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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常见呼吸道病的症状鉴别与防控

黄长明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呼吸管病在实际养鸡环境中比较普遍，病害种类较多，感染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各种日龄鸡都有机会传

染，蛛网膜下腔出血在各种饲养环境下也存在一些变异，最高达到百分之七十，给养殖户造成重大损失。所以，有必

要对家禽常见呼吸管病的识别和预防做出研究，这对提高家禽疾病防治能力和品质有着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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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鸡呼吸管病是由各种致病原感染所致的病症的统

称，这种病症会严重损伤鸡群的呼吸系统，并造成呼吸

系统疾病黏膜损害，并继发感染各种传播性病症，严重

时可导致较高死亡率。鸡唿类吸管疾病也是养殖场的最

常见和高疾病，具有传播速度快，危害性严重的特点，

因此必须引起养殖户的高度重视，并及早采取措施加以

防治。

1 明确流行病学

鸡常见呼吸道病主要的传染源为带菌鸡和患病鸡，

一般是通过呼吸道中原有病原体经由喷嚏、咳嗽等排出

到大气环境中，并污染鸡养殖相关用具、饮水以及饲

料，从而导致健康鸡群通过消化道和呼吸道途径而感染

病原体[1]。通常来讲，1～2月龄的雏鸡因较成年鸡整体
免疫水平更低，抵抗力相对薄弱的患病率较高。肉鸡的

呼吸管病在其他时期也具有相当的患病率，特别是气候

变化大、早晚温差很大的时候患病率更大。如肉鸡舍气

温太低、湿度太高或通风不及时，很易出现消化道致病

菌。另外，由于鸡群的养殖密度过高或在养鸡笼内贮蓄

的大量有害废气，也易造成一些呼吸管传染病的爆发。

如在某些较大型的养鸡场，其所养殖的幼崽就非常容易

形成大受欢迎传染病源，而成年鸡往往表现为大量散

发。在鸡群的日常防疫管理中出现了操作不规范情况，

又或者操作技术错误，都很容易导致部分呼吸道传染

病。而部分呼吸道传染病还可能伴发传染性支气管炎、

大肠杆菌等各种病毒。

2 鸡常见的呼吸道疾病防治原则

鸡的呼吸病类型也比较多，比如呼吸型传染性支气

管炎，鸡传染性鼻炎、慢性肺部疾病等。由于以上这些

疾病在养鸡环境中都较为常见，同时感染的诱因也较为

明显，所以在防治过程中，必须贯彻"预防为主，治疗为
辅"的方针。除了在平时应做好鸡笼卫生保洁工作外，给

小鸡提供一个好的生活条件之外，还应做好疾病预防接

种工作，以提高小鸡的免疫能力。应加强鸡场的日常管

理，尤其是在夏、冬等气候变化较为显著的季节，更应

做好防暑降温、御寒保温方面的管理工作[2]。如果出现

病变，必须迅速检查其感染原因并将其消灭，并可以适

当实施药物投食，才能有效防止病变感染范围扩大。如

果呼吸道病变仅见部分鸡，即可对其分离实施针对性处

理，如果感染病变的鸡过多，即可实施大群投药，实施

群防群控，可以达到病变情况的监控和处理。

3 常见鸡呼吸道病的类型及诊治

3.1   慢性呼吸道疾病
3.1.1  慢性呼吸道疾病概述
肉鸡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病原是支原体，主要危害于

家鸡和火鸡，所有年龄和品种的肉鸡都有机会被该支原

体所感染，其中又以一至二个月大的小鸡比较易感。主

要传染源为病死肉鸡和带毒肉鸡，主要的传播途径是通

过飞沫、粉尘等经呼吸道进入传染。肉鸡的慢性呼吸管

病在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其中在严寒的冬天尤其易感。

由于慢性呼吸作用管病的传播速率很缓慢，而且病程又

较长，因此通常都较难完全根除。这类呼吸管病也带有

高传染性雏鸡的特征，小鸡在被传染后的症状主要为食

欲不振，咳嗽流鼻涕并伴有喘啁啾音，严重影响了小鸡

的正常生长发育[3]。蛋鸡在被传染后的呼吸作用表现得并

非特别突出，但随着产蛋量的开始减少，虽然此病还可

以通过种鸡传染，但死亡率并不高，且发病后呈缓慢扩

散，并对蛋鸡的生产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3.1.2  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防控
通过解剖病死鸡、从检查症状和根据病史等对鸡的

慢性呼吸道病变进行了诊断。在室内应用染色内窥镜检

查，或全血平板凝集反应法进行了检测，通过利用染色

内窥镜的检测结果认识到细菌并不能够被革兰氏染色而

能够被姬姆萨染色，从而确诊为慢性呼吸道疾病。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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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平板凝集反应严重，病鸡血原呈阳性反应，则可以确

