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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疫病的特点及综合防控措施研究

慕海飞
陕西省吴堡县畜牧产业服务中心 陕西 榆林 718200

摘� 要：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畜牧动物之一，为人类提供各种肉类、奶类和羊毛制品。而羊群的健康状况直接影

响着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开展羊疫病防控研究，对推动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羊疫病的种类很多，

主要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及真菌等，该病不仅造成羊只死亡，而且严重影响羊的生长与繁殖，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近年来，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及养殖环境多样化，羊疫病的传播与流行趋势不断变化，对防控工作提出了新

的挑战。

关键词：羊疫病；特点；综合防控；措施

目前，对羊疫病的控制主要有疫苗、药物治疗和环

境管理等。但是单一的防控手段往往很难奏效，综合防

治是必然的选择。综合防控不仅要求制定科学的疫苗接

种方案，而且要从饲养环境、饲料营养、羊群管理等多

方面进行综合防治，才能全面提升羊的整体抵抗力[1]。同

时分子生物学、大数据分析等现代技术手段，也为羊疫

病的早期诊断与精准防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1 羊疫病的特点

1.1  多样性
羊疫病的种类很多，包括病毒、细菌、真菌、寄生

虫等，这些病原的感染机理、病理特点及临床表现各不

相同。如小反刍兽疫病毒（PPRV）可引起以高热、口腔
及消化道溃疡及呼吸道症状为特征的急性致死性疾病，

而传染性脓疱性皮炎则以皮肤病变为主[2]。此外肠道线

虫、肺线虫等寄生虫也会引起羊的消化不良，体重下

降，呼吸困难。羊疫病种类的多样性不仅给诊断带来困

难，也给防控策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每种病原都有其

独特的传播方式、潜伏期及易感者群体，所以要通过疫

苗接种、药物治疗以及生物安全措施的综合运用，才能

达到有效防控的目的。

1.2  传播迅速
羊疫病通常传播速度很快，一旦暴发，往往能迅速

向全群羊甚至附近的农场传播。传播途径有多种，包括

直接接触，空气传播，饲料和水源污染，昆虫传播等。

如口蹄疫病毒能在空气中传播，在方圆几公里内引起羊

群的快速感染；而布鲁氏菌病可经由受污染的饲料及水

源传播。羊疫病传播速度之快，要求养殖业者及兽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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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疫病的防控应提高警觉性，及时发现、隔离染病

个体，并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防止疫病蔓延。同时加强

日常管理，采取有效的卫生措施，减少病原传播途径，

是控制疫病流行的关键。

1.3  高致病性
许多羊疫病都是致病性极强的，可造成严重的临床

症状，甚至死亡。如小反刍兽疫、口蹄疫等高致病性疾

病，可在短时间内引起大量羊的急性症状，严重者可造

成群体死亡。羊疫病的高致病性不仅会影响羊的生长发

育，而且会给养殖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3]。为应对高致

病性疾病，应加强疫苗接种，保证羊获得充分免疫保护。

此外，对该病进行早诊断、早治疗是降低该病致病力的重

要措施，兽医工作人员要定期做好羊群健康检查，及时发

现并处理异常情况，避免疾病的扩散与恶化。

1.4  季节性
羊疫病流行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不同季节，不同病

原的流行规律也不尽相同。如由于温度和湿度适宜寄生

虫生长繁殖，寄生虫感染多发生在春季和夏季，而羊肺

炎等呼吸道疾病多发生于寒冷的冬季，低温、高湿环境更

利于病原的生存与传播。对季节规律的了解可以使人们及

早采取防范措施，在寄生虫高发季节，应加大驱虫次数，

改善饲养环境；在呼吸系统疾病高发季节应加强保温，降

低应激因素的影响。同时定期开展环境消毒、接种疫苗等

措施，对减少季节性疫病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1.5  隐蔽性
部分羊疫病潜伏期长、隐蔽性强，给该病的早期诊

断及防治带来了困难。以布鲁氏菌病、结核病为例，在

感染早期可能并无明显临床症状，但是病原已在羊体

内大量繁殖，并经体液、粪便等传染给其它羊。这一特

点使疫病在羊群中潜伏、传播，往往等到暴发时才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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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进而造成巨大的损失。对于隐蔽型传染病，常规健

康监测与实验室检查是十分必要的。定期检测血液、粪

便等样本，有助于发现隐性感染羊只，及时隔离治疗。

加强日常管理，严格生物安全措施，减少外来病原输

入，是控制隐性疫病发生的关键。

2 羊疫病的综合防控措施

2.1  疫苗接种与免疫规划
羊疫病的综合治理对保障养羊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而疫苗接种和免疫规划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对羊

