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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羊痘是严重危害绵羊生长的

一种病毒性传染病，以皮肤和粘膜

上发生特异性的痘疹为特征。该病

传播快，所有品种、性别和年龄的绵

羊均可感染，细毛羊、土种羊和羔羊

最敏感，病死率高，主要流行于春

季。气候冷暖异常、饲喂枯草和饲

养管理不良等原因，常可促进发病

和加重病情，必须科学加以防治。

临床症状：病羊体温升高，呼

吸、脉搏加速，甚至出现呼吸困难，

眼结膜潮红、肿胀并流泪，流黏性鼻

液，食欲废绝或减少，精神萎靡不

振。持续1天-4天后出现痘疹，多

发生于唇、鼻、眼、乳房、四肢内侧等

无毛或少毛处。开始为红斑，后转

为丘疹，类似于球状突出于皮肤表

面，指压褪色，几天后可变为水泡，

中央呈脐状，之后逐渐干燥，形成黄

色痂皮脱落，并留下红斑。如果发

病过程中没有出现继发感染，可在2

周-4周内痊愈；有的病例典型症状

不明显，仅见体温升高，流鼻涕，有

少量痘疹出现或呈硬结状，不易查

觉，可在几天内自行脱落；有的病例

全身症状较重，出现脓疱融合或出

血，常继发败血症而死亡，死亡率可

达30%-50%。

治疗方法：确诊为本病后，立即

将病羊隔离，封锁疫点和疫区，进行

严格消毒。第一，对于良性经过的，

一般不用特殊治疗，只需加强护

理，必要时进行对症治疗。可用

2%来苏儿、0.1%高锰酸钾溶液或

0.5%鞣酸溶液冲洗痘区，再涂以碘

甘油或抗生素软膏。第二，适当选

用青链霉素等抗生素进行治疗或

在饲料中拌入0.2%土霉素原粉，可

有效预防继发感染，用量视发病轻

重而定。第三，对于恶性病例，在条

件许可的情况下，可皮下或肌注康

复羊的血清，每千克体重1毫升，治

疗效果明显。

预防措施：绵羊痘的防治原则

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

原则。第一，加强饲养管理，春季

注意防寒保暖，防止天气变化、雨

淋等应激刺激，注意保持圈舍清洁

卫生和干燥，每月用25%草木灰水

或20%石灰水消毒一次。第二，对

新购入的羊只，须在指定场所隔离

观察 21天确定健康后，方可混群

饲养。第三，不论羊只大小，每年

初春注射羊痘鸡胚化弱毒苗一次，

免疫期达一年。第四，病死羊尸体

必须做好无害化处理，饲养圈舍、

用具及污染物彻底消毒。 （青海）

近年来，甘肃省庄浪

县以数字化赋能平凉红

牛产业链，为牛产业发展

注入科技力量，实现精准

喂养、信息化管理、综合

利用，让平凉红牛产业更

加“牛”劲十足。

走进总投资 6000

万元的南湖镇 2000 头

平凉红牛养殖小区，20

栋现代化、标准化钢结

构牛舍整齐排列，洗消

中心、体检中心、重胎母

牛护理中心、犊牛月子

护理中心等一应俱全。

据悉，养殖小区依

托大数据管理平台和体

检中心，采取智能饲喂、

智能体检、智能孕情诊

断和智能环境监测，实

现牛场信息采集自动

化、生产管理智能化，有

力引领促进了庄浪县牛

产业由传统饲养向现代

化养殖方式的转变。据

介绍，目前养殖小区已

经全面建成投用，投放

红牛500头。体检中心

对牛每半个月进行一次

体检，通过电子耳标对

牛的体重、每天的食饲

量等进行全面的监控。

同时，养殖小区采

取“龙头企业+养殖户+

银行+保险+市场营销”

五位一体的“订单代养”