诊为慢性呼吸管疾病。该病的防治措施，一般可选择将

红霉素、恩诺沙星、链霉素等投放于饮水中，并可持续

使用至3~4d，对有些病症较重的病鸡可选择卡那霉素等
加以接种预防，病蛋鸡也可注射疫苗加以防治。另外，

还必须保证定时地对鸡舍进行灭菌，以保证周围环境的卫

生和饮水、饲养的清洁与安全，从而避免了病菌的产生。

3.2  传染性支气管炎
3.2.1  传染性支气管炎概述
饲养肉鸡的呼吸系统病变类型较多，但由于感染性

支气管病毒所致的呼吸道病变则是较为普遍的呼吸道病

变。体型不同、品种不同的肉鸡均可以引起感染性支气

管炎，雏肉鸡由于本身抵抗力低下，感染性支气管炎出

现频率则是更高[4]。在季节交替时期，温度相对低下的冬

天，居室温度骤然降低，房间通气性能很不好，饲料营

养也不够丰富等，都可能造成鸡发生传染性支气管炎。

3.2.2  传染性支气管炎的防控
肉鸡在出生一周期内，养殖户通常都会对其滴加弱

毒性滴眼(鼻)液，通过滴眼(鼻)水可以减少鸡患传染性支
气管炎的可能性。经过以往的临床试验已经证明，当肉

鸡如果出现了感染性支气管炎时，用适当的中药如清肺

止咳散等与适当的抗生素搭配，再投入鸡饲料中来，能

够让肉鸡出现感染性支气管炎的风险可以下降很多，而

且还可以有效预防了病毒的扩散。

3.3  大肠杆菌呼吸道疾病
3.3.1  大肠杆菌呼吸道疾病概述
鸡大肠杆菌病的主要病原菌是一种革兰氏阴性的中等

微生物，该细菌无法产生芽孢，极容易入侵抗性较差的肉

鸡群，因此多出现于低温季节，伴随着其他类型的疾病发

生。该病的传染途径众多，可经由呼吸道、消化系统、肛

门以及皮下伤口等处传染肉鸡。主要的传播媒介为饲料、

饮水、粪便和空气等，传染性也比较高，给肉鸡群带来了

很大的危害。而大肠杆菌感染者则往往伴有黄鸡新城疫、

禽流感、传染性支气管炎以及其他危险因子，在协同作用

下进入了肉鸡气囊，并由此产生了致病力极强的呼吸管疾

病综合征。其最主要的临床表现为雏鸡食欲紊乱，精神衰

弱，羽毛生长立逆，并伴有咳嗽、嗳气、拉稀等现象，其

死亡率也较高，因此主要利用原种鸡的遗传因素，还可以

使蛋鸡中产生白皮、软壳鸡。

3.3.2  大肠杆菌呼吸道疾病的防控
鸡大肠杆菌所致的黄呼吸管病的治疗方法可以通过

在实验室进行细菌学检验，对死鸡进行解刨，并对病发

部位进行分析。大肠杆菌疾病的主要预防方法是对周

围环境做好了有效的灭菌，该病的细菌对周围环境的抵

抗力一般较差，但只要进行了灭菌措施，就可以有效防

止。此外患者还可以使用磺胺类药品，并且选用对大肠

杆菌比较敏感的药品进行处理，并给蛋鸡和母鸡注射疫

苗加以预防[1]。

3.4  传染性喉气管炎
3.4.1  传染性喉气管炎概述
呼吸系统感染同样也是传染性喉气管炎。虽然各种

年龄的公鸡都有一定的概率发生传染性喉气管炎，但是

成年公鸡发生传染性喉气管炎的可能性比较大。在通常

情况下，传染性喉气管炎都是由疱疹病毒所引起，一只

公鸡必须在发生了传染性喉气管炎以后，才能再次进行

传播。禽类一旦发生了感染性喉气管炎就会长时间在地

上，并把口打开，颈部延长，产生了呼吸困难情况。部

分家禽产生了流泪，以及分泌物过多、吐血块的现象。

但是传染性喉气管炎则会导致小鸡器官上发生的肿大、

出血等，导致鸡的呼吸道显得比较狭小，非常容易阻

塞，从而导致小鸡呼吸困难，最后慢慢的死去。

3.4.2  传染性喉气管炎的防控
目前，在中国尚缺乏针对性的方法来诊断鸡传染性

喉气管炎。家禽如果出现了传染性喉气管炎，养殖户就

必须及时做好的防控措施。首先是通过注射鸡传染性喉

气管炎弱毒疫苗，使其它已经被传染的肉鸡都不会再被

感染，从而减少了养殖户的经济损失，也同时降低了传

染病喉气管炎的传播和感染几率[2]。另外，在注射疫苗之

后，养殖户也可以在鸡饲料中添加一些带有清热解毒作

用的中成药，这样就能够有效控制傳染型喉气管炎的传

染性，进而起到了良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3.5  传染性法氏囊炎
3.5.1  传染性法氏囊炎概述
肉鸡传染性法氏囊炎是危害养鸡产品品质的主要病