疫病进行免疫是最重要的预防措施，羊痘疫苗、羊口蹄疫

疫苗及羊放线菌病疫苗是目前市场上最常用的羊疫苗。例

如，羊口蹄疫疫苗不仅能有效地控制FMDV的传播，而且
能明显降低 FMDV带来的经济损失。有规律地进行免疫
接种，可使羊群产生群体免疫，减少疾病的发生。而且在

羊疫病综合防控中还需要制定科学的免疫计划，其是确保

疫苗接种效果的关键，应根据当地疫情的流行情况、羊

群的健康状况和饲养规模来制定免疫计划[4]。在实际操作

中，免疫规划一般包括疫苗品种的选择、时间的安排及

次数的确定。如在规模化农场，羊口蹄疫疫苗应在出生

后3个月内第一次接种，6月后再接种第二次，以保证疫
苗效力。此外在免疫接种时，应充分考虑羊的年龄结构

及生理特点，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免疫，使疫苗的免疫

效果最大化。同时还应该严格遵照兽医专家的指导，严

格执行免疫规划。如养殖基地在引进一批新羊前，需要

先对新羊进行全面健康检查、隔离观察，然后按免疫程

序对其进行系统免疫，以此来避免疫病的发生，提高羊

的总体健康水平，提高羊的生产效益。因此疫苗接种和

免疫是羊疫病综合防控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在

科学的指导下有序地进行。通过加强免疫规划，规范免

疫，能有效实现羊疫病的有效防控，促进羊产业的健康

发展。

2.2  环境卫生与管理
环境卫生管理是羊疫病综合防控的重要环节，搞好

羊舍的清洁和消毒工作，是预防和控制疫病发生的根

本，定期对羊舍中的粪便和饲料残渣等有机物质进行清

理，可以有效地降低病原菌的滋生。根据不同病原体的

不同选用不同的消毒剂，如细菌性疾病可选用含氯消毒

剂，病毒性疾病宜选用碘伏类消毒剂。每个星期最少一

次消毒，在特殊情况下，如有疫情发生时，可增加每日

消毒次数[5]。在羊舍环境管理中，通风也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环节，良好的通风能够降低羊舍内的湿度，降低病

