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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的常见疫病及防控措施

李Ǔ兵Ǔ张Ǔ总
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富全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Ǔ四川Ǔ自贡Ǔ643063

摘Ȟ要：本文精彩概述了羊养殖中面临的病毒性、细菌性和寄生虫性疫病挑战，深入剖析了其发病症状、流行特征

及危害。文章犀利指出，饲养管理不善与生物安全漏洞是疫病频发的主要诱因。为破解这些难题，文章提出了一系列切

实可行的防控策略，如优化饲养、加固生物安全、实施监测预警及疫苗接种等，为羊养殖业的蓬勃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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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羊养殖业在农业经济

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羊的疫病问题一直是制约羊

养殖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羊的常见疫病不仅会影响羊

的健康和生产性能，还可能对人类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造成威胁。因此，深入了解羊的常见疫病种类、发病原

因及防控措施，对于提高羊养殖效益、保障公共卫生安

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羊的常见疫病种类

1.1  病毒性疫病
（1）口蹄疫是羊只中常见的一种高度传染性疫病。

病羊体温升高至40℃至41℃，口腔、蹄部等部位出现
水疱，水疱破裂后形成溃疡，导致羊只精神萎靡、食欲

减退、跛行明显。此疫病可通过直接接触、空气传播及

被污染的饲料、水源等途径迅速传播，不同年龄、品种

的羊均可感染。口蹄疫不仅导致羊只生产性能下降，如

产奶量减少、体重下降，严重时还可能引起羊只死亡，

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该病还可能传播给其他动

物和人类，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2）小反刍兽
疫是另一种严重影响羊只健康的疫病。病羊初期出现发

热、流涕、咳嗽等症状，随后口腔黏膜出现溃疡，腹泻

严重，部分羊还会出现肺炎症状，呼吸困难。该疫病主

要通过直接接触和呼吸道传播，传播速度较快，一旦发

病，可在羊群中迅速蔓延。小反刍兽疫可导致羊只死亡

率较高，尤其是幼龄羊，同时疫情的发生还会影响羊的

贸易流通，给羊养殖产业带来沉重打击。（3）羊痘是一
种由痘病毒引起的疫病。病羊的典型症状是在皮肤和黏

膜上出现丘疹、水疱和脓疱，体温升高，全身不适；痘

疹主要分布在羊的头部、腹部、四肢等部位；羊痘主要

通过接触传播，也可通过空气传播；在冬春季节，气候

寒冷、潮湿，羊群密集时容易发生疫情；羊痘会影响羊

的生长发育和皮毛质量，降低羊的市场价值，严重时甚

至导致羊只死亡。

1.2  细菌性疫病
（1）布鲁氏菌病是一种由布鲁氏菌引起的慢性传染

病。病羊主要表现为母羊流产、公羊睾丸炎，还可能出

现发热、关节疼痛、乏力等症状；该病主要通过接触感

染的动物、食用被污染的食物和水以及呼吸道传播，

布鲁氏菌病不仅会影响羊的繁殖性能，还可能传染给人

类，引起人的布鲁氏菌病，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2）羊传染性胸膜肺炎是一种由支原体引起的疫病。病
羊表现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胸部听诊可听到湿性

啰音；随着病情的发展，羊的食欲废绝，极度消瘦；该

病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在寒冷、潮湿的季节容易发生；

羊群密集、通风不良的环境下，疫情传播迅速；羊传染

性胸膜肺炎可导致羊的死亡率较高，严重影响羊的生长

和生产性能。

1.3  寄生虫性疫病
（1）羊消化道线虫病是羊只中常见的一种寄生虫

病。病羊表现为消瘦、贫血、腹泻等症状，严重时生长

发育受阻，甚至死亡；羊主要通过采食被线虫虫卵污染

的饲料和水而感染，土壤中的线虫幼虫也可经皮肤侵入

羊体；该病会影响羊的消化吸收功能，降低饲料利用率

和生产性能，长期感染还会导致羊的免疫力下降，容易

并发其他疾病。（2）羊肝片吸虫病是另一种常见的寄生
虫病。病羊初期表现为食欲不振、消瘦、贫血，随着病

情的发展，肝脏肿大，出现黄疸症状，严重时可能因肝

功能衰竭而死亡；该病主要通过采食被肝片吸虫囊蚴污

染的水草而感染，饮用被污染的水也可能导致感染；羊

肝片吸虫病会严重影响羊的肝脏功能，降低生产性能和

市场价值，给养殖户带来经济损失[1]。

2��羊常见疫病的发病原因

2.1  饲养管理因素
（1）饲料质量不佳。饲料中蛋白质、维生素、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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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等营养成分的缺乏，会直接影响羊的生长发育和免疫

