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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布鲁氏菌病的流行及防治

雒明阳

甘肃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 兰州 安宁 730050

【摘要】
 

布鲁氏菌病,是人畜共患传染病,人一旦染病后就会出现长期发热、多汗、关节疼痛以及肝脾增大
等特征,不及时治疗会转变为慢性病,甚至会危及人的生命。大面积蔓延后,会给猪、牛、羊等家畜带灾难,
给养殖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本文将对布鲁氏菌病危害程度、流行情况、流行特征进行分析,提出科学
有效的防治措施,减少和避免布鲁氏菌病的相互传播及其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促进养殖业及社会经济
发展。
【关键词】布鲁氏菌病;流行;防治

0 引言
布鲁氏菌病是人畜共患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通

常主要在家畜猪、牛、羊等动物中传染。近期,甘肃
某兽研机构师生因操作不当引发近百名学生感染布

鲁氏菌病,在该区域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布鲁氏菌
病的传染及蔓延不仅仅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及畜牧资

源集中的地域时有发生,这次在城市及教学场所的
发生也不是偶然。在黑龙江某研究所也曾有过不同
程度的感染,东北某大学实验室师生感染以及某生
物药厂因使用过期消毒剂灭菌不彻底导致181人感
染该病等事例。又一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了解该
疾病的诱发原因,有针对性的进行防治,将疾病的不
利影响有效控制是当务之急。

1 布鲁氏菌病的流行特征
1.1 危害

畜牧业已向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肉畜、奶畜
饲养业的方向发展,一旦出现布鲁氏菌病的传播与
感染,就会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食品安全造成严
重的危害。

1.1.1对人的危害:布鲁氏菌病主要是由于布鲁
氏菌属的细菌导致的,人感染后症状主要表现为肌
肉酸疼、骨关节疼痛、发汗、神经疼、头疼以及心情烦
躁等。发病初期通常表现出波浪热、神经痛、肝脾肿
大。该病极易导致女性不孕不育,危害女性卵巢及
生殖系统。在男性中通常表现为睾丸炎和附睾炎
(一侧睾丸肿大),中老年人群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精
神系统以及泌尿生殖系统的疾病。感染人群潜伏期

可达半月,病程相对较长,短的也需要数月,长的需
要数年,不易彻底治愈,有多种后遗症。患病后易被
误诊而进入到慢性病程,病情反复发作,增加其精神
压力,严重时甚至引起死亡。

1.1.2对动物的危害:动物感染后,生殖系统将
会受到严重侵害,雌性出现不孕不育、空怀、流产、胎
膜炎、繁殖能力低、成活率下降等症状;雄畜由菌感
染睾丸炎,影响繁殖及生产。患畜还可能成为传染
源,导致疫情传播,甚至对草场、饲料、水源以及土壤
造成污染。

1.1.3对社会的影响:对周围人群的心理影响,
社会群体产生恐慌心理,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
存在。

1.2 流行情况
1.2.1分布情况:布鲁氏菌病分布于世界各地,

我们周边邻国多有发生,其中亚洲的伊朗、老挝、蒙
古等国家发病较为严重。我国西北地区也属于流行
区,其他省市为散发流行区,牧区等地较为流行,已
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确定为强制性报告疫
病之一。

1.2.2传播环节:经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群这
些环节进行传播。

(1)传染源,受感染的猪
 

、牛、羊、鹿、犬等。是
流产母畜、流产的胎儿、胎衣、羊水、阴道分泌物,还
有乳汁、精液、造成严重危害的病畜等

 

。
(2)传播途径,经生殖道黏膜、消化道、呼吸道、

皮肤侵入机体等方式。

a人可间接受到传染如饮用了被污染的水、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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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动物打喷嚏或咳嗽而形成的气溶胶(飞沫)、畜圈
内动物活动飞起的尘埃等。

b经消化道传染如喝生牛奶、吃生肉或海鲜等
方式。

c经过皮肤感染传播,如有伤口者接触病畜及其
排泄物、处理被污染的皮毛制品、处理病畜难产、接
羔等、饲养病畜或是挤奶等都有可能感染。

(3)易感体,猪种、牛种、羊种这3个种别为主要
易感群,有19个生物型,60多种动物同为感染群,亦
能感染给人。

1.2.3流行特点
(1)流行区间特点:普遍存在于各地,受到分布

环境的影响,居住地不同感染率也不同。畜牧地区

>农区>城镇区。多在动物分娩季节出现,全年均
有发病。在畜牧区虽然牲畜数量多,动物与人接触
频繁,传播几率大,但并不会暴发流行,因为人口分
散,人群居住面积多。在广大农村,呈点状居住分
布,群体感染机会可能性不大。如果该病蔓延到城
镇,城镇人口密度大,外来感染源的侵入会导致爆发
性的传播,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极易传染到小型
的肉食品加工厂、实验室、制药厂、兽研所、研究机
构、养殖场等地,也可作为菜品端上我们的餐桌,从
而危机到我们的健康。

