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于 2007年被国家教育部、财政部确定为国家一百所示范

性高等职业院校立项建设单位。项目实施以来，学院以专业建设为龙头，围绕自治

区经济发展战略定位，按照“专业对接市场、课程对接能力、质量对接需求”的理

念，有针对性地设置和调整专业，积极实践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和课程体系改革。以“开放、合作、包容、共赢”为原则，与区域内近二百家企业实施

校企合作、人才共育。在工作过程中系统化的课程体系建构和工学结合专业课程

建设中，以设备、工作对象、案例、典型产品等为载体，组织教学内容，实施教学，取

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为了推广在课程建设中取得的成效，决定编辑出版部分教

材和实训指导书。

特别感谢合作企业给予学校的大力支持。由于编者水平所限和时间仓促，书

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业内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性

高职院校建设项目教材编写委员会

二○一○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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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从 2003年 SARS在全球引起的恐慌，到近年来发生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猪链球菌病

肆虐，以及 2009年席卷全球的甲型 H1N1流感等重大人畜禽共患疫病，都一次次敲响了

人畜禽共患疫病危害人类健康的警钟，人畜禽共患疫病这一公共卫生问题引起了全社

会、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实际上近 50年来，人类新发现的并引起社会恐慌的所有

传染病，几乎都是动物传染给人的。人畜禽共患疫病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它

已不单是公共卫生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问

题，而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人们不仅想了解疫病如何出现、怎样流行，更想知道怎

么控制。为此，向相关专业的学生和社会公众提供相应的教材并开展积极的教学工作，不

仅可以满足社会需求，奠定学生的职业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全球都不能准确预测人畜禽

共患疫病流行趋势的情况下，适时的专业教育是最有效的干预措施。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和《教育

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意见》的文件精神，结合本课程教学大纲，就我国人畜禽共患疫病及防疫检疫近年研究

取得的新成果、新技术，同时，从人、畜、禽、兽多个角度对人畜禽共患疫病的发生和发展、

临床临症表现、疫病的控制和预防及屠宰加工过程中的卫生与检疫检验等进行了阐述。

世界上已经证实的人畜禽共患感染性疾病有 200多种，我国已发现的也有 100余

种。从如此众多的病例病种当中，根据危害程度和影响面，结合近年来疫病发生发展特

点，在有限的学时限制内，兼顾其他相关课程已有的内容，避免重复，选择了有重大影响

和危害的八大人畜禽共患疫病进行详细研述，在强调掌握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基本实践

技能、基本态度方法”，力求反映“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着力体现“科学性、启发性、实

用性”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技能训练，特别着重强调了培养学生

对常见人畜禽共患疫病的自我卫生防护能力。

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从高等职业教育特点出发，结合当前人畜禽共患疫病的实际，在

重点论述八大疫病的病源、易感动物、传染途径、临床症状、流行过程、临床检查、防疫措

施，介绍了疫病防疫、检疫措施、疫病的免疫接种、动物检疫的分类及实施、宰前检疫、宰

后检疫和处理方法及要点，并对动物性食品的基础知识、动物性食品卫生检疫检验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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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肉蛋乳检疫以及劣质肉的鉴定和处理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是基于目前我国参与

各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机构与人员众多，主要有：一是各级医疗保健机构和疾病控制机

构，职责是负责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和疫情的报告；二是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负责家禽、家

畜、野生动物共患疫病的管理、检疫、防治工作；三是边境卫生检疫机关，负责出入境的人

员、交通工具、运输设备以及可能传播传染病的行李、货物、邮包等物品的卫生检疫，防止

传染病的传出或传入；四是公共场所的卫生监督和管理人员。

在这套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教材重新编写过程中，我们做到了四个方面。

建设一门课程———在 2007年出版的《重大人畜禽共患疫病与防疫检疫》教材的基础

上，不仅重新构建了相关的教学内容，还将全部教学内容制成多媒体教学软件，且主次分

明、详略得当、条例系统，填补了原来教材的不足，目前《重大人畜禽共患疫病与防疫检

疫》课程已经建成宁夏职业技术学院院级精品课。

实现二个结合———强调人医医学知识和兽医医学知识相结合，提倡“人病兽防”“兽

病人防”的全方位综合防治人兽共患病的理念，强调了高频率人畜禽共患疫病检验手段

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动物性食品卫生检验的安全控制特点和动物性食品质量与安全的重

