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2024年4月15日 星期一三农课堂
责编 张梦镯 校对 唐青 美编 郭英

养殖养殖
技术技术

布 氏 杆 菌 是 很 小 的 球 杆 菌 ，有 六
种，其中羊布氏杆菌的毒力最强，可感
染人和多种动物。该菌对不良因素的
抵抗力较强，在外界环境中能存活六个
月。发病羊和带菌羊是主要传染源，特
别是病羊流产胎儿的胎盘、羊水中含有
大量病原菌，可以通过接触、消化道及
健康皮肤感染健康羊。通过蚊、虻、蜱
的叮咬在羊群中传播，也可能传给接触
的人。

发病羊的表现
公羊感染后发生睾丸炎，母羊感染

可引起早产、流产。未孕母羊可引起乳
房炎、支气管炎和关节炎。羊被感染后
因临床症状不明显常常被忽视，当母羊
发生流产时才会发现，所以不易被人们
重视。

细菌侵入羊体内可在绒毛膜上皮

细胞内繁殖引起胎盘炎。细菌扩散到
子宫后引起子宫内膜炎引起流产，流
产胎儿的胎衣、胎盘和羊水中含有大量
病菌。病羊大多数可终生带菌，但由于
感染后经过一段时间可获得一定程度
的免疫力，所以第二胎可能不再流产。

防控措施
感染羊可终生带菌，成为传染源，

必须引起养羊户高度重视并采取必要
的防控措施。

全面检疫 未接种过疫苗的羊群
应采血送到县动物疾病防控中心进行
布病检疫，阳性的应淘汰，无治疗价值；
阴性的定为假定健康群，一个月后再检
疫一次，连做三次均为阴性的，可以口
服猪 2 号菌苗或用羊 5 号苗（M5）肌注
或气雾免疫。

菌苗接种 建立无布病羊群，一是
自繁自养、定期检疫，阴性羊立即用羊

5 号（M5）或 猪 2 号（S2）进 行 免 疫 接
种；二是在不掌握感染情况的羊群中用
羊 5 号（M5）气雾免疫，但最好是检疫
后再进行菌苗接种，以免引起感染母羊
流产。

人的防护 羊布氏杆菌及其相应弱
毒菌苗对人也有一定的毒力，所以在为
羊接种时应做好防护。羊布氏杆菌可经
消化道、皮肤黏膜感染人，所以凡与羊有
密切接触的人员应预先接种（皮上划痕）
人用菌苗（M104）。免疫期可达一年。
接种前应先做检疫，阴性者才可接种。

加强消毒 建立消毒制度，每七天
要进行一次圈舍全面消毒。疫区或周
边有疫情时应每隔一天一次，流产母羊
及胎儿污染地更需认真消毒。常用的
消毒剂有：1%来苏儿、2%火碱、10%~
20%石灰乳、2%福尔马林以及过氧乙
酸、季铵盐类、碘制剂等，交替使用消毒
效果更好。 （刘清河）

表现
犊牛、羔羊佝偻病

病畜消化不良，常出现
吃土、舔毛等现象，严重
的站立困难；出牙时间
延迟或排列不整齐，前
肢腕关节屈曲呈 X 型或
O 型。

软骨病 成年牛羊
发生异食癖，四肢僵硬，
腿颤抖或伸展；后肢交
替 负 重 ，卧 地 后 站 立
困难。

产前、后截瘫 多发
生 于 孕 牛 ，孕 羊 偶 发 。
孕牛一般在分娩前一个
月出现站立困难，行走
时因疼痛而哞叫，产后
发生截瘫不能站立，强
行站立时可能引起骨盆
骨折。

生产瘫痪 下犊前、
后突然发生，多发于高
产奶牛，除缺钙外，大脑
皮层缺氧也是诱因。

原因
消化道疾病 如患

副结核病、粘膜病引起
顽固性下痢，消化道被寄生虫侵袭导致营养
吸收障碍都会影响钙、磷的吸收。

钙、磷供应不足 动物机体吸收钙、磷
需有一定的比例，缺少或比例失调都不能吸
收，所以日粮中钙、磷要有适当的比例。

缺乏光照或缺乏维生素D 机体中缺乏
维生素 D 时，钙、磷不能被吸收，而维生素 D
的形成一是靠饲料中补给，二是靠光照时皮
肤中脱氧胆固醇转化为维生素 D。

防治方法
犊牛、羊佝偻病 怀孕母牛、母羊日粮

要保持钙、磷的合理比例，并加强光照或日
粮中补充维生素 D。孕畜每日光照 2 小时~3
小时，冬季舍饲可用紫外线灯照射，每日一
次，每次 5 分钟~15 分钟，距离为 1 米~1.5 米。

软骨病 每天料中加入骨粉半斤，连用
2 周~3 周。严重的可静脉注射 20%的磷酸
二氢钠 300 毫升~500 毫升，连用 3 天~5 天，
同时肌肉注射维生素 D2400 万单位，每周一
次，连用 3 周。

产前、后截瘫 可在孕畜日粮中加入磷
酸氢钙、骨粉、贝壳粉等及维生素 D 粉，冬季
要晒太阳。治疗时可静脉注射 10%葡萄糖
酸钙 200 毫升~500 毫升，同时注射 5%葡萄
糖液 500 毫升，隔日一次。同时，肌肉注射
维生素 D210 毫升~15 毫升，三天一次。

