因为平

时需要与牛羊进行密切接触，所以一定要高度重视自身

预防感染布病，在实施各项养殖操作期间一定要正确佩

戴口罩，穿防护服，勤洗手，从根源上切断传播途径。

一些高危人员一旦出现身体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就

医，排查布病，以免因为延时或误诊导致感染布病后加

重病情。

3.坚持自繁自养，加强引种监管。输入性牛羊中有

较高的概率携带布病菌，有较高风险，所以需要养殖

场养殖户对牛羊进行自繁自养。对健康群体进行大力培

育，重点培育其中的健康幼畜，新出生的犊牛羊需要及

时喂食初乳，连续喂食 10d，再改喂食灭菌乳。如为带病

牛羊产下的幼畜，需要在产后进行隔离，期间做好免疫

监测。对羔羊进行培育时，需要隔离 2个月内完成免疫

监测，如为犊牛，需要隔离半年内完成免疫监测，监测

结果呈阴性时，才能混入健康畜群中一起养殖。这种自

繁自养的形式对布病菌的防控效果十分显著。在生产期

间，如果必须引入外地牛羊，需要保证购买非疫区得到

牛羊，购回后先隔离，期间筛查布病菌，确认无感染后

再混养，养殖期间还要继续加强观察，定期检测和排查

所养动物是否感染了布病菌。各个地区的畜牧兽医主管

部门也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地毯式检查与监管所管辖的

区域内的动物养殖户和产品生产企业。

在进行监管时，需要对调运辖区外的牛羊行为做好

严格控制，严格避免外部疾病进入本地区，对本地区的

畜牧业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对于规模化养殖场，需

要兽医部门监督抽检牛羊布病情况，根据防治规范相关

要求对抽检的次数经确定。规模养殖场进行常规疫病监

测的时间在春、秋两个季节，一旦发现阳性病例，就需

要对病例所处群体开展群体监测，调整普检方案，每月

进行 1次监测，连续监测 3个月。当结果呈阴性后，才

能根据常规监测方法完成疾病预警。这样可以保证尽早

发现并妥善处置阳性病例，对病原传播进行有效控制，

保证疫病能被有效净化。此外，当发现流产牛羊时，需

要结合流行病学特点和症状进行预判，及时开展细菌学

和血清学等检查，科学研判疫病的流行趋势，在技术方

面为防控疫病提供支持。

4.制定防疫政策。国家出台了防疫动物疫病相关规

划《布鲁氏病防治计划 2016—2020》，其中针对布病首

次提出了对应的控制措施和净化目标等，在法律角度上

对疫病的防控流程进行规范化健全，统一了检验标准，

要求相关人员通过技术操作和监管体系大力落实防疫服

务。配合基层监管建立起长效机制，保证有效落实动物

卫生监督和疫病防控。相关部门也制定了完善的布病防

控防疫机制，密切衔接起了各个防疫流程，根据养殖行

业的生产需求，严格选择符合防疫要求的技术手段，大

力支持养殖户，保证动物健康生长，进而对养殖人员的

财产安全进行有效保护。科技的发展促进了技术发展，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防疫相关技术手段，所以在条件许可

的情况下，可以在养殖地区结合布病的特点制定宣传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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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立实验基地，落实新技术，高度推行防疫措施。

此外，政策上要对养殖行业和产品加工等明确安全监管

和卫生监督。农业农村部针对患病牲畜被强制扑杀后给

予养殖户一定的资金扶持，减少养殖户的经济损失，以

免出现私自屠宰或将患病牛羊进行偷售的情况。

5.规范饲管体系。对于大规模的养殖场来说，养殖模

式需要选择“封闭式”“全进全出”等，科学合理地控制

饲养弥补，禁止混养牛群和羊群，大小牲畜也不能共同

混养，健康的牲畜和患病的牲畜也不能混养，保证圈舍

有良好通风和散热性，动物的活动空间充足，及时清理

圈舍内部的污物和饲料残渣，并每天消毒，保证养殖环

境优良，动物的抵抗力强。合理搭配动物日粮，均衡搭

配粗精饲料和微量元素。夏季注意防暑降温。在管理规

模化养殖场期间，需要落实好养殖主体责任，保证积极

配合完成布病的免疫、消毒和检疫工作。此外，在防疫

要求下，需要控制养殖人员进出养殖场的次数，强制性

管理挤奶个人和饲养人员接受体检，确认其是否出现了

人畜共患病，一旦确认感染，需要立即隔离，禁止其参

与后续动物养殖。

6.定期开展免疫接种。养殖户应积极为牛羊接种疫

苗，因为疫苗接种是预防牛羊布鲁氏菌病最经济有效的

方法。推荐的疫苗是猪布鲁氏杆菌 2号苗，初始免疫期

为犊牛出生后 6个月，犊牛出生后 18个月再次接种，免

疫效果可持续 24个月。在非疫情高发地区，布鲁氏菌病

可分别在春季和秋季进行检测和净化，如为阳性，应及

时筛查，给予无害化处理，消毒病牛所在的牛舍。在疫

苗接种期间，养殖户自身也需要加大防护力度，避免出

现牛羊布鲁氏菌病感染人的情况。此外，还应检查疫苗

的外观，看其成分和说明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牛羊群接

种疫苗后，养殖户需要加强观察，看是否出现其他衍生

症状。免疫工作者需要严格规范规范疫苗接种，从根本

上避免牛羊布鲁氏菌病暴发，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

7.养殖场净化与无害化处理。提升畜场净化力度，

提升净化管理标准。如养殖场出现布病，需要连续 2年

进行覆盖检测，完成检疫后出具检测报告，确认检测结

果符合疫病防控标准。要求布病净化备齐近两年的详细

方案和记录。检出阳性布病牛羊后，所记录的无害化处

理数量和阳性数量要吻合，并要有 2a以内的动物调入记

录，确认有检疫合格证明。如为新引入的牛羊，需要配

阴性检测报告，45d隔离记录信息。养殖区配备防疫标

志，专用隔离带或绿化带，专用牛羊消毒设施等。经无

害化处理时，需要养殖场购置无害化处理专用设备处理

其中产生的污水和污物，与无害化处理厂签署协议，科

学处理病死牲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人畜共患病，牛羊布鲁氏菌病

对养殖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部分地区因为没

有做好检疫监管工作，监管力度不足，所以常会影响到

养殖户的利益。为此，需要养殖户在养殖期间重视防控

牛羊布病，严格遵守相关检疫防控工作，保证养殖业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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