模式，极大降低了群众

发展牛产业的资金门槛

和风险。“这个模式的核

心是用利益把企业、农

户、银行、保险有机联结

起来，既能防范风险，又

能解决农户资金短缺等

问题，更能示范带动全县

所有养殖场大力发展现

代化养殖产业。”养殖小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赵军宝）

在春季的阴雨天尽

量不要用水冲猪舍，以

防湿度过大。打扫卫生

主要以扫或铲的方式进

行。应控制猪舍内消毒

的次数，避免因消毒次

数多而导致猪舍内过于

潮湿。当猪舍干净与干

燥两方面不能同时保证

时，要优先保证猪舍内

的干燥。

保证猪舍温度。仔

猪的健康生长需要较高

的环境温度，除注意及

时开关门窗外，可采用

保温箱等进行升温，也

可依情况在猪舍内安装

暖风机、地暖等。

防止饲料霉变。饲

料要保存在防潮通风的

地方，一次不要购买过

多。饲料要有序放置，

保证先购买的饲料先用

完。另外，建议饲养员

要熟悉饲料的气味，新

购回来的饲料首次打开

时，用鼻子仔细闻一闻，

记住新鲜饲料的气味，

当使用一段时间后，如

果饲料气味发生明显改

变时，则应停止

给猪喂食。

科学做好
仔猪调运。春

季外购小猪时，

要避开阴雨天

气，以防低温和

潮湿天气对仔

猪产生不利影

响。仔猪外购

回来的前两天

不要饲喂过多，

6成-7成饱即

可，但要保证饮

水充足。

切实加强
转群管理。仔

猪在断奶转群

后，因不熟悉环

境有可能饮水

饮得不够，特别

是在阴雨寒冷天气，仔

猪在保温箱内不愿出

来，会加重饮水的不

足。早春阴雨天气断奶

时，建议断奶后的前 3

天，临时在栏舍放置饮

水盆，按时向饮水盆中

加入热的干净水。

（余兴龙）

家兔感冒多由于气候变化、冷

热不均、兔舍潮湿、通风不好、剪毛

后受凉所致。该病如不加以防治，

将造成一定损失。

症状。家兔感冒，属于常见的

一种呼吸道疾病。主要症状表现

为：精神不振、食欲减退、初期流水

样鼻涕，以后变得黏稠，鼻腔有奇痒

的感觉。前爪常搔鼻、体温升高至

40℃以上，四肢、鼻端、耳尖发凉，经

常咳嗽、打喷嚏，呼吸明显加快，伏

笼且不爱活动。

重病兔体温高达40℃以上，饮

食废绝、咳嗽加剧、呼吸困难，如治

疗不及时，容易引起支气管炎、肺炎

和其他并发症。感冒

具有传染性，流行传

播速度快，主要通过

空气、食具传播。死

亡率在10%-15%，尤

以两月龄仔兔发病居

多，主要病因是由于

天气变化异常，家兔

受寒而导致发病。

治疗方法。隔离

病兔，加强管理，放到保暖条件好的

地方进行治疗，喂给鲜嫩青草和高

蛋白饲料。

口服阿司匹林1片＋银翘解毒

丸半粒＋土霉素 1片＋氯霉素半

片＋感冒通半片＋氯化铵1克，每天

2次，连服3天，幼兔药物减半，也可

以按照人服感冒药物1/4服用。

为了预防病情恶化导致其他并

发病，可注射抗生素。 （李秀芝）

春季如何防治绵羊痘

“数字”养牛后劲足

家兔感冒防治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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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万头智慧猪场、8栋现代全

密闭大跨度猪舍、多级生物安全保

障体系、有机肥发酵棚及有机肥生

产线…… 日前，笔者走进位于广西

贵港市港北区武乐镇的贵牧生猪养

殖示范区看到，这里处处都充满着

有别于传统养猪产业的现代感与科

技感。

这个以工业化养猪为发展思路

的智慧猪场，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等技术，集规

模化、标准化、信息化、自动化、智慧

化于一体，推动生猪特色养殖从原

来的传统养殖模式转变为高产、高

效、低耗、优质、生态和安全的智慧

畜牧模式。

近年来，港北区搭乘数字农业

的快车，率先在贵牧生猪养殖示范

区试点建设智慧猪场，拓展5G+数

字化养殖场景应用，为猪场筑起‘智

慧巢’、装上‘智慧脑’、换上‘智慧

芯’，以科技创新开启养殖新模式，

打造智慧农业新样板。

据悉，贵牧生猪养殖示范区结

合生猪生活习性，仿真模拟设计猪

场，将地面做成特殊纹路的粗糙面

及3%的坡度倾斜，引入自动机械刮

粪系统、自动机械料线输送系统、自

动机械通风降温和温控系统等高标

准的生产硬件设施设备，采用无级

光照调节系统，满足育肥猪不同生

长阶段对光照的需求，形成节约型

环保养殖模式。

同时，该示范区安装各类环境

收集感应器和AI盘点估重系统与

饲料精准饲喂系统等四大智慧管

理模块，通过物联网、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等现代信

息技术与养猪业跨界融合，对猪场

的生产数据进行深度串联与多维

度分析，实现对生猪养殖环节的环

控、饲喂、病疫、预警事件和猪场生

物安全防控等各阶段形成闭环管

理与监控，形成互联网+物联网智

能化养猪的新模式，实现育肥猪生

产全过程的信息感知、定量决策、

智能控制、精准投入、个性化服务

的全新育肥猪生产方式，生猪饲养

还能全程可追溯管理，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减少过去人力监测管理

的疏忽和漏洞。该示范区负责人

周艺说，他们可通过手机去管理猪

场，在手机上就能看到生猪的各项

指标、饲料情况，这种智慧养殖模

式，省心省力，还可降本增效。目

前，该示范区生猪存栏2.1万头，年

出栏生猪4万头。

周艺粗略细数了智慧养猪的好

处，与传统养殖相比，人均饲养量从

过去400-500头生猪提高到现在

4000-5000头，生产效率提高了8

倍；生猪饲养密度每头降至0.7-0.8

平方米，管理人员管理时间缩短了

7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了20%以

上，生物安全生产管理漏洞行为降

低了80%以上，工业化养猪降低大

量人力，带来了高效经济效益。

该示范区还通过安装智能感知

收集系统，全程对舍内温度、湿度、

氨气浓度、二氧化碳浓度、风速、光

照强度等环控进行监测并对比，摸

清环控数据对生猪养殖影响，针对

性建设生物有机肥发酵棚及有机肥

生产线，全量化资源化利用猪场粪

污，形成“猪-沼-果-蔬-林”的生态

循环模式，推动现代生猪产业及有

机农业的发展，实现农业增效。

（据广西新闻网）

智慧养猪 降本增效
与传统养殖相比，生产效率提高了8倍；管理时间缩短

了7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了2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