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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main pathogens of cow abortion in Zhaosu area, Brucellosis and Neosporiasis, were 
studied by literature review,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This experiment 
selected Zhaosu area as the investigation site. From September 2017 to October 2018, 11,538 cat-
tle were serologically tested at 6 test sites in Zhaosu area. Result: 396 cases of Brucella serologi-
cally positive were detected; the positive rate was 3.43%. Among them, area C and F had the high-
est positive rate, reaching 6.32% (174/2752), 5.23% (93/1778), and area E was relatively low, 
reaching 1.32% (26/1956). 66 cases of neosporiasis were positive; the positive rate was 0.57%; 
the positive rate of area A was 0.59%, and the highest positive rate was 1.18% in area F. Conclu-
sion: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epidemiological data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Brucellosis and Neosporiasis in Zhaosu Count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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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查阅文献、统计分析、考证了昭苏地区导致母牛流产的主要病原——布氏杆菌病及新孢子虫

病；方法：本试验选择昭苏地区作为调查点，在2017年9月至2018年10月在昭苏范围6个试验点(区)，
对11,538头牛进行血清学检测。结果：布鲁氏杆菌血清学检测呈阳性的有396份，阳性率3.43%；其中，

C区、F区阳性率最高，可达到6.32% (174/2752)、5.23% (93/1778)；E区相对较低，为1.32% (26/1956)。
新孢子虫病呈阳性的有66份，阳性率0.57%，A区阳性率0.59%、F区阳性率1.18%为最高。结论：为今

后昭苏县开展布鲁氏杆菌病、新孢子虫病的综合防控及研究工作提供相关流行病学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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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布鲁氏杆菌病(Brucellosis)又称马耳他热，地中海热[1]，是由布鲁氏杆菌(Brucella)引起的一种人畜共

患病，以母畜流产、不孕和公畜睾丸炎为特征。新孢子虫病(Neosporasis)是由犬新孢子虫(Neospora caninum)
寄生在犬、牛等动物体细胞内的寄生性原生寄生虫病，其对牛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2] [3]。迄今为止，已

发现犬新孢子虫可进行垂直、水平传播，母牛会持续性垂直传染几代[4]。昭苏县位于伊犁地区西南角，

土地肥沃、水源先足、高山草原，是良好的天然牧场，现计有牛羊牲畜 40 万余只(头) [5] [6] [7]。畜牧业

经济是该地区的支柱型产业之一，也是农牧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几十年来，昭苏地区流产呈不断

上升趋势，其流产率可达 3.5% [8]，昭苏县除了马产业之外，主要以养牛业为主，是以畜牧业为经济支

柱的农业大县，布氏杆菌、新孢子虫病的流行蔓延，不仅给养殖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还会威胁人们身

体健康[9]。因此，进行该地区的流产病因分析，做好病原诊断与防控工作就尤为重要。 

2. 试验材料 

2.1. 血液采集 

采集血清以颈静脉采血的方式。首先将牛赶至保定栏内保定好后，借助 3 米长的保定绳，将牛头双

角根部同保定栏以稍高于牛体的方位紧紧固定，以避免牛头晃动而影响采血操作。采血人在牛体左侧，

先用 75%的酒精棉球对牛颈静脉沟进行螺旋擦拭，进行消毒并刺激血管扩张。擦拭后，左手压迫近心端

颈静脉沟，使颈静脉因血液回流受阻而充分怒张。右手持一次性采血针，在颈静脉怒张最高处，倾斜 45˚
角平稳进针，针头刺入血管出现血液回流时快速将 5 mL 采血管同采血针链接。 

采血完毕后，将采血后的采血管放在采血架上，以避免阳光直射和来回晃动，造成溶血或影响血清

质量。将用过的一次性橡胶手套、口罩、医疗防护服、酒精棉球、一次性采血针等统一处理至生物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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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内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避免扎伤牲畜、传播疾病。 

2.2. 血清制备 

无菌颈静脉采取昭苏县 6 个试验点(A 区，萨尔阔步乡；B 区，夏特乡；C 区，阿克达拉镇；D 区，

昭苏镇；E 区，洪纳海乡；F 区，天山乡；以下统一以字母表示)的牛血液样本 3 mL，将其置于 20℃的生

化培养箱中 3~5 h，待血清自然析出；或将血清置于医用离心机中 2000 r/min 离心 2 分钟取血清，合格的

牛血清应呈现微黄透明状。将血清分装于 2 mL 离心管中，同时记录检测牛的编号、年龄、胎龄，是否有

流产史，放入−20℃保存备检。 

2.3. 检测材料 

布氏菌病试管凝集试验诊断用抗原、布氏菌病虎红平板凝集试验诊断用抗原、虎红平板凝集试验标

准血清均购自哈尔滨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新孢子虫标准阳性、阴性血清由日本国际原虫病研究中心

馈赠，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兔抗牛 IgG 购自北京中杉金桥试剂公司，新孢子虫病 ELISA 检测试剂盒、

