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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动物疫病不仅对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且也危及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搞好动物疫病的防治是确保养殖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
我国已于2007年5月作为主权国家正式加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这标志着我国动物卫生事业同
世界全面接轨。
因此，了解和掌握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法定报告动物疫病防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2007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必须报告动物疫病名录和我国新修订发布的一、二、三类动物
疫病病种名录，编写完成了《动物疫病诊断与防治》一书，以便于广大兽医工作者全面了解和掌握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必须报告动物疫病和我国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的防治知识。
进而加强动物防疫工作，促进养殖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维护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全书共分为两编。
第一编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法定报告动物疫病，第二编为其他重要动物疫病。
　　在编写和审稿过程中，特邀编审、农业推广研究员张和平同志对本书的编写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
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
　　由于我们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有限，书中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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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动物疫病诊断与防治》共分为两编。
第一编为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法定报告动物疫病，第二编为其他重要动物疫病。
动物疫病不仅对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而且也危及社会公共卫生安全。
搞好动物疫病的防治是确保养殖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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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诊断与疫情报告　　根据流行特点、临床症状和剖检病变，不易确诊，必须通过实验室诊断
才能确诊。
　　所有流产牛都应首先怀疑是布鲁氏菌病并进行检查。
当临床症状不具特征时，诊断应调查畜群史。
布鲁氏菌的分离鉴定可作为布鲁氏菌感染的确诊依据，细菌学检查行不通时，必须依靠血清学方法进
行诊断。
缓冲布鲁氏菌抗原试验、补体结合试验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为国际贸易指定试验。
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代替布鲁氏菌分离鉴定方法。
生长特性、血清学和细菌学方法有时需要联合应用。
　　本病为我国二类动物疫病。
发生疫情时，应立即向当地兽医主管部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逐级
上报至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县级以上兽医主管部门通报同级卫生主管部门。
　　四、疫苗与防治　　预防牛布鲁氏菌病使用最广泛的疫苗是由牛种布鲁氏菌19株制备的活菌苗，
与其他疫苗相比牛布鲁氏菌19号疫苗是参考疫苗。
自1996年始，牛种布鲁氏菌RB51株疫苗就成了许多国家预防牛布鲁氏菌病的正式疫苗。
注射本疫苗后1个月可产生免疫力，应对牛、绵羊布鲁氏菌病血清学反应或变态反应阴性者进行免疫
。
　　1.牛：于6～8月龄注射1次；必要时，于18-20月龄再注射1次。
每头颈部皮下注射5毫升。
牛的免疫期为6年。
　　2.绵羊：成年羊需在配种前1～2个月进行注射，每只颈部皮下注射2.5 毫升。
哺乳期的羔羊和怀孕母羊不能注射。
绵羊的免疫期为9～12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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