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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饲条件下陕北白绒山羊疾病发生趋势和防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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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陕北自绒 山羊养殖在实现 了从传统放牧型到全舍饲的设施化养殖转型之 后
,

白绒山 羊疾病的发生 呈

现 出不同于传统饲养方式下的新的特点和趋势
,

严重威胁 自绒 山羊产 业化进程
。

本研究对舍饲条件下 rl 绒 I IJ

羊疾病发生的特点
、

规律和趋势进 行 了调研 和总结
,

j ! 根据 当地实际提出 了切实
.l r行的防制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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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山川秀美工程的实施
,

在

陕北黄土高原上推行的封 山禁牧
、

退耕还林
、

种草

养畜
,

发展生态养殖已见成效
。

植被覆盖度已大幅

提高
,

自然环境卓有改观
,

水土流失和沙尘暴等现

象已明显好转
。

同时
,

作为陕北地区传统产业之一

的养羊业
,

在历经放牧到舍饲转型中的种种坎坷

之后
,

全面舍饲的饲养方式已基本被农 民所接受
,

并且在政府和有关技术部 门的诱导
、

支持
、

帮助和

指导下
,

养羊业已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成长起来
,

即

全舍饲的户型圈养和相对集 中的养殖小区形式
。

但是
,

在转人舍饲以后
,

白绒山羊疾病的发生呈现

出一种新的趋势
。

自从 2 0 0 2 年
“

陕北高效设施畜

牧业科技示范工程
”
项 目实施 以来

,

笔者通过对陕

北榆林
、

延安两地近 4 00 万白绒 山羊疫病发生情

况的调查摸索
,

已基本 了解 和掌握了其发生规律

和趋势
,

并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防制对策
。

1 疾病发生现状和趋势

1
.

1 饲养方式不尽合理
、

饲料 营养搭配欠缺
,

舍

饲白绒山羊对某些疾病的易感性有所增强

山羊属草食动物
,

天性好动
,

在传统放牧条件

下
,

由于运动充足
,

生存生活环境开阔
,

吸收新鲜

空气 的时间较长
,

加之放牧时 自由采食 自然界中

种类繁多的草料食物
,

并辅以适 当的补饲
,

使之具

收稿日期
:
20 0 5

一

0 9一 0 5 修回日期
:
2 0 0 5

一

10
一

。 8

荃金项目
:

陕西省科技厅科技扶贫 (攻关 )项 目
“

陕北 高效设施畜牧业科技示范工程
”
部分 内容

。

作者简介
;

党 如意 ( 1 9 6 3一 )
,

男
,

陕 西省富平县人
。

助理研究员
、

主要从事动物疫病防治研究工作
。

、
通讯作者



6期
党如意等

:

舍饲条件下陕北 白绒 山羊疾病发生趋势 和防制对策

备 了相对强健的体质和抗病力
。

而在转人全舍饲

的饲养方式以后
,

圈舍条件与饲养量不相适应
,

绒

山羊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
,

加之舍饲条件下
,

饲草

品种单一
,

而补饲饲料的营养搭配尚处于研究和

探讨之中
,

这就难免使其在生长过程 中出现 营养

缺乏或失衡的情况
,

从而使之对疾病 的易感性增

强
。

比如绒山羊以产绒为主
,

饲料中需要有适量的

蛋白补充
,

尤其是一些特异蛋 白
,

比如含硫蛋 白

J沂以
,

一 日
.

饲料 中长期缺乏氮元素
、

硫元素等
,

绒

山羊为 了保 证绒的 `l三长
,

就会动用机体的蛋 自贮

存
,

时间一长
,

山 丫机休就会逐渐消瘦
,

对疾病的

抵抗力也就减弱
.

发病率也就会增加
。

另外
,

陕北

地区 由于天然植被盖度差
,

水土流失严重
,

硒元素

相对缺乏
,

从而使绒山羊的硒缺乏病普遍存在
,

尤

其在羔羊表现明显
。

再者
,

由于规模饲养密度的增

加
,

使呼吸道疾病
、

某些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的

发生率提高
。

1
.