系统功能；长期营养不均衡的羊只，身体虚弱，免疫力

降低，更容易感染各种疫病。劣质饲料中可能含有霉菌

毒素、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这些物质会损害羊的肝脏、

肾脏等重要器官，严重影响羊的健康；劣质饲料的适口

性差，导致羊的采食量减少，营养摄入不足，进一步

增加了疫病的发生风险。（2）养殖环境不良。养殖环
境不卫生，如羊舍内粪便堆积、污水横流，会滋生大量

细菌、病毒和寄生虫，为疫病的发生提供了温床；不卫

生的环境还会影响羊的心情和食欲，进一步降低其免疫

力。通风不良、温度湿度不适宜等环境因素也会影响羊

的健康，通风不良导致有害气体浓度升高，刺激羊的呼

吸道黏膜；温度和湿度的不适宜则会影响羊的生长发育

和免疫力，从而增加疫病感染的风险。（3）养殖密度过
大。养殖密度过大，羊的活动空间受限，容易产生应激

反应，降低免疫力；拥挤的环境还会增加羊之间的接触

机会，加速疫病的传播。养殖密度过大还会导致羊舍内

空气流通不畅，有害气体和病原体容易积累；羊的排泄

物增多，环境污染程度增加，为疫病的传播提供了有利

条件。

2.2  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
（1）引种不规范。在引种过程中，如果不进行严格

的检疫，可能会引入携带疫病的羊只，从而导致疫病在

本地羊群中传播。从疫情地区引种、不了解引种羊只的

健康状况等不良行为，都可能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济

损失。（2）人员和车辆流动管控不严。养殖人员如果不
进行严格的消毒，可能会携带病原体进入羊舍或在不同

羊只之间传播疫病。运输羊只的车辆如果消毒不彻底，

也可能成为疫病传播的途径。

3��羊常见疫病的防控措施

3.1  加强饲养管理
（1）科学配制饲料是确保羊只营养均衡、增强免疫

力的基础。饲料中必须包含足够的蛋白质、能量、维生

素和矿物质，以满足羊在不同生长阶段和生理状态下的

需求；优质的饲料原料，如玉米、豆粕、麦麸等，应

合理搭配使用，同时可添加益生菌、酶制剂等饲料添加

剂，提高饲料的利用率，进一步促进羊的健康成长。针

对不同生长阶段，饲料配方也需灵活调整；羔羊期需高

蛋白、高能量饲料以促生长，育肥期则侧重高能量饲料

以提高增重速度，而妊娠期和哺乳期的母羊则需富含蛋

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饲料，以满足胎儿及羔羊的生

长需求。（2）改善养殖环境对于减少疫病发生、保持羊
只健康至关重要。羊舍应保持清洁卫生，定期清理粪便

和污水，地面、墙壁、天花板等需定期消毒，以杀灭细

菌、病毒和寄生虫。良好的通风是保持羊舍空气新鲜、

降低有害气体浓度的关键；根据季节和气候条件，调整

羊舍的通风、温度和湿度，夏季加强通风降温，冬季注

意保暖防寒，湿度过高时需采取除湿措施，防止霉菌和

细菌滋生。（3）合理控制养殖密度是减少疫病传播风
险、保障羊只健康的重要措施。养殖密度应根据羊的品

种、年龄、体重等因素综合确定，一般成年羊每平方米

1.5至2只，羔羊每平方米0.5至1只；需考虑羊舍面积、
通风条件、饲养管理水平等因素。随着羊只数量增加或

生长发育需要，应及时调整养殖密度，通过扩大羊舍面

积、分群饲养等方式，确保每只羊都有足够的活动空

间；调整养殖密度的时机应选在羊的生长发育阶段或季

节变化时，以减少对羊只生长和健康的不良影响[2]。

3.2  强化生物安全措施
（1）在规范引种程序方面，严格的检疫检验流程至

关重要。引种前，必须深入了解引种地区的疫病状况，

确保从无疫病地区引进羊只；引种时，应要求对方提供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对羊只进行全面的检疫检验，

特别关注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等疫病的检

测；仅当羊只通过所有检疫检验后，方可引入本地养殖

场。引入的羊只还需进行为期30天的隔离观察，期间需
密切观察其健康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立即进行诊断和

