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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羊场布鲁氏菌病基层防控难点与净化方案
赛里江·吐逊别克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皇宫镇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33002；

摘要：布鲁氏菌病作为极具危害的人畜共患慢性传染病，由布鲁氏菌属细菌所致，在我国被列为二类动物疫病。

伴随肉羊产业规模化进程加快，其区域性流行特征愈发凸显，给畜牧业生产与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基层

防控实践中，暴露出监测预警滞后、净化技术应用匮乏、生物安全体系薄弱、防控资金短缺以及人员专业素质欠

佳等问题。通过构建“监测+隔离+免疫”一体化防控体系，强化生物安全屏障构建，优化免疫策略，规范无害化

处理流程等综合手段，能够显著降低羊群布鲁氏菌病阳性率至 0.1%以下。这为规模化羊场疫病净化提供了切实

可行的技术方案，对推动畜牧业健康发展、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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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长期以来严重威胁着全球畜牧业发展

与人畜健康。在我国，肉羊产业规模化发展趋势下，布

鲁氏菌病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感染病例呈上升态势。

据统计，2023 年全国羊布鲁氏菌病感染病例较去年同期

增长 12%，这一数据直观反映出疫情防控的紧迫性。在

基层防控层面，传统的防控手段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疫

病传播形势。监测环节，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导致无法

及时察觉疫情；净化技术推广受阻，养殖户缺乏相关知

识与应用能力；生物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羊场从设施

到管理均存在诸多漏洞。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畜牧业的

稳定发展，还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因此，迫

切需要探索科学有效的防控策略，建立完善的防控体系，

以遏制布鲁氏菌病的传播，保障产业与民众健康。

1 流行病学特征

1.1 临床症状

感染布鲁氏菌病的羊群会出现周期性发热（体温能

够达到 40.5℃）、食欲明显减退、关节肿胀等典型症状，

妊娠母羊的流产率高达 35%-50%
[1]
。流产通常发生在妊

娠后期，流产胎儿多表现为水肿、皮下出血等病变。部

分隐性感染羊只无明显临床表现，它们在日常活动中看

似健康，但体内却携带布鲁氏菌，成为潜在的传染源，

可在羊群中悄然传播病菌，导致疫情难以察觉地蔓延。

1.2 传播途径

该病菌经由呼吸道、消化道、生殖道以及损伤的皮

肤都能够使人或羊感染。在日常养殖过程中，通过流产

物污染环境所造成的间接传播占比达到 63%。例如，流

产胎儿、胎衣及分泌物中含有大量病菌，若未及时妥善

处理，一旦污染饲料、水源、土壤等，其他羊只接触后

极易感染。在地域分布上，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阳性

率显著高于湿润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干旱半干旱地区气

候干燥，有利于布鲁氏菌在环境中存活更长时间，且该

地区风沙大，增加了病菌通过空气传播的风险。散养户

的感染率（2.8%）明显高于规模化养殖场（0.8%），散

养户养殖环境相对简陋，卫生管理措施不到位，羊只活

动范围广，与外界接触频繁，容易引入病菌。

2 防控难点

2.1 监测预警滞后

基层监测体系存在明显短板，专业检测设备极度匮

乏。多数基层兽医站仅配备基础检测试剂，面对布鲁氏

菌病复杂的检测需求，难以胜任
[2]
。偏远地区基层兽医

站仍主要依靠传统的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初筛，缺少Rea

l-timePCR仪这类先进分子诊断设备，检测灵敏度低，

早期感染与隐性感染羊只易被漏检。并且受人力、物力

限制，监测频率严重不足，部分地区一年仅能对羊场进

行 1-2 次抽检，无法有效掌握疫病动态。此外，疫情信

息传递不畅，从养殖户发现异常，到上报、部门响应并

启动防控措施，中间环节繁琐，耗时久，常错失最佳防

控时机。

2.2 净化技术应用不足

基层养殖户对先进净化技术认知极为有限，也缺乏

相关技术培训。像新型免疫调节、基因编辑抗病等技术，

在规模化羊场几乎没有应用。多数养殖户仍依赖传统免

疫接种，对疫苗选择、接种时机与剂量缺乏科学规划。

同时，基层缺少专业技术指导团队，疫病净化遇难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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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及时解决。例如羊场出现免疫失败，养殖户难判断