原菌的生存环境，同时也能排除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

体，降低羊的免疫力。现代化羊舍一般都配有能随舍内

外温湿度变化而自动调节风速及风量的自动调节装置，

以保证羊舍内空气的流动。同时水资源管理也是至关重

要的，饮水要保持干净，饮水设备要经常清洗消毒。如

养殖基地可以采用紫外线消毒装置，以此来降低水源中

的病原微生物，降低羊群肠道疾病发病率。除此之外环

境卫生管理还包括周边环境管理，羊舍周边的杂草及积

水区，为蚊、鼠提供了良好的繁殖环境，也是许多疾病

的传播媒介，因此定期除草，填平积水，使用灭鼠、驱

虫剂，可有效降低疫病传播风险。所以环境卫生管理是

羊疫病控制的重要环节，通过科学的清洗、消毒、通

风、饲料及水源管理，并加强周围环境管理等措施，可

大大减少疫病的发生，保证羊的健康，提高养殖效益。

2.3  饲料营养与饲养管理
科学的饲料营养和科学的饲养管理已经成为现代羊

生产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合理的营养供应与精细的饲养

管理，不仅可以改善羊的生产性能，而且可以提高羊的

免疫力，降低病发率。其中，合理的饲料营养搭配是预

防和控制羊瘟的基础，为满足羊只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

需要，饲料中应含有一定的蛋白质、能量、维生素及矿

物质。如羔羊对生长发育的要求较高，成羊对能量的需

求较小，维生素 A、 E缺乏会导致羊呼吸系统及生殖系统
疾病的发生，因此需要在饲料中定期补充这些维生素。

另外钙，磷，锌，硒等矿物质对骨骼的发育和免疫系统

都是非常重要的[6]。而且科学的饲养管理可以有效地防

止羊疫病的蔓延，合理的饲养密度可降低应激及疾病传

播的危险。饲养密度过大，易造成羊群之间竞争加剧，

易诱发呼吸系统疾病及皮肤疾病。比如在养殖过程中对

每平方米饲养羊数进行控制，能明显降低羊患肺炎及皮

肤病的发生率。且养殖过程中还需要对羊舍、饲槽、水

槽经常清洗消毒，以减少病原微生物的累积。尤其在夏

季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应加强羊舍的通风降温工作。

此外对饲料的储存、加工等环节的管理也不能忽略，饲

料应贮存于干燥通风处，以防止霉变及污染。霉变饲料

中含有霉菌毒素，不仅降低了饲料的营养价值，而且对

羊的肝、肾等器官也有一定的损伤。在饲料生产中，要

保证饲料中合理的粉碎粒度以及混合的均匀程度，以此

来保证饲料中各种营养成分的均衡。合理的饲料搭配，

合理的密度，严格的卫生管理，能显著改善羊的健康状

况，降低疾病发生率，为羊产业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2.4  定期健康检查与监测
羊疫病的防治是养羊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对羊进行

定期健康检查和监测是防治羊疫病的重要措施之一。采

取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可有效降低疫病发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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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风险、提高养殖效益。定期体检可以发现亚临床症

状，并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如每个月测体温，呼

吸频率，外观检查等，就能及早发现不正常的羊，并加

以隔离治疗。粪便检查也是健康检查的一部分，通过显

微镜下的观察，可以发现寄生虫的感染情况，及时的进

行驱虫。另外还可以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羊进行周期性

监测，这不仅可以提高监测精度，而且可以实现实时监

测。如利用电子耳标、射频识别等技术，可对每一只羊

进行精确的识别，并记录其健康状况。这些数据包括体

重变化、运动轨迹、饮食习惯等，利用大数据分析，及

时发现异常个体及潜在问题。比如在大型羊养殖场中，

可以采用现代监控系统，在羊舍内安装监控摄像机、环

境传感器等设备，对羊进行全天候监测。之后与自动数

据分析平台相结合，可对突发体温升高、异常活动减少

等异常情况进行预警，并及时进行干预。这一现代化的

监控方法大大降低了疾病的发病率，改善了羊的总体健

康状况。所以对羊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和监测，是防治羊

疫病的重要措施。科学、合理地检测羊只，并结合现代

检测技术，可实现羊只早期检测，及时干预，有效防

治，保障养羊业健康发展。

2.5  隔离与治疗措施
羊疫病是羊业最常见、最严重的疾病之一，直接影

响养羊业的效益和公共卫生安全，要有效地控制羊疫病

的发生，关键是隔离和治疗。其中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

是控制羊疫病蔓延的前提，一旦羊只出现疑似疫病，应

立即进行隔离，将病羊和健康羊隔离开来。隔离设施应

设在远离主羊舍、牧场的地方，并有专人管理人员及防

护设备，以防交叉感染。同时对隔离区进行定期消毒，

加强对病羊粪便、饲料及饮水的管理，防止环境污染及

病原传播。而且在隔离期间，需要观察并记录病羊的实

际情况，如管理人员应每日记录患羊的体温、食欲、精

神状况等临床症状，以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隔离期通

常以14天为宜，视病情及病原种类而定，隔离期满，经
兽医检查确定无感染危险后，才能回到羊群中。除此之

外，对于不同疫病，应根据其发病原因、临床表现及病

程进展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法主要有

药物治疗，营养支持，护理管理等。羊疫病治疗以药物

治疗最为直接和有效，常用的药物有抗生素，抗病毒药

物，抗寄生虫药等。在选择药物时，要结合病原菌种类

及药敏试验结果，以保证药物的针对性、有效性，用药

时要严格按照剂量、疗程进行，防止滥用药物及产生抗

药性。而且病羊免疫功能低下，所以在治疗过程中，适

当补充营养，有利于提高机体抵抗力，加快康复进程，

应根据病羊的具体情况，给予易消化，富含维生素、矿

物质等营养成分的饲料。还要保证大量干净的饮用水，

以保持羊只体液的平衡，促进新陈代谢。所以科学、合

理地进行隔离管理，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可有效地控

制该病的传播与发展，改善羊群健康状况，提高养羊业

效益。

结束语

综上所述，深入分析羊疫病的特点和综合防治措

施，有助于全面认识羊疫病防治的重要性。羊疫病是一

种严重危害畜牧业生产的疾病，不仅会对畜牧业的经济

效益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还会对食品安全和公共卫生

造成严重的威胁。通过对羊疫病的科学监测，合理接

种疫苗，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可以有效地降低疫情的发

生与蔓延。羊疫病的控制，不仅可以提高羊群的健康水

平，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可以保证农牧民的经济效益，

从而推动整个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羊疫病的

综合治理，不仅对保障家畜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

系到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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