2 对传染病预防认识不足
,

缺少严格合理的防

疫程序
,

免疫接种技术欠规范
,

混合与继发感染现

象严重

近年来
,

随着当地养羊业的产业化发展
,

很多

养殖户 已经意识到传染病预 防对养殖业 的重要

性
,

但尚有相当养羊户防疫意识淡薄
,

这主要是长

期以来当地养羊 以放牧散养为主
,

防疫和生产水

平低下
,

疫病预防和治疗一直属于一个薄弱环节
,

而现今在 良种引进和大面积改 良的产业化进程

中
,

传统观念 的转化 已势在必行
,

但须有一个过

程
。

不仅如此
,

传染性疾病防疫程序和免疫接种技

术尚极不完善和规范
。

这样一来
,

便使得绒山羊对

传染性疾病的抵抗能力减弱
,

某些疫病的发生呈

上升趋势
,

据统计山羊痘的发病率达 50 % 一 60 %
、

梭菌引起的羊肠毒 血症和羔羊痢疾发病率分别为

30 % ~ 40 % 和 50 % ~ 7 0%
。

不仅如此
,

一旦发生某

一传染病 的流行
,

往往伴 随有两种或两种 以上疾

病发生
,

从而呈现严重的混合与继发感染
,

给兽医

临床诊断和治疗造成很大困难
。

比如羊传染性脓

疙皮炎在当地有较高发生率
,

严重时羔羊感染率

几乎可达 100 %
,

一旦发生本病
,

极易出现坏死杆

菌的继发感染
,

使患病羔羊病情加重
,

甚至导致衰

竭死亡
,

给绒山羊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

1
.

3 寄生虫病 防制存在严重隐患
,

某些寄生虫病

发生率和严重程度呈上升趋势

陕北地区是某些寄生虫病的高发区
,

比如羊

的肝片吸虫病
、

羊呼吸道肺丝虫病
、

脑多头坳病
、

羊狂蝇蛆病及羊疥瞒等寄生虫病一直有较高的发

生率
。

另外
,

其他寄生虫病也普遍存在
,

只是感染

程度不同而已
。

据调查
,

目前存栏羊群中寄生虫的

感 染率 在 90 % 以 上
,

每年寄生虫病 的发病率 达

3 5% ~ 7 0%
,

而因寄生虫病死亡的羊只达 10 % 一

1 5 %
。

究其原因
,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①饲养管理

比较粗放
,

用于饲喂羊只的草料调制
、

贮存以及饮

水等卫生方面存在较大问题
。

陕北地貌属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
,

北部还有相当面积的沙化区
,

水资

源相对比较贫乏
,

尤其是绒山羊饲养仄
。

这就使得

当地群众的卫生习惯 比较差
,

从而为各种寄生虫

卵的长久滋生繁衍提供 了机会
。

②为安全起见
,

几

乎所有养羊户都在羊舍附近养狗
,

而从不给狗驱

虫
,

这便构成了脑多头蝴的完整传染链
,

导致了羊

脑多头蝴病 (俗称
“

脑包虫
”
)的较高发生率和病死

率
。

③在寄生虫病的预防上缺少科学严密的药物

预防程序
,

有些养羊户虽然也做了一定的工作
,

但

随意性太大
,

没有按照寄生虫的流行动态和规律

进行
,

驱杀效果不理想
,

从而使寄生虫病存在较高

的发生率
。

比如冬春季节发生的肝片吸虫病
、

夏秋

季节的羊狂蝇蛆病以及羊疥蜡病等在当地一直有

较高的发生率
,

其原因均是 由于失时预防所导致
。

①缺乏有专业素养的基层兽 医技术 队伍和人员
,

在羊群发病时得不到及时确诊和治疗
,

导致损失

增加
。

1
.

4 药物滥用现象严重
,

用药途径不合理

这不仅会导致感染性疾病的病原耐药性增

强
,

使羊 只在发生一般性细菌感染时
,

应用抗生素

药物难以奏效
,

还可能使 山羊的瘤 胃微生物区系

遭到破坏
,

导致消化机能紊乱
,

增加治疗成本
。

1
.

5 饲料饲草的调制
、

贮存不当
,

中毒现象时有

发生
,

甚至有较高的发生率

主要是一些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青 嫩牧草
,

由于堆放
、

发热而使其中的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

盐
,

被羊采食后引起急性中毒
。

另外霉败变质草料

引起的中毒现象也 比较 多
,

比如发霉发酸的青贮

饲料
、

发生霉变的豆秸等牧草
。

1
.

6 近亲繁殖导致后代生存能力低下

近年来
,

在某些地 区 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羊碎

死现象
,

据调查推断
,

怀疑是由于长期的近亲繁殖

所导致
。

因为在一些养羊地区或养羊户
,

为了一味

追求高产绒量
,

长期利用个别高生产性能的种公

羊进行配种
,

结果生产出高度近亲的后代群
,

长此

下去
,

非但生产性能发生退化
,

后代的生活力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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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严重影响
。

2防治对策

2
.