害之一，是急性的接触性感染，病毒为双股RNA病毒
科，主要发生于肉鸡的法氏囊和脾质内。这种病毒对外

来要求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并且可以在禽舍存活数月，

不同阶段的家禽均有机会将病毒传染，以小鸡苗和大幼

鸡的感染率较多。本病的流行时间并无明确的季节性，

且发病比例也很高，最主要的传染源为带毒肉鸡和病

鸡。孵化期为2~3d，在病毒产生后的3~4d内即开始致
死。其临床表现主要为精神衰弱、呼吸困难、食欲下降

以及喝水增多等，最严重时的病鸡发生昏睡状态，但传

染后蔓延较迅速，一般的发病期约在6~7d，死亡高峰期
约在5~6d之间，若病鸡在感染后熬过了七d，即开始恢复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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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传染性法氏囊炎的防控
对病(死)鸡进行实验室解剖发现，其法氏囊肿大、

出血、化脓，即可判断为传染性法氏囊炎[3]。本病主要

以预防为主，通过免疫注射方式，使鸡群得到特异性抵

抗力，也是对传染性法氏囊炎的最主要的防治方法。另

外，还要搞好鸡场环境卫生，进行消毒，定时对鸡群进

行检查，对病鸡进行隔离，保证鸡群处于良好的繁殖环

境。防治主要是在感染初期采用高免蛋黄进行急救性注

射，能有效防止疾病扩散。

3.6  传染性鼻炎
3.6.1  传染性鼻炎概述
一般情况下，春天和秋季出现感染性鼻炎的可能性

大，产蛋鸡感染的风险也相应较大。感染性鼻炎的主要

原因在于蛋鸡舍内环境比较混浊、内部蛋鸡密度大以及

饲料中含营养物质相对较低。该病的主要传染方式是可

以利用飞沫和粉尘通过呼吸道传播，也可以利用污染的

饲料或者饮食通过消化道传染。而传染性鼻炎传播速度

一般较快，是由于死鸡在感染之后会产生许多分泌物，

里面含有大量病毒元素，由同群肉鸡通过呼吸道、消化

系统被动传染并很快传播。通产状态下，传染性鼻炎高

发期，不会发生大规模的鸡死事件。但疫情得到遏制之

后，又有许多其它病菌产生，造成大批家禽只因并发流

感而死去[4]。

3.6.2  传染性鼻炎的防控
养殖户可对110~130出生日龄的肉鸡，进行传染性鼻

炎油佐剂灭活疫苗。注射疫苗后，在180d之内，肉鸡基
本没有感染传染性鼻炎。另外，肉鸡如果感染了传染性

鼻炎，在食欲基本正常状况下通过遴选由2~3种磺胺类
制剂组成联磺制剂的饲料给药方式，可达到比较明显疗

效。如果鸡群发生食欲不振，通过肌肉内注射青霉素、

链霉素等抗生素药物，就可以有效治愈感染性鼻炎。在

出现此病后，养殖户要及时地对鸡舍进行清理，通过改

变家鸡的饲养环境，就可以有效减少感染性鼻炎的传播

速度。

3.7  新城疫
3.7.1  新城疫概述
鸡新城疫是急性感染，鸡在感染后常因败血而死，

故称为严重败血症。一年四季都会出现，但冬、春二季

最易传播，民间通称"鸡瘟"。所有公鸡和不同龄的公鸡均

可传染，幼鸡和中公鸡容易传染，二年以上的老公鸡易

感度最低。该病的主要传染源为病鸡和带毒家禽群，通

过分泌物、粪便和被污染的饲料、水源，以及非易感的

野禽、外寄生虫、人畜等也能传染疾患者。传染途径主

要为消化道和呼吸道，也可经破损的皮肤、黏膜等进入

人体。而对于在非免疫区或免疫力较差的肉鸡群，如果

有快速发型鸡新城疫毒株的侵染，可快速传染，成毁灭

性传播，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达到90%以上。在大中型养
鸡场，对鸡群具有一定抵抗力的状况下，肉鸡新城疫大

多是以非典型的形态存在，因此应当引起注意。病鸡普

遍为持续性高温，平均体温43~44℃，精神萎靡不振，鸡
冠和肉髯色深发紫，排出绿色大便，角弓反张、呼吸困

难，经常永不休止的"咯咯"叫，但在口腔和鼻音中有丰富
的粘液排出[1]。

3.7.2  新城疫的防控
家禽的新城疫防治工作主要在饲料管理、消毒、免

疫和监测等方面把控制好，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根据免

疫要求注射新城疫疫苗。规模养殖鸡场在生长中如果

出现或发生疫病时，对鸡只进行就地扑杀并开掘深埋处

理或烧毁，污染物无害化处置，对生产机械、工具等进

行严格消毒。同时进行鸡场封锁隔离工作，非本鸡场人

员禁止进鸡笼，本鸡场人员出门前也要进行消毒保护工

作，对整个鸡场用2%~3%的氢氧化钠水溶液加强灭菌。
结语

综上所述，肉鸡中常见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主要由

于管理方面诸如通风条件不好、气温变动剧烈、环境卫

生条件较差等主观因素所致，在肉鸡饲养生产活动中，

应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及时进行疫苗注射，严把投入品

质量关，确保肉鸡呼吸道传染性疫病得以合理的有效防

治和管理，从而确保了肉鸡生产的平稳、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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