(2)流行种间特点:病原体在不同动物间(异种)
相互传播,群体发病,羊种菌也可传播给马、猪、牛等
动物,传播给人主要是通过受污染的排泄物、气溶
胶、水源等传播源。

(3)流行职业特点:养殖人员、屠宰人员、研究人
员、兽医等与动物及动物产品接触频繁的人群。

(4)布防特点:一般呈现资金能力、管理水平、防
护水平高、动物发病率低,知识水平越高、养殖者对
防护、消毒、接羔的认知能力强,其患病概率越低,反
之则高。防控知识普及、宣传到位、当地的发病率
低,反之则高的特点。

2 经济损失
2.1 直接经济损失

(1)生产能力下降:疫情的发生,对病畜的捕杀
焚烧以及饲养区域的大量消毒也造成了养殖户的损

失,使得食品业及养殖户损失严重,肉食品加工行业
也面临肉品来源的困难。感染的母畜生殖系统受到
损害,产崽性能下降,流产率上升,影响了动物的繁
殖率。

(2)人感染治疗费用:布鲁氏菌病是一种人畜共
患病

 

,一旦人感染此病后,如忽视治疗,病情会由急
性期转为慢性期,患者的劳动能力骤然下降,甚至会
逐步丧失劳动能力。很难根治,治疗费用高,会加重
家庭的经济负担。

2.2 间接经济损失
(1)环境污染:疫情还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

染,消毒灭源若不彻底,病菌会长期存活并潜伏于环
境当中,还会卷土重来再次发生疫情并二次传播,对
养殖业造成严重危害。

(2)交易受损:疫区动物产品滞销,畜产品贸易
出现逆差,给畜牧业发展带来影响。由于恐惧心理
游客减少出行,波及旅游业。

3 防治
3.1 提升认知水平

(1)政府层面重视程度:根据我国中长期动物疫
病防治计划,必须加强牲畜的定期检疫工作,建立健
全强制扑杀政策,部门间增强相互协作与信息共享,
做好动物的卫生工作,把控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对
于高发区应分阶段、分区域合理科学布控。

加强培训和宣传教育,提升社会关注度,充分利
用新媒体、网络、微信群、短信、短视频、随手拍、专家
讲座等方式,增强认知度和普及度。

(2)从业人员重视程度:为了更好地控制布鲁氏
菌病的发生和传播,从业人员要提升防范知识,根据
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反应。根据布鲁氏菌在8℃时
活性很强这一特点,相关从业人员应加强对温度的
把控。根据相关制度,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应经常化、
制度化、普及化有效提高从业人员对该病的认识水
平、防治知识、应急措施。

3.2 对环境的管理
3.2.1 对养殖场的管理
(1)在规划和建设养殖场时,须遵守远离居民

区、河流、学校、交通要道的原则,选择地势高、干燥、
通风好、向阳处进行规划与建设。

(2)养殖场为该病主要传播区域,须加强对圈舍
的防控与布控工作。管理人员要遵守规章制度,早
发现,早报告,提升管理水平。

(3)对畜室及环境用2%烧碱进行消毒,对养殖
场金属设备用火焰灭菌、过氧乙酸、熏蒸消毒;对饮
水用具、过道、排泄物进行喷雾消毒和清理;受污染
饲料深埋发酵和进行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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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持圈舍的通风性并在入舍后及时清理粪
便,避免发生分解,产生有害气体,制定相关防控工
作的紧急预案,不定期的布控演习,只有做到这些才
能将病原体的传播途径切断。

3.2.2对实验室的管理:实验室作为专业人员的
研究场所,如果没有一套好的管理体系,就会威胁到
师生的健康问题。

(1)制定完善可行的实验室管理制度。例如:对
实验用具定期用新洁尔灭溶液清洗消毒,解剖实验
使用过后的手套、口罩等不能随便乱扔,应当放到特
定的实验废品收集处。解剖后的刀具进行消毒清
洗,并将实验用具统一归置。实验台用1%新洁尔灭
溶液和75%的酒精进行擦拭,实验服第一时间进行
清洗,可在太阳下暴晒或用1%新洁尔灭溶液浸泡。

