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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鲁氏杆菌病是人畜共患传染病,它不仅危害畜牧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

危害人类健康。本文对羊布鲁氏菌的检测,利用平板凝集试验初诊,试管凝集试验确诊,采集

16167份羊血清,1229份呈阳性,阳性率高达7.6%。提出综合性防制措施,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
保障人的身体健康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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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ucellosis
 

is
 

a
 

zoonotic
 

infectious
 

disease,
 

which
 

not
 

only
 

endangers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and
 

causes
 

huge
 

economic
 

losses,
 

but
 

also
 

seriously
 

endangers
 

human
 

health.
 

In
 

this
 

paper,
 

the
 

detection
 

of
 

Brucella
 

sheep
 

was
 

first
 

diag-
nosed

 

by
 

plate
 

agglutination
 

test
 

and
 

confirmed
 

by
 

test
 

tube
 

agglutination
 

test.
 

We
 

collected
 

16167
 

sheep
 

sera,
 

1229
 

were
 

posi-
tive,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as
 

high
 

as
 

7.6%.
 

This
 

paper
 

proposes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to
 

pro-
vide

 

help
 

for
 

maintaining
 

public
 

health
 

safety
 

and
 

ensuring
 

people'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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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氏菌病(称布氏杆菌病,简称布病)是由布

鲁氏菌属细菌引起的人兽共患的传染病。本病的易

感动物范围广,且由牛、羊、猪可传染给人和其他家

畜,我国将布鲁氏菌病列为二类动物疫病。
本病一年四季都可发生,以春末夏初最易暴发,

最显著症状是怀孕母畜发生流产,流产后可能发生

胎衣滞留和子宫内膜炎。新发病的畜群流产较多;
老疫区畜群发生流产的较少,但发生子宫内膜炎、乳
房炎、关节炎、胎衣滞留、久配不孕的较多。公畜往

往发生睾丸炎、附睾炎或关节炎。

1 操作方法及结果判定

羊布氏杆菌病检疫操作按照农业部颁布的《家
畜布氏杆菌病平板凝集反应技术操作规程》和《布氏

杆菌病试管凝集试验技术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平

板凝集反应试验和试管凝集反应检验分别所需抗

原,对照所需阴、阳血清,稀释液均由国家兽医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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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厂生产提供,分别按说明书使用。受检羊只血

清,用常规采血方法采集后分离血清供检验。

1.1 操作方法
 

1.1.1 血清分离 采血时羊只要逐羊编号登记;试

管须清洁,塞以棉花或纱布塞,采血针头畅通,经干

热消毒;羊在颈静脉部位剪毛消毒采血;采血完毕立

即于试管上粘贴标签注明试管编号和羊号,迅速将

试管斜置,使血清析出,冬季防冻免溶血,夏季防腐

可加防腐剂。

1.1.2 平板凝集反应试验 取洁净的玻璃板在其

上用玻璃笔划成4
 

cm2 方格7个,按实表1进行

操作。

1.1.3 试管凝集反应试验 (1)取洁净的小试管7
支,置于试管架上,标明血清号及试管号,按表2进

行加样。(2)全部试管于充分震荡后置于37℃恒温

箱中22~24
 

h,然后检查并记录结果。(3)记录结

果:100%的抗原凝集于试管底部,液体完全透明,以
“++++”表示;75%的抗原凝集于试管底部,液体

稍混浊,以“+++”表示;50%的抗原凝集于试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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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液体呈半透明,以“++”表示;25%的抗原凝集

于试管底部,液体混浊,以“+”表示;无抗原凝集于

试管底部,液体不透明,以“-”表示。
 

表1 布氏杆菌病平板凝集试验加样表
                       

mL

玻璃板方格号 1 2 3 4 5 6 7

被检血清稀释倍数 1∶25 1∶50 1∶100 1∶200 抗原对照 阳性对照 阴性对照

被检血清 0.08 0.04 0.02 0.01
生理盐水

0.03

阳性血清1∶25

0.03

阴性血清1∶25

0.03

布氏杆菌平板凝集抗原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0.03
                 

表2 布氏杆菌试管凝集试验加样表
                       

mL 

  根据各管中上层液体的清亮度记录凝集反应的

强度(凝集价:能使50%及50%以上抗原发生凝集

的被检血清的最高稀释倍数,即为该份血清的凝集

价),需用比浊管对照判定,特别是50%清亮度(即
“++”的凝集)对判定结果关系很大。以上凝集现

象的最高血清稀释度为血清的凝集价。平板凝集试

验结果记录主要依据凝集块的大小与混悬液的清亮

度而定。

1.2 结果判定

1.2.1 平 板 凝 集 试 验 结 果 判 定 山羊、绵羊于

0.04
 

mL的血清量出现两个加号以上凝集现象时,
被检血清判定为阳性反应;0.08

 

mL血清量出现两

个加号以上凝集现象时,被检血清判定为可疑。

1.2.2 试管凝集试验结果判定 
 

(1)山羊、绵羊于

1∶50稀释度出现两个加号以上的凝集现象时,被
检血清判定为阳性。(2)1∶25稀释度出现两个加

号以上凝集现象时,被检血清判定为可疑反应。(3)
可疑羊只经3-4周重新采血检验,重检时仍为可

疑,判定为阳性。

2 检测结果

2022年,对全县采集的16167份羊血清进行化

验室平板凝集反应试验筛选,再行试管检验确诊,检
出阳性1

 

