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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氏菌病

一、什么是布鲁氏菌病?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是布鲁氏

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的传染疾病，也

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感染布病的

家畜是人类布病的主要传染源，此外

不少野生动物也可作为传染源，布病

可以经消化道、皮肤粘膜、呼吸道等途

径侵入人体而感染和发病；它能引起机

体菌血症、毒血症和神经、循环、生殖免

疫系统的损害，尤其是骨关节系统的损

害，如果不能早期发现和及时治疗，此

病容易转为慢性。

布病在我国民间也被称为“波浪

热”“流产病”“懒汉病”或“爬床病”等。

二、布病的主要传染源
布病主要传染源是患布病的家畜

以及患布病的啮齿类动物，如羊、猪、

鹿、马、骆驼、狗、鼠等。

三、布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1.经皮肤粘膜接触感染：如接羔、

饲养、放牧、皮毛加工、屠宰、挤奶时直

接接触病畜污染的环境及物品(如水源、

污染的空气、土壤草料、工具)而感染；

2. 经消化道感染：食用被布鲁氏

菌污染的食品，饮水或食生乳及未熟

的肉、内脏而感染；

3.经呼吸道感染：打扫畜圈卫生、

饲养放牧时吸入了布鲁氏菌污染的空

气飞沫、尘埃而感染。

四、布病的易感人群
人类对布鲁氏菌普遍易感。不同

人群布病感染率的高低，取决于接触

牲畜及其产品等传染源的机会多少，

畜牧业、屠宰业、养殖业、皮革加工、兽

医、从事布病实验室操作的专业人员

等行业人群，是布病的高危人群。多

数布病患者及时治疗，方法得当，一般

都可治愈，所以为防止布病由急性转

为慢性，反复发作，影响身体健康，患

者应遵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原

则，以抗菌为主，“早期、联合、足量、

全程”规范用药。同时注意休息，加强

营养。

五、布病的预防
认真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1. 布病主要由病畜传染给人的。

为了预防布病，除淘汰和管理好病畜，

提高家畜的抵抗力外，在接触家畜、畜

产品时，做好个人卫生防护，切断布鲁

氏菌的传播途径，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手段之一。

2.接羔助产人员、畜牧兽医、屠宰

人员、畜产品收购人员、畜产品加工人

员、在工作时，要戴好防护口罩、帽子

和手套，穿上工作服、防护用具等物品

应保持清洁，并进行消毒，注意食品卫

生，工作后要用肥皂水洗手，不吃生冷

或半生半熟的奶及奶制品及牛羊肉；

接羔助产员，不应徒手抓拿胎羔，流产

胎羔要烧毁或深埋，不得到处丢弃。

若出现布病可疑症状，要及时就医，早

期确诊，尽快治疗。

3. 管理好水源，避免污染：人、畜

饮水分开，勤通风。

4. 防止经呼吸道感染：布鲁氏菌

可悬浮于空气中，随空气尘埃经呼吸

道进入人体内。从事布鲁氏活菌苗研

制、生产和使用的人员，在工作场所时

应按规定着装、戴口罩做好对工作现

场的消毒工作。

5. 接种疫苗：给牛羊等家畜定期

接种布鲁氏菌疫苗，可有效预防布鲁

氏菌病。

一、什么是包虫病?
包虫病是一种古老的疾病，又称

棘球蚴病，是细粒棘球绦虫的幼虫寄

生于人体或牛羊等动物体内所引起的

一种人畜共患的具有地区传播流行特

征的寄生虫病，狗为终末宿主，羊、牛

等为中间宿主，人因误食虫卵成为中

间宿主而感染包虫病。常累及患者

肝、肺、脑等组织器官，导致患者出现

多种不同症状。包虫病呈世界性分

布，多见于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我国

以囊型包虫病和泡型包虫病最为常

见，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四川、新疆、青

海、宁夏、甘肃等省份。

二、包虫病有哪些表现?
包虫病对病人所造成的直接危害

主要是机械性压迫和毒素的中毒反应，

其危害程度与包虫病囊肿的寄生部位、

大小、数量、性质及并发症关系密切。

我省包虫病多为肝脏包虫病、肺包虫

病，人得了肝包虫多合并门静脉高压，

肝脾增大、腹水、衰竭、消瘦，丧失劳动

力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

三、人和牛羊等食草动物是如何
感染上包虫病的?