治疗；隔离观察期满且经兽医检查合格的羊只，才能与

本地羊群混合饲养。（2）加强人员和车辆管理是防止疫
病传播的另一道防线。养殖人员需定期接受培训，提升

疫病防控意识和操作技能；进入羊舍前，必须更换工作

服、鞋，并进行严格消毒；养殖人员应注重个人卫生，

勤洗手、勤消毒，接触病羊后更需及时消毒，防止病原

体扩散。对于运输羊只的车辆，进入养殖场前也需进行

严格的消毒处理，消毒药物可选择氢氧化钠、过氧乙酸

等，确保车辆各个部位均得到彻底消毒；消毒后应等待

一段时间，让消毒药物充分发挥作用，再进入养殖场。

（3）妥善处理废弃物同样是生物安全措施的重要组成
部分。羊的粪便等废弃物应进行无害化处理，如堆肥发

酵或沼气池处理；堆肥发酵通过混合粪便与有机物进行

发酵，产生的高温可有效杀死病原体和寄生虫虫卵。沼

气池处理则能将粪便转化为沼气和肥料，实现资源再利

用；为防止废弃物传播疫病，养殖户应集中处理废弃

物，避免随意堆放，并定期对废弃物处理场所进行消

毒，杀灭病原体；处理废弃物时，还需注意个人防护，

避免直接接触。

3.3  做好疫病监测与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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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健全疫病监测体系至关重要。监测内容应
涵盖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羊传染性胸膜

肺炎等主要疫病，监测指标则需关注体温、食欲、精神

状态、粪便等多个方面；通过定期对羊群进行疫病监

测，可以及时发现潜在的疫病风险。监测频率需根据羊

群规模和疫病流行情况灵活调整，大规模养殖场建议每

月监测一次，小规模养殖场则每季度监测一次；监测方

法上，可选择血清学检测、病原学检测等手段，以确保

监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2）及时进行疫情预警是
防止疫病扩散的关键。应建立疫情预警机制，通过监测

数据的分析和比对，确定预警指标，如疫病的发病率、

死亡率、传播速度等。一旦发现疫病隐患，立即启动预

警机制，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迅速发

布预警信号，确保养殖户能够及时收到预警信息。养殖

户在收到预警信号后，应立即采取加强饲养管理、做好

消毒工作、隔离治疗病羊等防控措施，并及时向当地兽

医部门报告疫情，配合进行疫情调查和处理。这样，通

过有效的监测和预警，可以大大降低疫病的发生和传播

风险，保障羊群的健康和安全[3]。

3.4  疫苗接种与药物防治
（1）在疫苗选择方面，必须根据羊的常见疫病种类

来选取相应的疫苗。例如，针对口蹄疫，可以选择口蹄

疫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对于小反刍兽疫，小反刍兽
疫活疫苗是合适的选择；布鲁氏菌病则可以选择布鲁氏

菌病活疫苗或灭活疫苗；而羊传染性胸膜肺炎则推荐使

用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灭活疫苗。在选择疫苗时，除了考

虑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外，还需要根据羊的

年龄、体重、健康状况等因素来确定合适的疫苗剂量和

接种方法；务必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疫苗，以确保疫苗

的质量和效果。（2）制定科学的疫苗接种计划同样至关
重要。应根据不同疫病的流行特点和疫苗的免疫期来安

排接种时间和程序；通常，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疫病

的疫苗应在春季和秋季进行接种；布鲁氏菌病疫苗则应

在配种前接种；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则更适合在冬季

接种。在接种疫苗时，必须严格按照疫苗的使用说明书

进行操作，以确保接种效果；接种后，还需密切观察羊

的健康状况，如有异常，应及时诊断和治疗。疫苗的保

存和运输也需特别注意，避免疫苗失效；在疫苗接种后

的一段时间内，应避免给羊使用抗生素等药物，以免影

响疫苗的免疫效果。（3）在药物防治方面，需要了解
常用药物的种类和作用。在疫病发生时，可以选择抗生

素、抗病毒药物、驱虫药物等进行治疗；抗生素主要用

于治疗细菌性疫病，如布鲁氏菌病、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等；抗病毒药物则用于治疗病毒性疫病，如口蹄疫、小

反刍兽疫等；驱虫药物则用于治疗寄生虫性疫病。在使

用药物时，必须严格按照药物的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避免药物滥用和误用；还需注意药物的配伍禁忌和不良

反应，确保药物的治疗效果，并关注药物的残留问题，

以保障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

结语

总的来说，羊的常见疫病防控工作任重而道远。通

过加强饲养管理、强化生物安全措施、做好疫病监测与

预警以及实施疫苗接种与药物防治等综合措施，我们可

以有效降低疫病的发生风险，保障羊群的健康与生产性

能。未来，我们还需持续探索和优化疫病防控策略，为

羊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助力农业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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