要性，以及防治工作必须依法开展的前提下更要科学、规范、有效地进行；着眼三个有利

于———让学生获得有利于生活的知识、有利于职业发展的知识、有利于学生从“学会”走

向“会学会用”的知识。

服务四大专业———“医”“牧”“检”“管”，本教材主要用于畜牧兽医专业、人医医学及

动物防疫检疫专业的学生使用，也可用于其他专业的学生选修，还可用于规模牧场技术

人员的培训教材，适合动物检疫检验人员、定点屠宰场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的参考使用，

也对重大人畜禽共患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分析、诊断以及疫点疫区的隔离、封锁、扑杀等

工作具有借鉴作用。

本书既可满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需要，又可作为从事动物传染病防治和公

共卫生防疫人员学习的参考书。

本教材在内容和结构上突出了以下几点：一是创新性，本书较好地整合了人医医学

和兽医医学知识，打破专业隔阂，强调“人病兽防”“兽病人防”“资源共享”。二是先进性，

本教材借鉴了当前人畜禽共患疫病及防疫检疫发展的最新成果。三是实用性，本教材摈

弃了同类教材单纯注重课程完整性的传统编写方法，从在校学生和相关专业人员的实际

需要出发，以项目任务为模块，既介绍相关人畜禽共患疫病人病的情况，又介绍畜、禽、兽

病的情况，同时还介绍了两者间的联系。四是通俗性，本教材文字通俗易懂，可操作性强，

每章后都有相关复习思考题、案例分析、实验实训指导，有利于畜牧兽医专业学生自学和

其他专业学生的公选课教学。

每件事情的成功必然是众多参与者的智慧结晶，这本书也不例外。本人特别想提及

的是这本书得益于家父从事人医 30多年的勤奋耕耘，父亲过世前给最初的《重大人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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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患疫病与防疫检疫》提了很多的宝贵意见，在此基础上，经过团队成员的辛苦劳动，这

本《高频人畜禽共患疫病与防疫检疫》终于完成。请允许我把此书献给我那为解除病人疾

苦、治病救人而奋斗了一生的老父亲！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遴选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师生和读者批

评指正。

赵晓瑞

2010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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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炭疽杆菌病

知识目标 1. 了解人、畜炭疽病的概念、流行病学和发病机理
2. 掌握畜炭疽病的症状、病理变化、诊断和防治

能力目标 1. 能够根据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初步判定畜炭疽病
2. 会进行可疑畜炭疽涂片镜检
3. 能进行皮张的沉淀反应

任务一 概 述

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热性、败血性传染病。家畜和野生动

物发病特点是尸僵不全，天然孔流血，血液凝固不良呈煤焦油色。在人体主要从皮肤侵入

引起皮肤炭疽，表现为皮肤溃疡、坏死、焦痂和周围组织的广泛水肿，也可经呼吸道或消

化道侵入引起肺、肠和脑部的急性感染症状、败血症及感染性休克。

一、病原学

炭疽杆菌为两端平直的革兰阳性杆菌，无鞭毛，在普通琼脂平板上长成灰白色、表面

粗糙的菌落，低倍镜下可见菌落边缘呈卷发状。在体内细菌呈单个、成双或短链排列，有

荚膜形成并具较强致病性，不产生芽孢。在体外不适宜的环境下可形成卵圆形的芽孢，芽

孢的抵抗力极强，在干燥状态下可存活 30～50年，在土壤中可存活 10年，附着在皮革、毛

鬃上能存活数年，在腌渍的肉中也能长期生存。经直接日光曝晒 100 h、煮沸 40 min、

110℃高压蒸汽 60 min，以及浸泡于 10%福尔马林液 15 min、新配石炭酸溶液（5%）和

20%漂白粉溶液数日以上，才能将芽孢杀灭。炭疽杆菌繁殖体于 56℃需 2 h、75℃需 1 min

即可被杀灭。常用浓度的消毒剂也能迅速杀灭。

二、发病机制

炭疽杆菌的抗原组成有荚膜抗原、菌体抗原、保护性抗原及芽孢抗原四种。荚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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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是一种多肽，有抑制调理作用，与细菌的侵袭力有关，也能抗吞噬；菌体抗原虽无