人与牛羊等食草动物都对包虫病

易感，只要生活在包虫病流行区，尤其

是高发流行区内，随时都有误食棘球

绦虫而感染上包虫病的可能。

棘球绦虫的成虫寄生在狗、狼和

狐狸等食肉动物小肠内，到了一定时

期，就会不断地随动物粪便排出大量

虫卵，散布到周围环境中。牛羊等食

草动物很容易在吃草时食入虫卵污染

的草或在喝水时饮入被虫卵污染的水

而感染患病。人则通过被污染的水源

和食物，也可通过玩狗、捕猎野生动物

等方式而误食虫卵。虫被误食后首先

进入肠壁血管内，这样就被血液循环

带到身体的许多脏器或组织里，慢慢

生长发育成一个充满液体的囊型包

虫，或者呈浸润生长成像癌症一样可

怕、临床上有“虫癌”之称的泡型包虫。

四、如何防治和控制包虫病?
通过以下几点可以预防包虫病:

不与犬、狐、猫等传染源密切接触，不

和狗玩耍；严禁使用牛羊带病脏器喂

犬，对所发现的牛羊病变脏器进行焚

烧或深埋；定期对家犬进行药物驱虫；

注意饮食卫生，严把“病从口入”关口，

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良好卫生习

惯；定期进行体检。

为进一步做好包虫病防治工作，

我省面向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积极开

展包虫病防治宣传“12345”品牌创建

活动，有效阻断包虫病流行蔓延。

什么是“12345”？

1.“一驱”就是家犬一月一驱虫；

2.“二要”就是要吃熟食、要讲卫生；

3.“三不”就是不玩犬，不喝生水、

不用牛羊有病脏器喂犬；

4.“四勤”就是勤洗手、勤查体、勤

扫除、勤埋大粪；

5.“五能”就是能支持包虫病防治

工作，能参与包虫病防治活动，能学习

包虫病防治知识，能宣传包虫病防治

政策，能改变不良风俗和习惯。

包虫病

饮茶型地氟病防治科普知识

一、什么是饮茶型地氟病？
饮茶型地氟病是由于人长期大

量饮用高氟砖茶而引起的以牙齿发

黄和腰腿疼痛、全身关节疼痛、关节

活动受到限制、僵硬、骨骼变形，甚至

瘫痪的一种全身性的慢性中毒疾

病。患有饮茶型地氟病的人常会出

现氟斑牙和氟骨症等症状。

二、为什么会得饮茶型地氟病？
氟是人体正常生长发育必需的

微量元素，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从饮食

中摄取一定量的氟。缺少氟时儿童

就容易得龋齿，而长期饮用高氟砖茶

会导致人群氟摄取过量而发生地氟

病。饮用高氟砖茶熬制的奶茶、砖茶

水或食用砖茶水制作的糌粑自古为

西部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必需品。8—16 岁人群总摄氟量超

过 2.4㎎/d，16岁以上人群总摄氟量超

过 3.5㎎/d，就会出现氟斑牙，总摄氟

量达 14㎎/d，就会出现氟骨症。一些

地区牧民每日饮茶量可达 2—4升，茶

水平均氟含量在 2—4㎎/L，平均每人

每日砖茶氟摄入量 6—16㎎，占总氟摄

入量 90%以上。

三、怎么样预防饮茶型地氟病？
预防饮茶型地氟病是不饮或少

饮高氟砖茶，大力推广氟含量较低的

优质砖茶，在饮茶型地氟病流行区大

力宣传氟砖茶对健康的危害，提高居

民的自我保护意识，教育农牧民少喝

氟含量高的砖茶，选择色香味接近，

氟含量较低的低氟砖茶，或减少茶的

用量及熬煮时间等方法减轻饮茶型

地氟病的危害。改善生活条件，补充

必要的营养，合理平衡膳食，适当补

充钙、维生素 B和维生素C摄入量，对

预防饮茶型地氟病有比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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