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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布鲁氏菌病是由布鲁氏菌属细菌引起的多种动物的、急性或慢性的人畜共患传染病。肃南

县是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二类区,为分析县内局部地方畜间布病反弹的原因,县乡两级畜牧兽医部

门专题开展了畜间布鲁氏菌病疫源调查和流行病学分析,初步摸清了布鲁氏菌病反弹的主要原因,
为进一步开展好畜间布病防控工作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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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rucellosis
 

is
 

an
 

acute
 

or
 

chronic
 

zoonotic
 

infectious
 

disease
 

of
 

various
 

animals
 

caused
 

by
 

bacteria
 

of
 

the
 

genus
 

Brucella.
 

Sunan
 

County
 

is
 

a
 

Category
 

II
 

area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ucellosis
 

among
 

livestock.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rebound
 

of
 

brucellosis
 

among
 

livestock
 

in
 

some
 

parts
 

of
 

the
 

county,
 

the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de-

partments
 

at
 

the
 

county
 

and
 

township
 

levels
 

carried
 

out
 

a
 

special
 

investigation
 

and
 

epidem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source
 

of
 

bru-
cellosis

 

among
 

livestock.
 

This
 

initially
 

clarifie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rebound
 

of
 

brucellosis.
 

This
 

provides
 

practical
 

sugges-
tions

 

for
 

further
 

carrying
 

ou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ucellosis
 

among
 

live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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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鲁氏菌病是由布鲁氏菌属细菌引起的多种动

物的、急性或慢性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简称“布病”。
此病不仅会给畜牧业带来较大损失,也会严重危害

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是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

临的公共卫生问题。肃南县是畜间布病防控二类

区,为分析县内局部地方畜间布病反弹的原因,县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各乡镇畜牧兽医工作站专

题开展了畜间布鲁氏菌病疫源调查和流行病学分

析,初步摸清了县内畜间布病反弹的主要原因,现将

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1 肃南县畜间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

方法

  通过采集牛、羊等家畜血清样品,开展虎红平板

凝集试验和试管凝集试验,掌握畜间布病感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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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疫源调查,探寻牛羊养殖过程布病发生的原

因及风险因素,为牛羊布病的综合防控提供技术

支持。

2 肃南县畜间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调查抽

样检测情况

2.1 检测范围

抽样检测范围涉及全县7个乡镇57个村和2
个种羊场,即县赛美奴种畜繁育有限公司和县皇城

绵羊育种场。

2.2 检测对象

全面落实“五个”100%检测,即:供奶畜100%
检测;县域外调入的牛羊100%检测;近3年布病检

测净化检出阳性畜的同群畜100%检测;牧户饲养

的种公羊100%检测;人感染布病的养殖户饲养的

羊100%检测;县皇城绵羊育种场和县赛美奴种畜

繁育有限公司饲养的羊一年两次100%检测净化。

2.3 检测数量

全年共检测羊1065群共38191只;检测供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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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户284头匹,其中供奶奶牛75户195头;供奶骆

驼8户89匹。

2.4 检测结果

检出阳性羊355只,个体阳性率0.93
 

%,群体

阳性率5.16%;检出阳性奶牛1头,个体阳性率0.

51%,群体阳性率1.33%,供奶骆驼未检出阳性。

2.5 布病阳性羊分布区域

经对2020年全县的羊布病检测情况进行统计,
并与2019年的检测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具体情况

如下表1。
表1 

 

肃南县羊布病检测情况统计(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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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检测结果来看,全县抽检出的布病阳性