(2)严格落实责任制,定期检查落实情况。分实
验前与实验后的主体责任。例如:对于实验室在做
完实验课后可用福尔马林或1~2g/m2 的过氧乙酸
进行消毒处理,可以打开实验室的窗户保持通风,将
实验过后的垃圾统一销毁,解剖过后的毛皮用福尔
马林熏蒸、辐照。将解剖过后的家畜统一处置,注意
消毒剂的生产日期、存放日期,做好实验报告与记
录,不得私自让学生处理。

3.2.3对牧区林场的管理
(1)牧区居民要定期检查水源,防止饮用被病畜

的流产物、排泄物污染的水,处理办法是用0.1%升
汞对土壤和水进行消毒,用1%的甲醛对粪便进行处
理,大面积的也可用无人机携带消毒液体进行喷洒。

(2)科学合理使用疫情处理的五个应急措施(检
 

、免、杀、隔、消)。

3.2.4对家庭环境的管理:已感染成员应及时到
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就医,所养宠物应避免和易感染
动物接触,定期带宠物到动物医院进行检疫。注意
保护好家中婴儿不要过多的与宠物进行亲密接触如

亲吻、共寝。(必要时接种免疫疫苗)。保持室内定
期通风,定期用不同配比84消毒液进行消毒。

3.2.5对经济环境的管理:严控动物调运环节,
强化调运过程的监管,完善市场准入制度。

3.3 人的防治
(1)职业群体(养殖人员、屠宰人员、研究人员、

兽医等与动物及动物产品接触频繁的人群)应充分
做好个人防护及定期体检。必须避免人畜共寝、人
畜混用,对畜室(圈)、用具、粪便定期消毒、通风等。

兽医工作人员应在解剖时戴口罩、防护眼镜、乳胶手
套和穿实验服,皮肤有伤口者应暂时避免接触牲畜、
防止经皮肤、黏膜和呼吸道感染该病,并将用过的口
罩与手套进行无害化处理,及时清洗实验服。

(2)消费群体:普通人群在吃火锅和路边烤肉时
要食用做熟的肉类品,不要生吃海鲜和半生不熟的
肉。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勤洗手,保持工作地
点的空气流通,家中备用消毒剂如84消毒液。拒绝
食用野生动物,加强身体锻炼,增强身体素质如跑
步、爬山、散步。

 

(3)感染症状:如出现长期发热、多汗、关节痛、
神经痛等情况,需要进行冷静分析并结合自己是否
和动物有过接触来判断自己是否感染该病,及时到
医院就医。

3.4 动物的防治
(1)采用因地制宜分类防治的原则,在流行区

域,实施以免为主,制定综合防治措施;在疫情多发
区域,抓好春季母羊产羔时机,对流产情况认真调
查,掌控疫情动态,做好有效防治。强化种畜综合防
治措施,对种畜猪、牛、羊实施检疫净化措施,种畜不
可使用疫苗实施免疫。

(2)制定疫情应急预案,处置疫情及时迅速,发
现病畜处置措施得当,以免养殖户藏匿、倒卖或者转
移,导致病情扩散。已确诊病畜果断采取措施消灭
传染源,有效控制疫情的蔓延。政府要加大经费的
投入力度,对于扑杀的养殖业主给予必要的补偿,使
养殖户能够积极的配合工作。

严格操作流程,迅速高效处理病畜的排泄物、污
染物以及病畜产品,按流程对污染的环境彻底消毒。
对暴发流行的区域的易感群体限制流动,避免与其
它家畜相接触,封锁流通渠道,严格执行各项防治措
施。其次,加大对黑作坊的惩治力度,严格把控肉畜
宰杀、销售、流通等环节,控制和消灭传染源,对未传
染的绵羊或山羊免疫接种Rev.1疫苗。

(3)严格执行动物免疫、防疫的有关法律法规,
落实产地检疫、屠宰检疫规定,严厉打击未经检疫的
动物和动物产品以及倒卖患有病畜的行为。未经检
疫的动物产品禁止进入市场流通,加强牲畜交易市
场管理。

(4)完善疫情监测体系,定期抽查奶牛以及种畜
血清检疫情况,对当年生产超过5个月的羔羊的进
行科学分析,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严密部署,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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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没硝烟的流行病战争。
(5)建立村、户、合作社、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卫生部门、预防联动机制,合理分工,加强协作,相互
配合将预防措施落到实处。

4 结论
综上所述,布鲁氏菌病的防治工作刻不容缓,通

过分析掌握这些因素的形成原因,能够帮助工作人
员运用科学有效的防治措施有针对性地开展防治工

作,从而减少和避免布鲁氏菌病的感染与传播,使
猪、牛、羊等动物能够健康成长,保证养殖场的经济
效益不受到损害,老百姓都能吃上放心的肉类品,有
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畜牧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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