229份,阳性率达7.6%。

3 人布鲁氏菌感染调查

2016年至2022年10月期间,瓜州县共发生布

病224例,其中2016年发生人感染布病20例,2016
年10例,2017年7例,2018年1例,2019年10例,

2020年63例,2021年到2022年113例,最初发病

呈仅涉及锁阳城镇,现已扩散至布隆吉、河东、梁湖、
南岔、西湖等乡镇。

4 综合防制措施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血清学检验,羊只布鲁氏

菌病的传播已对养羊业生产和人民身体健康造成严

重威胁。依据《布鲁氏菌病防治技术规范》,在实施

隔离扑杀净化的同时,还应坚持做到:

4.1 坚持自繁自养和加强饲养管理
  

坚持自繁自养是预防疫病发生、传播的有效措

施,可防止输入性疫病的侵袭,应着力推广舍饲养殖

或在相对固定草场放牧,避免多畜种圈养和多农户

搭配组群,混杂穿插游走放牧养殖方式。同时要推

广科学养殖,加强饲养管理,提升羊只福利,增强抗

御疫病能力。母羊产羔后的胎衣等附物及时无害化

处理,定期对畜舍内外环境、空气、养殖设施以及家

畜全身体表等方面开展预防消毒,净化养殖环境,布
鲁氏菌对常用的消毒药比较敏感,普通的消毒药如

1%~3%的石炭酸溶液3
 

min就可杀死布鲁氏菌,

2%的福尔马林溶液15
 

min可将其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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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展溯源监测和提高免疫覆盖率
  

发生布病的地区,实行检测扑杀和免疫相结合

的防治措施,定期实施全方位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发

生临床症状时疫源追踪,对频繁发生羊只流产的乡

镇、村组应重点进行流调普查检测,逐羊采血,分离

血清,化验室平板凝集试验筛选和试管检验确诊,按
要求填写检测报告,并将检验情况及时上报,对确诊

染疫羊只立即隔离,由政府组织扑杀,做到无害化处

理,不断优化组件健康群体。全面实施免疫,建立防

疫屏障,布病疫苗选择猪2号苗、羊5号苗、牛19号

苗,以及经农业部批准生产的其他疫苗。应注意的

是,对孕畜免疫接种可引起流产,因此疫苗接种应在

配种前进行。

4.3 规范引种程序和加强调引检疫
  

畜种调引种畜是养殖业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
异地调种时坚持严格规范的检疫程序。引种前在种

源产地进行疫情调查,全面掌握当地疫病情况,对规

定必检疫病在进行临床检疫的基础上必须实施实验

室检验,检验结果合格方可调引,落实运输前隔离观

察和运回输入地隔离观察制度,确保调种安全。

4.4 落实动物防疫经费保障
  

动物疫病防制是关系经济发展,社会文明进步,
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的公益性事业,
按照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惯例和政府负责的基本要

求,各级政府要把动物疫病防治专项经费列入财政

预算,用于染疫畜扑杀补偿和相关清净措施的全面

落实,使“早、快、严、小”疫病防控要求全面到位。

4.5 务实、严谨、科学、规范开展流调及检疫监测

工作

  羊布鲁氏菌病流调普查和防治涉及面广、工作

量大,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集检样、实验室平板凝

集试验筛选和试管检验确诊都需做大量工作,检疫

检验操作要科学规范,检验结果判定要准确,兽医检

疫技术人员及参与防治工作的相关人员要发扬吃苦

耐劳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确保防治工作的各个

环节措施全面到位,取得应有清净效果。

4.6 规范疫情防控措施流程
 

发现疑似布鲁氏菌病动物应限制疑似患病动物

移动,并对患病动物立即实施隔离。经当地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机构确诊后,对患病动物和检出的阳性动物

要全部按照疫情防控规范扑杀并做无害化处理,对受

威胁的畜群(病畜的同群畜)实施隔离检疫,经两次布

病检疫呈阴性反应的家畜,以及疫点周围受威胁的畜

群,一律进行疫苗免疫接种。对患病动物及其流产胎

儿、胎衣、排泄物、乳、乳制品等按照国家标准《畜禽病

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进行无害化处理,
遏制布鲁氏菌病跨区域、跨种群传播。

5 结论

针对近几年,布鲁氏菌病在瓜州县有蔓延之势,
加之羊只布鲁氏菌病感染率高,认真做好布鲁氏菌

病的普查、监测工作,是当务之急,通过综合性防制

措施,使人类远离布鲁氏菌病的侵袭,维护公共卫生

安全,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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