毒性，但具有种特异性；保护性抗原具有很强的免疫原性；芽孢抗原有免疫原性及血

清学诊断价值。炭疽杆菌的致病主要与其毒素中各组分的协同作用有关。炭疽毒素可

直接损伤微血管的内皮细胞，使血管壁的通透性增加，导致有效血容量不足。加之急

性感染时一些生物活性物质的释放增加，从而使小血管扩张，加重血管通透性，减少

组织灌注量。此外，炭疽杆菌本身可堵塞毛细血管，使组织缺氧缺血，并导致微循环内

血栓形成。

三、流行病学

（一）传染源

患病的牛、马、羊、骆驼等食草动物是主要传染源，当畜尸处理不当，形成炭疽芽孢污

染土壤、水源、牧地，可成为长久的疫源地。猪可因吞食染菌青饲料，狗、狼等食肉动物可

因吞食病畜肉类而感染，成为次要传染源，炭疽病人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也对动物具有传

染性，但在人与人之间极少发生传播。

（二）传播途径

直接或间接接触病畜的血液、分泌物、排泄物或染菌的皮、毛、肉、骨粉是感染本病

的主要途径。其次经消化道进食染菌食物和水、动物啃咬病死尸体或经呼吸道吸入带大

量炭疽的尘埃、飞沫、气溶胶，可分别发生肠炭疽和肺炭疽。被带菌的昆虫叮咬，偶尔也

可致病。

一般为散发性发生，有时呈地方性流行。夏秋季节易发生，有些地区发生本病是由于

输入病畜产品，如骨粉、皮革、羊毛等而引起。

（三）易感性

各种家畜、野生动物及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易感性。其中草食畜最易感，其中以羊、牛、