1一般性预防措施

①加强饲养管理
。

坚持 自繁 自养
,

保证合理的

营养搭配和充足的 日粮供给
,

注意青粗饲料搭配

和饮水清洁
,

禁用霉败变质和冰冻草料喂羊
。

②建

立健全生物安全体系
。

加强生物安全措施是防止

绒山羊疫病发生的重要环节
,

主要包括养殖区 的

环境绿化
、

羊舍丙外环境和饲管用具等的卫生清

洁和消毒
,

防止外来人员和车辆出入生产区
。

引种

应选择无疫病发生的清净区
,

以免将病原引人而

暴发疫情
,

同时要做好隔离
、

检疫
、

消毒
、

观察
,

确

定健康后方可混群饲养
。

制定严格的兽医卫生防

疫制度
。

③严格检疫
。

检疫是防止疫情暴发和病

原蔓延扩散的非常有效 的一项措施
,

主要应做好

引种检疫
、

产地检疫
、

市场检疫
、

屠宰检验以及运

输工具的消毒等
。

禁止患传染病的山羊及其产品

上市交易
,

防止传染性疾病的扩散蔓延
,

以期将疫

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

①切实做好疫苗的免疫接

种
,

是防止传染病发生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

同时配

合检疫检验淘汰制度可逐渐实现某些疾病的净

化
。

⑤定期进行药物驱虫
。

根据寄生虫的活动规

律和寄生虫病的发生发展规律
,

适时对绒山羊进

行预防性驱虫
,

不但可有效阻止寄生虫病的发生
,

而且还能够使处于隐性感染状态下的绒山羊得以

净化
,

减少营养消耗
,

提高机体的生产生活性能
,

增强对抗疾病的能力
,

防止继发感染
。

2
.

2 传染病的预防措施

免疫接种是针对传染病预防的最有效措施
,

因此必须加强防疫管理
。

①选择疫苗
。

首先要掌

握陕北当地山羊疾病的流行情况
,

包括疫病种类
、

流行规律以及危害程度等
,

根据调查结果
,

选择性

地购买有质量保证的疫苗
,

确保疫苗 良好的保护

率
。

②疫苗的运输与贮存
。

疫苗在运输过程中
,

一

定要按照疫苗的温度要求进行运输
,

保证其从 出

厂到使用前冷链的完整性
。

贮存一定要按照各类

疫苗的贮存条件进行保存
,

一般情况下
,

疫苗要求

在 2一 S C条件下保存
,

而常温疫苗只要求 15 C左

右即可
,

冻干苗则要求保存在冷冻条件下
。

否则的

话
,

疫苗的免疫原性和有效性将无法保证
。

③合理

使用疫苗
。

疫苗在使用前首先要仔细检查其外包

装是否完好
、

外观性状是否正常以及其有效期等
,

疫苗包装一旦启开
,

应尽快使用
,

不可放置时间过

久
,

以避免其滴度下降
。

液体苗用前一定要充分摇

匀
,

冻干苗最好用专用稀释液稀释
,

临用前使之升

至常温
,

并 在稀 释后充分振荡
,

使冻 干块完全溶

解
。

接种时应严格准确地掌握接种剂量和接种部

位与方法
。

①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
。

依据对

当地 山羊传染性疾病发生情况 的调查结果
,

针对

性地选择疫苗种类
,

并根据其发生规律
,

制定严格

细致的山羊传染病防疫程序
,

并认真负责地履行
。

⑤对免疫抑制性疾病
,

要从加强饲养管理
、

做好定

期消毒工作
、

搞好羊场和养殖小区 的兽医卫生等

方面人 手
,

提高山羊 的抗病力
,

消除各种应激 因

素
,

保证羊群的健康
。

⑥配备有一定资质和专业素

养的兽医防疫队伍
,

严格履行防疫计划
,

并建立详

细的防疫档案
。

2
.

3 重视引种
、

配种工作

适时引种
,

制定合理的配种计划
,

建立种群档

案
,

优选生产性能稳定
、

良好的个体留群繁育和改

良
,

避免近亲繁殖
,

以减少遗传性疾病的发生
,

保

证陕北白绒山羊群体优 良生产性能的延续和产业

化 的健康发展
。

2
.

4 加大与科研教学单位的协作

加强与高校以及科研机构的合作
,

根据绒山

羊的特定生产性能和营养需 要
,

研究开发其专用

的营养补充方案及产品
,

并合理进行补饲
,

防止营

养缺乏病的发生
。

2
.

5 发现疾病
,

应尽快确诊
,

及早施治

从绒山羊养殖 区和基层兽医站的建设着手
,

建立和完善动物疫病诊断
、

监测和监控体系
,

加强

兽医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

随时掌握 山羊疫病的

流行动态
。

一旦发现病羊
,

应立即实施隔离
,

着手

调查病因
,

迅速确诊
,

争取早期治疗
,

同时严密注

视同群山羊有无异常表现
,

一旦发现有蔓延趋势
,

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
,

以控制疫情发生
。

对一般性

疾病
,

应及时消除病 因
,

避免更多病例出现
。

2
.

