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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滑液囊支原体能通过水平传播和垂直传播

引起家禽呼吸道疾病、传染性滑膜炎、蛋壳顶端异

常等。因其能引起鸡群饲料利用率降低、生长发育

迟缓、出栏延时、产蛋量下降等，给养殖场（户）造成

较大的经济损失。目前，我国许多省、市（自治区）均

报道了鸡群感染滑液囊支原体[1]。虽有研究[2]表明，
气管滑液囊支原体分离率显著高于喉拭子，但活体

不能采集气管拭子，故本次检测采集样本为喉拭

子。利用荧光 PCR检测方法，首次对夷陵区规模鸡
场进行鸡滑液囊支原体病原检测，旨在掌握该地区

鸡滑液囊支原体病的发病状况和流行特点，提高养

殖场对该病的认知，为科学制定综合防控措施提供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

夷陵区 44 个规模鸡场（存栏 5 000~20 000
羽），根据养殖量随机采集 10~20份咽喉拭子，共采
集样品 645份。

1.2 检测方法

采用荧光 PCR方法检测滑液囊支原体病原。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品种鸡病原检测

本次共检测规模养鸡场 44个，滑液囊支原体
病原学检测样品 645份，其中 27个肉鸡场共 415
份样品，17个蛋鸡场共 230份样品。由表 1可知，肉
鸡场样品病原阳性率 13.3%，场阳性率 48.1%。蛋鸡
场样品病原阳性率 23.5%，场阳性率 64.7%。结果显
示，蛋鸡场、肉鸡场存在滑液囊支原体感染，且蛋鸡

场样品阳性率、场阳性率均高于肉鸡场，可能原因

是蛋鸡养殖周期较肉鸡长，病原在鸡体内排毒时间

长，鸡群通过水平传播风险更高。据调查，夷陵区肉

鸡养殖主要采用地面平养，少数采用放养，而蛋鸡

养殖均采用笼养。从检测结果来看，无论是地面平

养、放养还是笼养，都能引起滑液囊支原体感染。

2.2 不同区域鸡场病原检测

按照鸡场养殖管理水平、地域、环境等因素，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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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夷陵区规模鸡场滑液囊支原体的流行状况，采用荧光 PCR检测方法对区域内 44个规模鸡场

进行滑液囊支原体检测。结果显示：样品病原学检测阳性率为 16.9%，场阳性率为 54.5%。其中，肉鸡场样品病原

学检测阳性率为 13.3%，场阳性率为 48.1%；蛋鸡场样品病原学检测阳性率为 23.5%，场阳性率为 64.7%。调查结

果表明，夷陵区规模鸡场存在鸡滑液囊支原体感染，且饲养管理水平不高、使用时间长的规模鸡场病原阳性率

高，需要采取种源净化、定期监测、加强养殖场生物安全及饲养管理水平等措施来控制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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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检测场数/个 阳性场数/个
肉鸡 27 13
蛋鸡 17 11

场阳性率/%
48.1
64.7

样品数/份 阳性样品数/份 样品阳性率/%
415 55 13.3
230 54 23.5

表 1 不同品种鸡病原检测结果

夷陵区 13个乡镇分为东部乡镇、中部乡镇、西北乡
镇、坝区乡镇等 4个区域。其中，东部和坝区乡镇规
模养鸡产业发展较成熟，鸡场饲养管理水平较高。

东部乡镇规模养殖以肉鸡为主，兼有蛋鸡；坝区乡

镇规模养殖主要是蛋鸡；中部和西北乡镇规模养鸡

产业起步晚，鸡场设施设备较老旧，多为放养。如表

2所示，4个区域病原阳性率为 12.7%~40.0%，场阳
性率为 40%~100%。其中，西北乡镇病原阳性率和
场阳性率均为最高，其次是中部乡镇、坝区乡镇，东

部乡镇病原阳性率和场阳性率均为最低。表明夷陵

区各区域均存在滑液囊支原体感染，且饲养管理水

平不高的区域病原阳性率和场阳性率均较高。

区域 检测场数/个 阳性场数/个
东部乡镇 30 12
中部乡镇 5 4
西北乡镇 1 1
坝区乡镇 8 7

场阳性率/%
40.0
80.0

100.0
87.5

样品数/份 阳性样品数/份 样品阳性率/%
450 57 12.7
75 16 21.3
10 4 40.0

110 32 29.1

表 2 不同区域鸡场病原检测结果

2.3 不同使用时间鸡场病原检测

按鸡场使用时间不同对病原检测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由表 3可知，使用时间 3年以上的鸡场有
33个，样品阳性率为 21.3%，场阳性率为 66.7%。使