马、鹿最易感，水牛和骆驼次之，并多表现为急性败血症。主要是因为炭疽杆菌多存在于

土壤中，食草动物如牛、羊等，吃草时口鼻离地面

很近，而且常常连根拔起，这样很容易把土壤中

的细菌吸入呼吸道，造成全身性的感染。猪有一

定的抵抗力，易感性较低，且常限于局部感染，通

常呈慢性经过。犬、猫感染较少，家禽一般不感

染。实验动物中小鼠和豚鼠最易感。人群普遍易

感，主要取决于接触病原体的程度和频率。青壮

年因职业（农民、牧民、兽医、屠宰场和皮毛加工、

管理运输者等）关系与病畜及其皮毛和排泄物、

带芽孢的尘埃等接触的机会较多，其发病率也较 图 1 炭疽的循环

炭疽芽孢

炭疽的循环

苍蝇
叮咬过被感染的动物

摄取

摄取吸入
吸入

动物粪便和
尸体分解中
的细菌暴露在

氧气中

影响
皮肤

影响
皮肤

004



高。炭疽的循环见图 1。

任务二 畜炭疽杆菌病

一、临床症状

潜伏期一般为 1～5 d，最长 14 d。根据病程长短可分为以下 4种类型。

最急性型：病畜突然发病，眩晕、摇摆、磨牙、全身痉挛，倒卧，呼吸困难，可视黏膜发

绀，全身战栗，心悸。濒死期天然孔出血。病程数分钟至数小时。常发生于绵羊和山羊，偶

见于牛、马。

急性型：牛、马最常见，体温升至 42℃。初期兴奋不安，顶撞人畜或物体，吼叫，后

期精神沉郁，食欲下降，反刍停止，呼吸困难，黏膜呈蓝紫色或有出血小点。初便秘，后

腹泻带血，尿中混有血液，呈暗红色。有的孕畜流产。濒死期气喘，痉挛，天然孔流血，

一般 1～2 d死亡。

亚急性型：病情较缓，常在喉部、颈部、前胸、腹下、肩胛、乳房等部皮肤、直肠或

口腔黏膜等处发生局限性炎性水肿。初期硬物有热痛，后变冷而无痛，中央部可发

生坏死，有时可形成溃疡，称“炭疽痈”。如不及时治疗可转为急性，病程数日至 1

周。马炭疽常呈急性或亚急性，与牛症状相似，急性者有腹痛症状。犬及其他肉食

兽炭疽一般呈严重的胃肠炎及咽炎症状。也有的在唇、舌及硬腭等黏膜发生痈性

肿胀。

慢性型：主要发生于猪，表现咽喉部和附近淋巴结明显肿胀，体温升高，精神和食欲

不振。症状严重时，黏膜发绀，呼吸困难，最后窒息而死。多数表现慢性经过，症状不明显，

宰后可见下颌及肠系膜淋巴结及肺等有病变。只有少数病猪因咽喉部和颈部淋巴结及其

周围组织肿胀，以致出现呼吸困难及采食障碍。有的一侧腮部肿胀（临床上常称之为猪的

“永久微笑症”），严重时致该侧眼睑闭合，个别的半边头部皮肤呈紫红色，也有的蜷伏一

角，或者出现呕吐，停食、拉稀为其特征。

二、病理变化

急性炭疽为败血症病变。尸僵不全，气臌，天然孔有黑色血液，黏膜发绀，血液不凝呈

煤焦油样。全身皮下、肌间、浆膜下胶样水肿。脾肿大 2～5倍，脾髓软化如糊状。肠道出血

性炎症，有的在局部形成痈。

咽炭疽多见于猪，扁桃体肿胀、出血、坏死并有黄色痂皮覆盖，周围胶冻样浸润，附近

淋巴结出血。

肺炭疽局部呈出血性肺变，周围有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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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频人畜禽共患疫病 防疫检疫

三、诊断要点

对在疫源地出现的原因不明的病情发展急剧，高热，迅速死亡，天然孔流血，血液凝

固不良，尸僵不全，出现痈性肿胀、气臌，迅速腐败的病畜，应首先怀疑为炭疽。再结合流

行病学调查、动物发病时间、免疫接种情况，必要时可进行细菌培养、动物接种和炭疽沉

淀反应等实验室检查，可明确诊断。

可疑炭疽病死畜，禁止解剖，可切下一耳朵送检。一般可取末梢血液制片，美兰染色，

镜检，若见有单个或 2～5个连成短链的两端平直的大杆菌，菌体呈蓝色，荚膜呈红色，并

结合临诊特点和死后变化，可诊断为炭疽。

四、防治方法

（一）预防措施

在经常或近 2～3年内曾发生过炭疽的地区的易感动物，每年应做预防接种。常用疫

苗为无毒炭疽芽孢苗（对山羊不宜使用）及炭疽第二号芽孢苗。这两种疫苗接种后 14 d

产生免疫力，免疫期为 1年。另外，应严格执行兽医卫生防疫制度。

（二）扑灭措施

发生本病时，应立即上报疫情，划定疫区，封锁发病场所。病畜隔离治疗，可疑病畜做

预防性治疗，假定健康畜群应紧急免疫接种。

使用抗炭疽血清和青霉素治疗效果最佳。但抗炭疽血清不易购得，实际工作中，使用

大剂量青霉素结合使用另一种抗生素或磺胺嘧啶治疗效果也很好。

全场应彻底消毒，病畜躺卧过的地面，应铲去 15~20 cm厚的土，连同污染的饲料、垫

草、粪便与 20％漂白粉混合后与畜尸一起用不漏水的车辆，运至离村庄较远的地势高燥

地点深埋。

畜舍的地面、墙壁、运动场用 20％漂白粉溶液或 10％热碱水喷洒，按 1 L/m2溶液，连

续消毒 3次，每次间隔 1 h。禁止人畜出入疫区和输出畜产品及草料，禁止食用病畜乳、

肉。在最后一头病畜死亡或痊愈后 15 d时，再进行一次终末大消毒，解除封锁。

任务三 人炭疽杆菌病

人体炭疽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传播：皮肤接触、吸入和食用。皮肤性炭疽是最常见形

式，与吸入性炭疽相比危险要小。经常与牲畜接触的人，如牧民、兽医和加工皮毛的工

人，常患皮肤炭疽。如果吃了患炭疽牲畜的肉（炭疽芽孢杆菌不是煮熟了就能杀死的），

会患肠炭疽。不管哪一种类型的炭疽，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都会发展成败血症炭疽或

肺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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