是疫苗质量、接种操作不当，还是存在免疫抑制因素，

而基层兽医因技术水平局限，也无法提供有效方案。

2.3 生物安全体系薄弱

基层规模化羊场基础设施落后，布局不合理，生产

区与生活区混杂，缺少必要隔离设施和消毒通道。羊舍

简陋，通风、采光差，地面未做防渗、抗菌处理，利于

布鲁氏菌滋生传播。养殖管理粗放，人员和车辆进出随

意，不执行严格消毒、更衣程序。饲料和水源管理不善，

易受病菌污染。而且基层养殖户生物安全意识淡薄，认

为布鲁氏菌病对自身危害不大，处理流产胎儿、胎衣时

不注重个人防护，增加了人畜共患风险。

2.4 防控资金短缺

基层防控资金投入有限，政府财政难以满足实际需

求。先进检测、消毒设备价格昂贵，基层兽医站和羊场

无力购置，如一台高质量 Real-timePCR仪需数十万元，

是沉重负担。疫苗采购和无害化处理也因资金不足受影

响，一些地区为省钱采购低质疫苗，影响免疫效果。无

害化处理因缺资金无法建完善设施，病死羊只随意丢弃

或简单掩埋，导致病菌扩散。

2.5 人员专业素质低

基层兽医专业技术人员稀缺，兽医站人员老龄化、

知识结构老化严重。新毕业兽医人才不愿到基层，队伍

青黄不接。在职兽医缺乏定期专业培训，对布鲁氏菌病

最新防控技术、诊断方法了解不足，面对新型诊断试剂

和检测技术，无法熟练操作与解读结果。养殖户文化水

平普遍较低，接受疫病防控知识能力有限，培训时难以

理解复杂防控技术和管理措施，无法将科学防控理念应

用到养殖生产中。

3 综合防控方案

3.1“三位一体”监测净化体系

3.1.1 分级监测网络

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每年要对全群羊只进行4次普检，

省级示范场每季度进行 1次抽样监测，普通场则推行先

用快速检测试剂盒进行初筛，再由实验室复核的检测模

式。在实际操作中，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由于种羊品质优

良且数量众多，全面普检有助于及时发现潜在感染羊只，

防止疫病通过种羊传播扩散。省级示范场抽样监测需科

学选取样本，涵盖不同年龄、性别、批次的羊只，以准

确反映羊群整体健康状况。普通场快速检测试剂盒初筛

虽便捷，但存在一定假阳性率，因此必须结合实验室复

核，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3.1.2分子诊断技术

针对流产胎儿、胎衣等高风险样本，采用 Real-ti

mePCR方法进行检测，其灵敏度相较于传统方法提升了

3倍，能够实现早期精准诊断。传统检测方法往往需要

较长时间培养病菌，且对于早期感染或隐性感染的检测

能力有限。而 Real-timePCR 技术能够直接检测样本中

的布鲁氏菌核酸，大大缩短检测时间，即使在病菌含量

较低的早期阶段也能准确识别，为及时采取防控措施争

取宝贵时间。

3.1.3数字化追溯系统

运用 RFID 电子耳标来记录羊只的免疫时间、检测

结果等信息，从而形成可追溯的数字化管理体系，信息

存储率达到100%。每只羊佩戴的 RFID 电子耳标就如同

其“身份证”，养殖人员可通过专用设备读取耳标信息，

快速了解羊只的防疫情况。一旦发现感染羊只，能迅速

追溯其来源、接触过的其他羊只以及活动轨迹，便于精

准开展防控工作，有效控制疫情传播范围
[3]
。

3.2 生物安全屏障建设

3.2.1分区管理

在生产区和生活区间设置 2米高的实体墙，人员通

道配备自动喷雾消毒装置（有效氯浓度 5%），车辆通道

安装臭氧熏蒸设备（臭氧浓度≥20ppm）。生产区作为

羊只生活生长区域，严格控制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人

员进入时，自动喷雾消毒装置可对全身进行消毒，杀灭

可能携带的病菌。车辆进入前，臭氧熏蒸设备能对车身

及内部进行全面消毒，确保不会将外界病菌带入生产区。

3.2.2环境控制

羊舍地面采用厚度为 2mm 的环氧树脂涂层，排水系

统设置 1%坡度的防倒灌装置，运动场定期铺设厚度为 5

cm 的生石灰（pH值 12±0.5）。环氧树脂涂层地面光滑

且易于清洁，能有效防止病菌附着、滋生。排水系统的

防倒灌装置可避免污水倒流污染羊舍，保持羊舍内干燥

卫生。运动场铺设生石灰既能消毒杀菌，又能改善土壤

酸碱度，不利于病菌生存。

3.2.3媒介防控

安装孔径为 2cm×2cm 的防鸟网、间距为 50m 的灭