PBS 等由新疆农业大学寄生虫实验室组装，显色液购自北京鼎国生物公司。 

2.4. 试验仪器 

DIGICEN20-R 高速离心机购自西班牙 ORTOALRESA 公司，YXQ-LS-50A 立式压力蒸汽灭菌器购自

上海博迅实业有限公司，微量移液器、可调连续加样器、全自动酶标仪购自北京鼎国昌盛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试验用超纯水系统购自美国 Millipore 原厂。 

3. 试验方法 

3.1. 虎红平板试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WS269-2007)进行试验，在阴阳性对照成立的前提下进行结果判

定[10]。 
结果判定：受检血清在 4 min 内出现肉眼可见凝集现象者定为阳性(+)，呈均匀粉红色并无凝集反应

者定为阴性(−)。 

3.2. 试管凝集试验 

试管凝集试验的操作步骤及其比浊管的配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SN/T 
1090-2002 规定的检测方法进行[10]。 

结果判定，确定每份被检血清的效价，结合比浊管进行判读。当阴性血清对照和抗原对照不出现凝

集(−)，阳性血清的凝集价达到其标准效价至少 1 个滴度时，则证明试验成立，可以进行判定。否则，试

验应重做；于 1:100 血清稀释度，出现(++)以上的凝集现象时，被检血清判定为阳性反应。 

3.3. 新孢子虫 ELISA 检测 

犬新孢子虫病血清抗体的检测借助新疆农业大学寄生虫实验室建立的牛新孢子虫血清抗体ELISA试

剂盒，具体检测步骤依照杨帆所建立的新孢子虫病 rELISA 检测方法进行[11]。 
1) 包被抗原：用包被液将犬新孢子虫标准抗原稀释到 6 μg/mL 的剂量后，以每孔 50 μL的量加入到

酶标板内，4℃包被过夜。 
2) 洗涤：将酶标板内包被液弃去，以每孔 300 μL的洗涤缓冲液静置 3 min 进行洗涤，后迅速弃去(减

少板子干燥时间)，如此反复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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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封闭：以含 3%脱脂乳的 PBS 作为封闭液，37℃孵育 1 h，后同步骤 2)进行洗涤。 
4) 加被检血清：以 1:100 的滴度用稀释液将待检血清稀释后，每孔 50 μL的量加入酶标板内，同时

做空白、阴性、阳性对照，37℃孵育 1 h 后，同步骤 2)进行洗涤。 
5) 加酶标二抗：以 1:2000 的稀释滴度用封闭液稀释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兔抗牛 IgG 抗体，每孔

50 μL的量加入酶标板内，37℃孵育 1 h 后，同步骤 2)进行洗涤。 
6) 加底物缓冲液：每孔 100 μL 的量将底物缓冲液加入酶标板内，37℃孵育 10~15 min 后，以每孔

50 μL的量加终止液终止反应，在 OD 值为 430/450 的波长下读数。 
判定标准严格依据试剂盒所携带的说明书判定，对疑似阳性牛进行复检，复检仍为疑似阳性者判为

阳性。 

4. 结果 

4.1. 统计学分析方法 

将检测数据输入计算机，借助 SPSS Statistics 应用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处理，以 P < 0.05 判定为差异

较大，P > 0.05 判定差异不大。 

4.2. 昭苏县布鲁氏杆菌病及新孢子虫病血清学检测结果 

在昭苏县六个试验区进行的大范围母牛流产流行病学普查中，于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0 月期间，

共检测牛 11,538头。布病阳性数 396，阳性率 3.43%，其中C区、F区阳性率最高，可达到 6.32% (174/2752)、
5.23% (93/1778)，E 区相对较低 1.32% (26/1959)；新孢子虫阳性数 66，阳性率 0.57%，A 区阳性率 0.59%、

F 区阳性率 1.18%最高。该地区不同试验点牛布病及新孢子虫病阳性率差异显著(P < 0.05)。详见表 1： 
 

Table 1. Serological detection results of Brucellosis and Neosporiasis 
表 1. 布病及新孢子虫病血清学检测结果 

检测区 
布鲁氏杆菌病 新孢子虫病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A 区 1850 36 1.94% 1850 11 0.59% 

B 区 915 19 2.07% 915 3 0.32% 

C 区 2752 174 6.32% 2752 16 0.58% 

D 区 2284 48 2.10% 2284 9 0.39% 

E 区 1959 26 1.32% 1959 6 0.30% 

F 区 1778 93 5.23% 1778 21 1.18% 

合计 11,538 396 3.43% 11,538 66 0.57% 

4.3. 昭苏县农牧区牛血清样本布病检测结果 

本次试验布病检测以虎红平板凝集试验初检，试管凝集试验复检为准，新孢子虫病检测以 rELISA 的

方式对牧区及农区两大区域的牛血清样本进行检测，发现牧区牛布氏杆菌病阳性率 4.62%、新孢子虫病

昭苏县阳性率 0.70%，农区牛布氏杆菌病阳性率 1.71%、新孢子虫病阳性率 0.38%，牧区显著高于农区。

该地区农牧区牛布病及新孢子虫病阳性率差异显著(P < 0.05)。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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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昭苏县不同养殖方式牛布病、新孢子虫病检测结果 