6 科学诊治
,

杜绝滥用药物现象

山羊疾病的诊断应 由具备一定专业资质的兽

医人员进行
,

对疑似感染性疾病
,

用药前最好能进

行药敏实验
,

然后根据药敏实验结果合理选用抗

生素类药物
,

并根据不同抗生素的药理特性严格

掌握用药剂量和疗程
,

严禁随意增减用药剂量和

更换药物
,

避免因不合理用药而导致病菌产生耐

药性
,

降低耐药菌株对动物和人类健康的威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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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约束
,

各类型品种间产量差异不显著
,

多穗型

品种相对较好一些
。

3
.

3 本试验出现的灌 3 次水平均产量不及灌水 2

次水的现象说明
,

啤酒大麦的拔节前和灌浆前是 2

个需水关键时期
,

此 2 时期能够保证水的及时供

给
,

对于产量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这一现象

尚需进一步探讨试验
。

3
.

4 今年试验单产水平偏低
,

是由于修整垄畦及

播种前后的镇压措施落实不够到位
,

苗期长势差

所致
。

限于条件制约
,

未进行土壤水分变化动态测

定
,

因此
,

不能进行水分利用效率分析
。

尽管如此
,

该试验还是 比较准确地反映出了试验结果及其规

律性
,

对生产应用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

这个试

验启示科研和生产者
, “

垄畦沟灌
”
是啤酒大麦实

现节水型生产的有效的创新技术
,

这一新技术 的

应用必须与传统 的精耕细作农艺措施紧密配合
,

尤其修整垄畦及播种前后的镇压保墒措施
,

在连

续作业型配套机械尚未开发 出来
,

农机与农艺未

配套之前
,

务必引起足够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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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随着近年来退耕还林还草
、

改善水土流失
、

保

护环境等举措 的实施
,

作为陕北地区畜牧支柱产

业之一的陕北养羊业
,

从传统的散养放牧型转为

集约化相对集 中的养殖小区型
,

尤其是绒 山羊养

殖业
,

现已初具规模
。

但是
,

由于我国长期 以来在

兽医防疫体制方面存在着欠缺
,

尽管近年来有所

加强
,

仍是不尽完善
。

畜禽疫情时有发生
,

甚至危

及人类健康
,

比如近年来在人群中发生的禽流感
、

猪链球菌病 等都是因畜禽而传染给人的
,

严重危

害着人类的健康及生命
。

所以
,

必须从畜禽的疫病

防治方面着手
,

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 》
,

并 以之为基准
,

制定适合当地实际的

畜禽卫生防疫制度
,

加强养殖业 中的生物安全措

施
,

并配备有专业素养的兽医技术队伍
,

切实履行

各项制度
。

同时要效仿发达国家的经验
,

不断完善

我国的生物安全法规和体系
,

加强养殖业 中的疫

情监测
、

卫生防疫 以及检疫等工作
,

以保证养殖业

源源不断地为人类提供安全放心的畜产品
,

使我

国的畜牧养殖业沿着健康的道路不断发展
。

参考文献
:

〔门 王利民
,

赵 虹
,

姜怀志
.

中国绒山羊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生

态环境关 系的探讨 [ J j
.

家畜生态
,

2 0 0 4
,

( l )
: 3 0一 3 1

.

[ 2」 张选民
,

李延玲
.

延安市 封 山绿 化舍饲 养畜情况 调查 [ J」
.

家畜生态
, 2 00 2

,

( 4 ) : 2 6 ~ 2 5
.

[ 3 〕 孔繁 臣
.

绒 一l一羊圈养八要点 [ J 〕
.

辽宁畜牧兽医
, 20 0 3 ,

( 1 )
:

34 ~ 3 5
.

[ 4 〕 甄玉国
,

卢德勋
,

马 宁
.

绒 山羊 生绒机理及其营养研究进

展仁jJ
.

内蒙古畜牧科学
.

2 0 00
,

( 4 )
: l一 5

.

「5〕 姜瑞来
,

刘福 田
.

绒山羊的饲养管理 [ J〕
.

黑龙江动物 繁殖
,

2 0 0 2
,

( 4 )
: 3 1

,

[ 6〕 马德宏
,

沈启云
.

浅论甘肃 绒山羊产业开发途径〔J】
.

甘肃

农业
,

2 0 0 2
,

( ] o )
: 3 5一 3 7

.

[ 7j 蒋启荣
,

丘月钦
,

林文渊
.

山羊痘 的诊断与防制仁J〕
.

中 国兽

医科技
.

2 0 0 3
.

( 2 )
: 6 0一 6 1

.

「8」 贾世玉
,

陈如明
,

赵怀龙
,

等
.

动物疫病的 流行现状 与控制

策略 [ J〕
.

动物医学进展
,

20 05
·

( 8卜 1()l 一 1()4
·

[ 9〕 党如意
.

山羊疾 病防治 [M 〕
.

西 安
:

陕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

2 ( ) 0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