鼠屋，严禁犬猫进入生产区，将媒介生物密度控制在国

家标准限值以下。鸟类和鼠类可能携带布鲁氏菌，防鸟

网可阻止鸟类进入养殖场，灭鼠屋能有效控制鼠类数量
[4]
。犬猫在养殖场活动也可能传播病菌，禁止其进入生

产区可降低疫病传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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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免疫策略优化

3.3.1 差异化免疫程序

种公羊每年进行 1次普免，母羊在产羔后 21 天进

行补免，羔羊 6月龄时进行首次免疫，9月龄时加强免

疫，这样可使抗体滴度维持率提升至 89%。种公羊作为

羊群繁殖的关键，每年一次普免可确保其长期保持良好

免疫力。母羊产羔后身体抵抗力下降，且产羔过程易受

病菌感染，产后 21 天补免能及时增强其免疫力。羔羊

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6月龄首次免疫可刺激其产生免

疫反应，9月龄加强免疫进一步巩固免疫效果。

3.3.2 疫苗组合应用

将 S2 疫苗与 Rev.1 疫苗间隔 6个月交替使用，攻

毒保护率相比单一疫苗提高了 42%。不同疫苗对布鲁氏

菌的免疫机制有所差异，S2疫苗能刺激机体产生较强的

体液免疫，Rev.1 疫苗在细胞免疫方面效果显著
[5]
。交

替使用两种疫苗可全面提升羊群免疫力，增强对病菌的

抵抗能力。

3.3.3 应急免疫机制

一旦发生疫情，对同群羊只紧急接种 M5 弱毒苗，

在 7天内完成全群免疫，阻断率能够达到 98%。疫情发

生时，时间紧迫，迅速对同群羊只接种 M5 弱毒苗，可

在短时间内激发羊群免疫反应，大部分羊只能够获得免

疫力，从而有效阻断病菌在羊群内的传播。

3.4 无害化处理规范

3.4.1 三级处置体系

养殖场要设置暂存冷库（温度为-18℃），乡镇配

备移动焚烧车（处理能力≥50kg/h），县级建设无害化

处理中心（日处理量≥10吨）。养殖场的暂存冷库可临

时存放病死羊只、流产胎儿等，防止病菌扩散。乡镇移

动焚烧车机动性强，能及时到达养殖场进行无害化处理。

县级无害化处理中心则可集中处理大量病死畜禽，采用

专业焚烧设备，确保处理过程环保、彻底。

3.4.2 标准化处理流程

将流产胎儿装入双层密封袋（内层为 PE 材质，外

层为帆布），加入消毒粉（有效氯≥5%）浸泡 30 分钟

之后再转运，处理过程要全程录像存档
[6]
。双层密封袋

可有效防止病菌泄漏，消毒粉浸泡能杀灭大部分病菌。

转运过程录像存档，便于监管部门监督，确保处理流程

规范执行。

3.4.3 监督问责机制

实行无害化处理第三方审计，把违规操作纳入信用

评价体系，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单位暂停其动物防疫资质。

第三方审计可确保无害化处理过程公正、透明。将违规

操作纳入信用评价体系，对养殖场形成有效约束，促使

其严格遵守无害化处理规范，保障公共卫生安全。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集成多维度防控技术应用于试点羊场，使阳

性率从 1.2%大幅降至 0.08%，达到农业农村部“净化场”

标准。实践呈现显著成效：一是运用分子诊断技术，能

在病菌刚入侵羊只时便及时察觉，将疫情响应时间缩短

60%，极大提升防控效率。二是生物安全投资回报率达 1:

5.3，初期虽需投入资金建设屏障，但长远看，有效降

低疫病风险，减少经济损失，经济效益显著。三是规范

无害化处理，让病原传播风险下降92%，有力保障养殖

场及周边生物安全。

为推动防控工作可持续发展，建议将布鲁氏菌病净

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建立“政府补贴+保险联动”

长效机制。纳入考核可促使政府加大投入，补贴能降低

养殖户成本，保险联动可在疫病发生时给予补偿，稳定

养殖信心，形成全社会协同防控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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