用时间 3年及以下的鸡场有 11个，样品阳性率为
4.7%，场阳性率为 18.2%。使用时间长的鸡场样品阳
性率、场阳性率显著高于使用时间短的鸡场，可能

是因为鸡场饲养时间长，场地消毒不彻底，环境中

表 3 不同使用时间鸡场病原检测结果

存在滑液囊支原体病原残留。

3 防控建议

3.1 种源净化

据调查，夷陵区规模养鸡场多从外地引进鸡

苗。而滑液囊支原体既可以垂直传播、又可以水平

传播，引入后不易清除。故在引进鸡苗时，首选滑液

囊支原体检测阴性场，避免从支原体感染严重的种

鸡场引种。引种前做好监测，严把雏鸡引种关，从种

源开始做好滑液囊支原体净化工作。

3.2 定期监测

规模养鸡场需建立监测制度，定期开展监测；

加强临床巡查，发现异常做到实时监测。及时发现

和淘汰病禽和隐性感染病例，根据监测结果适时开

展免疫、消毒等措施，降低疫病再次发生的风险。

3.3 生物安全

制定科学合理的消毒方案，定期使用高效的消

毒剂进行带鸡消毒和环境消毒，严格执行车辆、人

员、物品等进出消毒。本次检测阳性场建议增加批

间间隔，做好空舍消毒。场内做到净道和污道分离，

避免交叉感染。添置灭蚊蝇灯、挡鼠板、防鸟网等，

减少与野鸟等接触。制定有效的免疫程序和用药方

案，合理使用药物进行预防，并严格遵守休药期。

3.4 饲养管理

回溯调查发现，环境条件差、饲养管理水平不

高的规模养鸡场病原阳性检出率高。为降低感染风

养殖场使用时间 检测场数/个 阳性场数/个
3年以上 33 22

3年及以下 11 2

场阳性率/%
66.7
18.2

样品数/份 阳性样品数/份 样品阳性率/%
475 101 21.3
170 8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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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应从改善养殖条件入手。加装通风、温控设施，

确保鸡舍内温度适宜、光照通风良好。采取全进全

出的饲养方式，确保鸡群良好的均匀度，并控制饲

养密度。选用营养均衡的全价饲料，科学添加多种

维生素、微量元素等，以提升鸡群的抵抗力，禁止使

用霉变饲料。减少应激等诱发因素，降低疫病发生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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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大肠杆菌感染是养殖生产过程中最常见的细

菌感染性疾病之一，不同日龄、品种和性别的鸡都能

感染，尤其是雏鸡和青年鸡，感染率近些年一直居高

不下，集约化水平越高，该病就越容易流行[1]。大肠杆
菌可作为条件致病菌存在，也可以通过外源性途径

感染，通常前者因饲养管理不当所引发，后者则是

生物安全管理措施不到位造成，无论是哪种方式感

染，临床对鸡群的生产性能影响都很大。

1 大肠杆菌简介

大肠杆菌属于肠杆菌科，革兰氏染色呈阴性，

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动物肠腔、河流、湖泊、污水沟、

养殖场环境、衣服表面、空气中悬浮的尘埃粒子等

都能分离到大肠杆菌。该菌虽然分布较广，血清型

众多，但能导致动物和人出现疾病的种类较少，有

些可对食品安全造成威胁。无论是食品还是药物类

制剂产品，大肠杆菌都是必须质控的微生物指标。

对于鸡来讲，临床常感染的大肠杆菌血清型为 O1、
O2、O56、O78、O143等，O代表菌体抗原，不同数字
代表不同的血清类型。大肠杆菌对自然界不良因素

的抵抗力不强，紫外线、干燥、高温、强酸、强碱等都

能轻易将其杀灭，兽医临床常用的消毒剂和常规消

毒方法都能起到快速杀灭作用，在疫病流行期间通

过加强消毒可有效控制疾病的扩散。大肠杆菌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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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鸡大肠杆菌病由致病性大肠杆菌感染引起，呈世界流行，不同日龄、品种的鸡均能感染，一旦发病，给

鸡场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根据病原寄宿的部位不同，将该病分为血液感染型和肠道感染型 2种，病鸡主要表现

全身症状和消化道症状；预防该病需提升鸡场的生物安全管理水平，持续强化鸡场的消毒工作，科学使用药物；对

大肠杆菌敏感的抗生素可用于治疗该病，产蛋鸡群用无抗类产品治疗，防止药物在鸡蛋中形成残留。由于大肠杆

菌血清型较多，免疫时可根据本地经常流行的毒株针对性选择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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