结合疫病监测血清学采样登记表对养殖方式进行细化分析，发现舍饲牛阳性率最低，为 2.69%、0.36%，

该地区不同养殖方式牛布病及新孢子虫病阳性率差异显著(P < 0.05)。这次细化分析结果跟不同区域阳性

率数据统计相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日常管理对牛疾病防控的重要性。详见表 3： 
 

Table 2. Detection results of Bovine brucellosis and Neosporiasis in different areas 
表 2. 不同区域牛布病及新孢子虫病检测结果 

检测区 
布鲁氏杆菌病 新孢子虫病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农区 4724 81 1.71% 4724 18 0.38% 

牧区 6814 315 4.62% 6814 48 0.70% 

总计 11,538 396 3.43% 11,538 66 0.57% 

 
Table 3. Detection results of Bovine brucellosis and Neosporiasis in different culture methods 
表 3. 不同养殖方式牛布病及新孢子虫病检测结果 

养殖方式 
布鲁氏杆菌病 新孢子虫病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舍饲 2483 67 2.69% 2483 9 0.36% 

放牧 4347 188 4.32% 4347 31 0.71% 

混合 4708 141 2.99% 4708 26 0.55% 

总计 11,538 396 3.43% 11,538 66 0.57% 

4.5. 昭苏地区不同年龄段牛血清样本布病检测结果 

本次检测将被检牛分 2~4 岁、5~8 岁、9~12 岁三个年龄阶段进行布鲁氏菌病的检测数据汇总，结果

发现，5~8 岁为牛布病爆发的高发期，阳性率可达 5.12%，该地区不同年龄段牛布病阳性率差异显著(P < 
0.05)。详见表 4： 

 
Table 4. Detection results of Bovine brucellosis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表 4. 不同年龄段牛布病检测结果 

年龄段(岁) 检测数 阳性数 阳性率 

2~4 2038 6 0.29% 

5~8 4179 214 5.12% 

9~12 5321 176 3.31% 

总计 11,538 396 3.43% 

5. 结果讨论 

昭苏地区 2017~2018 年牛布鲁氏杆菌及新孢子虫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其布氏杆菌、新孢子虫病阳

性率低于 2016 年以前的相关文献记载[12] [13] [14]。分析原因一是昭苏县牲畜品种改良冷链体系建设，

减少了种公牛通过生殖器官传播疾病的可能性；二是昭苏县相关负责单位加大重视力度，积极组织乡兽

https://doi.org/10.12677/acrpvm.2019.81002


李仿鑫 等 
 

 

DOI: 10.12677/acrpvm.2019.81002 14 亚洲兽医病例研究 
 

医站进行采血送检，对确认感染牛迅速隔离扑杀；三是昭苏县在自外地调入家畜过程中，各相关部门密

切配合，经布病检查阴性、出具相关阴性诊断报告才能通过。引进动物时进行产地检疫，隔离观察两个

月，并两次血清学为阴性者，方可引进[15]。四是对牛场附近犬、猫等新孢子虫宿主严格驱离，禁止其接

触草料场、饮水处，减少其同牛只接触的机会，以达到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进而降低感染率的

目的。 
在将昭苏县阳性牛依养殖方式、流调地区进行细化分析中发现，牧区明显高于农区，混合饲养明显

高于单纯舍饲或放牧。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混合饲养流动性大，昭苏县多是春夏季节在夏草场，秋

季在秋草场，冬季舍饲。在转群过程中大群牛混在一起，很少有牧民主动对粪便、饮水等进行消毒，为

疾病的传播创造条件。二是牧区牛只多在深山中放牧，难以进行有效的同期发情、人工授精计划，所以

牛大多自然交配，造成一头种公牛感染一群的现象。 

6. 结论 

目前我国对布氏杆菌病的防控多以预防为主的方针，通过对非疫区家畜的严格监管、科学免疫，对

疫区家畜采取免疫与阳性畜扑杀结合的方式控制布氏杆菌病的发生及流行[16] [17]。对于跨省市动物的布

病检测，应在初检无阳性后，于 30 天后再进行复检，复检无阳性后方可混群。现在各省市开展动物布病

检测工作大多以虎红平板凝集试验为初检，初检阳性再进行试管复检确认[18] [19]。目前经实践检验，行

之有效的是猪二号布病菌苗，对于牛只用法包括喂服、饮服和注射，免疫周期为 1 年；而对于牛新孢子

虫病的感染特效药、疫苗仍在研制阶段。 
动物检疫、疫苗接种、阳性畜的淘汰及扑杀等综合防治措施的落实力度不够，进而导致布病的发病

率呈上升趋势。昭苏县家畜主要以放牧饲养为主，同时阳性畜同牧民长期接触，导致人畜共患病的发生。

本次流调结果：放牧饲养的牛阳性率高于舍饲饲养的牛，证实病原同饲养管理条件，日常防疫防控制度，

兽医从业人员的水平是密切相关。另外，可通过公共媒体及宣传册等方式宣传布病及新孢子虫病防控知

识，增强牧民对该病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上级相关部门应加强对牧民及技术人员的技术

培训，以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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