羊,主要分布在马蹄、皇城、康乐、大河、明花五乡镇;
其中,马蹄乡、康乐镇、大河乡和明花乡羊布鲁氏菌

病群体阳性数和个体阳性率较高;全县羊布鲁氏菌

病个体阳性率与2019年相比上升0.45%。

3 肃南县畜间布鲁氏菌病流行病学染疫畜

追踪调查情况

  根据实验室抽检结果和大量流行病学调查分

析,肃南县畜间布病疫源为外源性传入,其传入途径

主要有四个方面。

3.1 外出借牧传入

我县与张掖、酒泉、武威等15
 

个县(市)接壤,冬
季枯草季节,许多牧民在周边县区租赁茬地借牧,经
调查,2020年检出的布病阳性羊中的144只(5乡镇

34户)曾在外县市借牧,占阳性羊的40.5%。

3.2 交易传入

肃南县马蹄、康乐、大河等乡镇的养殖户,每年

从外省、市、县购入牲畜饲养,病羊及其产品流动引

起羊只互相感染,经调查,检出的布病阳性羊中的

75只(4乡镇8户)是养殖户从青海、酒泉等地购入

的羊只,占阳性羊的35.8%。

3.3 与本乡及周边乡镇羊混牧传入

本县大部分乡村配种草场是集体草场,每年配

种季节,上站配种的畜群集中在村集体草场放牧,病
羊排泄物污染草场既而感染其他健康羊只;另外,个
别牧户对畜群管理不严,与周边布病阳性畜群混牧

染疫。经调查,检出的布病阳性羊中的62只(2乡

镇5户)与周边畜群有混牧史,占阳性羊的17.5%。

3.4 引种传入

由于引种过程中未严格开展布鲁氏菌检疫检

测,引进病羊,使疫病不断传播扩散,经调查,检出的

布病阳性羊中的52只(1乡镇2户)与引进的种公

羊与母羊有关。

4 布鲁氏菌病流行原因分析

经对染疫畜追溯调查,综合分析肃南县畜间布

病感染、传播扩散的主要原因,认为有以下几个

方面:

4.1 跨区域无序调运造成病原传入

养殖户对购买地疫病流行情况缺乏详细的了

解,引入牛羊时只进行临床诊断,不做实验室检测,
甚至不经检疫就引入牲畜,由于布病临床症状不明

显,养殖户将疫区处于布病潜伏期或是阳性牲畜引

入引起疫病传播。这是造成布病阳性病例增加的主

要原因。

4.2 病畜排泄物污染草场引发疫病

本县养殖模式是以散养户为主,部分村户夏季

98畜牧兽医杂志    第43卷    第2期    2024年



草原实行划片联户承包使用,户挨户,群连群,疫情

传入后通过交配直接传染或通过排泄物污染环境、
饮水等间接传染,在羊群中逐年增多。

4.3 养殖从业人员防护意识淡薄

养殖户对布病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防护和消

毒意识不高,平时给羊助产和辅助哺乳时,防护和消

毒不到位,对羊只流产物未进行严格的消毒和无害

化处理,一旦引进病羊,很快在群内扩散。

4.4 放牧流动牲畜防疫与检疫未做到全覆盖

部分牧户一年四季在外借牧,牲畜流动频繁,检
测监管难度大,无法做到全覆盖检测,使疫情在本群

扩散蔓延。

4.5 由牲畜及畜产品的经营活动传入

有些养殖贩运经营者,通过各种途径、从各个地

方低价收购不同品种的牛羊,进行短期舍饲育肥,在
价格合适时出售,得到利润。这种经营方式已成为

布鲁氏菌病传播的重要因素。

5 肃南县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工作的建议

从全县畜间布病集中检测和大量流行病学调查

情况来看,羊布病在本县区域内整体呈上升趋势,尤
其是羊布病感染情况复杂,感染途径较多,存在进一

步内部扩散蔓延的隐患和风险。为此,要进一步加

大工作力度,认真落实监测、检疫、消毒、扑杀和无害

化处理等综合防治措施,迅速遏制疫情上升态势。

5.1 强化宣传培训

加强健康宣传教育培训,使农牧民养殖户了解

布病的危害,提高对布病的重视,加强自我保护;自
觉落实引入牲畜报检和隔离观察制度,形成索要检

疫票据和检测报告的自觉性;规范处置病死畜及流

产胎儿胎衣、规范开展养殖环节消毒灭源。

5.2 加强检疫监管

切实加强动物引进申报管理和检疫,强化动物

卫生监督职能,严格落实申报制度、报检制度和隔离

观察制度,严格查证验物,详细登记,逐户逐头只进

行观察了解,杜绝引进患病或染疫的动物及其产品,
严厉打击违法调运畜禽行为,避免盲目引进。

5.3 坚持主动监测

定期开展牛羊布病监测,适度增加数量和频次,
按养殖户饲养量5%~10%确定检测量;种羊场进

行1年2次100%持续检测净化;对奶牛养殖户进

行全覆盖检测;与卫生部门互通信息,通过人间新发

布病线索和牲畜流产可疑畜群,跟踪开展疫情排查、
疫源调查,整群检测、逐户净化;对布病阳性动物同

群畜、区域外调引进牛羊100%检测。检出的阳性

畜,依照《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采取强制扑

杀措施,进行无害化处理,消除病源,推进该病的控

制和净化。

5.4 转变饲养方式

积极创造条件,推行自繁自养、封闭饲养、全进

全出等现代养殖方式,从饲养管理、良种选育、营养

调控、安全用药等规范养殖行为,不盲目混群,降低

布病传入扩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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