（薄晓威）

影响水产动物渔药药效的因素较多，
不仅影响药物的作用强度，有时甚至会
影响药物的性质，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和
有害作用。

酸碱度 使用酸性或碱性药物时应特
别注意水环境和酸碱度。如果使用漂白
粉消毒时，应避免在碱性环境中使用，因
其有效成分—次氯酸基粒子在碱性水体
中比在酸性水体中的活性降低了。

温度 一般来说，药效与温度成正
比。例如，漂白粉的氯化、氧化作用随着
温度的升高而加强，药效也随之增大。
同时，温度的升高也会使某些药物的毒
性增加。如硫酸铜对于一种冷水性鱼类
虹鳟的幼鱼，在水温 2℃时，其半致死浓
度为 50 毫克/升；而在水温上升至 6℃时
为 0.3 毫克/升，其毒性提高了近一倍。

溶解氧 溶解氧的浓度低会影响药
物的疗效，有时还会产生毒性作用。例
如，硫酸铜的毒性作用主要是破坏鱼鳃

的呼吸机能。在缺氧的状态下，其毒性
作用更大。

盐度 如环丙沙星的抑菌作用受盐
度的影响最为显著，对嗜水气单胞菌和
河弧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分别升高
了 8 倍和 4 倍。

有机物 有机物和许多消毒剂结合，
使消毒剂不能与细菌发生作用。

硬度 硫酸铜在硬水中会与碳酸盐作
用，从而降低药效。因此，硫酸铜在软水
中使用具有更好的毒性和药效。（夏艳洁）

分段饲养 一般分两期：4 周龄前为
前期，此期料中蛋白含量要高，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要全。4 周龄后为后期，此
期能量要高，蛋白质要稍低。

合理喂料 开食不能过早，最好在
24 小时以后，以防卵黄吸收不良。平时

要少给勤添，槽中不断料，最好喂颗粒
料，颗粒料比粉料增重快。

饮水充足 保证充足饮水，特别是
在出壳 24 小时内一定要饮足水，以后水
槽中不断水，而且要保证饮水清洁。

密度与通风 加强通风换气（特别是
夏季、10 日龄以后）及密度。小日龄可密
些，两周后要逐渐变稀（增加面积或转
群）。原则是冬密夏稀。1~2 周龄每平方
米 40 只~30 只，3~4 周龄每平方米 30 只~
20 只，5~6 周龄每周每平方米 20 只~15
只，7~8周龄每平方米15 只~10 只。

合理光照 1~3 日龄 24 小时，4~7 日

龄 23 小时，8~25 日龄每晚开两小时关两
小时，25 日龄后每天光照要保证在 12 小
时以上。

断喙 出壳后或 10~14 日龄进行，
两种方法。第一种：上断二分之一，下
断三分之一；第二种：上、下均断二分之
一。最好用电断喙器断，接种疫苗前、
后一天不要断。断后料中适量加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C，饮水中加青霉素。

适时出售 肉鸡长到一定程度生长
速度就会减慢，成本就会提高，所以要
及时出售。进雏时运输要选好天气，出
售运输时要防挤压。 （高明辉）

先喂蜜 饲喂的蜂蜜必须是健康、
无病的蜂群生产的蜂蜜，将 5 千克蜂蜜
兑水 0.2 千克的比例加热化开放凉后晚
上饲喂，或白砂糖 5 千克糖兑水 2.5 千克
熬煮糖浆饲喂。

辅助喂水 繁殖时蜜蜂飞出巢外采
水。由于春季昼夜温差大，天气变化频
繁，有可能被冻死在水源地，又不可一
日 无 水 ，应 进 行 人 工 喂 水 。 巢 门 口 喂
水。用干净的矿泉水瓶盛水，瓶口塞上
纱布条倒置在巢门板上，纱布条一头放
入巢门口 1 厘米让蜜蜂吸食。箱外喂
水。盛水器加水，加入 0.1%食用盐补充
微量元素，放漂浮物让蜜蜂采水。

后喂花粉 中 蜂 在 本 地 第 一 个 粉
源植物开花前 23 天开始春繁喂花粉，
当 出 现 第 一 个 8℃ 以 上 暖 阳 天 气 的 中
午时分，蜜蜂就会出巢排泄爽身，此后
越 冬 停 产 的 蜂 王 也 开 始 产 卵 ，标 志 着
蜂群进入了春繁期。春繁期是中蜂养
殖 的 重 要 阶 段 ，因 此 对 中 蜂 饲 料 的 要
求 也 非 常 高 ，此 时 可 以 用 大 豆 粉（炒
熟）、花粉、白糖按 2:2:1 的比例来配制
饲料，在配制时可加适量药物（如土霉
素）来预防疾病。具体做法：将花粉用
开 水 泡 一 下 使 其 变 为 糊 状 ，土 霉 素 用
水 泡 散 放 进 花 粉 中 ，然 后 将 配 制 好 的
花 粉 糊 倒 入 大 豆 粉 中 调 匀 ，最 后 放 入

白糖搅匀后使用筛子筛一下即可。采
取 奖 励 饲 喂 ，在 饲 喂 蜂 群 的 饲 料 过 程
中适当加入氨苄青霉素、病毒灵、维生
素 C、复合维生素 B 预防疾病发生。刺
激蜂王多产卵，工蜂积极采集，促进蜂
群快速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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