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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养鸽历史悠久，鸽经驯化分为信鸽、肉鸽和观赏鸽。随

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赛鸽和肉鸽产业得到了蓬

勃发展。信鸽竞赛是我国的传统体育赛事，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

据中国信鸽协会统计，2015 年我国信鸽爱好者超过 150 万人，每

年新增幼鸽 2 000 万羽左右，各类比赛机构近 6 000 家（俱乐部、

公棚、协会等），其产值超过 1 000 亿元。鸽是传统的滋补珍品，

肉鸽养殖业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其产量和产值已位居特禽养殖

之首，成为继鸡、鸭和鹅之后第四大禽类养殖产业。据中国畜牧

业协会家禽分会统计，2015 年肉种鸽存栏量突破 5 000 万对，年

产商品乳鸽 7.5 亿只以上，产值突破 300 亿元。

随着鸽饲养数量的增加和流通交易的频繁，鸽病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复杂。为此，中国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组

织了 30 多位从事鸽病研究的专家、具有丰富临诊经验的一线技

术骨干共同编著了《鸽病防治图谱》一书。在编写过程中，作者

们充分利用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使介绍的鸽病防治知识

既科学严谨，又通俗易懂。书中收集了大量临诊症状和病理变化

图片，症状典型、直观易懂，可帮助读者快速诊断鸽病，并及时

采取措施。

1



鸽病防治图谱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江苏威特凯鸽业有限公司、泰州

立春食品有限公司、南通天之鹿鸽业养殖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威

力信鸽有限公司等单位及众多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并

提供了大量素材和极富价值的图片，借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虽然本书在文字撰写、图片遴选方面都做了精心准备，并进

行了创新性尝试，但受收集材料和编者认识的局限性，书中一定

会有不够全面甚至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指正！

	 赵宝华

	 2017 年初春于扬州

2



目　录

第一部分　鸽病综合防治技术

一、鸽病防控的原则……………………………………………2

二、鸽传染病基本知识…………………………………………3

三、构建生物安全体系…………………………………………6

四、建立严格的消毒管理制度…………………………………9

五、做好免疫接种和药物防治……………………………… 16

六、认真执行检疫、隔离和封锁…………………………… 21

七、切实提高疾病诊断水平………………………………… 23

八、实行无害化处理措施…………………………………… 26

第二部分　鸽病毒性传染病

一、鸽新城疫………………………………………………… 30

二、鸽痘……………………………………………………… 46

三、禽流感…………………………………………………… 54

四、鸽腺病毒感染…………………………………………… 61

五、鸽圆环病毒感染………………………………………… 66

1



鸽病防治图谱

六、鸽Ⅰ型疱疹病毒感染…………………………………… 70

七、鸽轮状病毒感染………………………………………… 75

第三部分　鸽细菌、支原体、衣原体和真菌性传染病

一、鸽大肠杆菌病…………………………………………… 80

二、鸽沙门菌病……………………………………………… 91

三、禽霍乱…………………………………………………… 98

四、鸽葡萄球菌病…………………………………………… 104

五、鸽支原体病……………………………………………… 109

六、鸟疫……………………………………………………… 115

七、鸽曲霉菌病……………………………………………… 121

八、鸽念珠菌病……………………………………………… 128

九、鸽黄癣…………………………………………………… 133

第四部分　鸽寄生虫病

一、鸽毛滴虫病……………………………………………… 138

二、鸽球虫病………………………………………………… 143

三、鸽弓形虫病……………………………………………… 148

四、鸽血变原虫病…………………………………………… 151

五、鸽蛔虫病………………………………………………… 154

六、鸽毛细线虫病…………………………………………… 157

2



目　录

七、鸽绦虫病………………………………………………… 160

八、鸽棘口吸虫病…………………………………………… 164

九、鸽虱病…………………………………………………… 166

十、鸽蜱螨病………………………………………………… 169

第五部分　鸽营养缺乏症与代谢病

一、鸽蛋白质缺乏症………………………………………… 174

二、鸽水缺乏症……………………………………………… 176

三、鸽维生素 A 缺乏症… ………………………………… 178

四、鸽维生素 B1 缺乏症… ………………………………… 183

五、鸽维生素 B2 缺乏症… ………………………………… 185

六、鸽烟酸缺乏症…………………………………………… 187

七、鸽维生素 B6 缺乏症… ………………………………… 188

八、鸽叶酸缺乏症…………………………………………… 190

九、鸽维生素 B12 缺乏症…………………………………… 191

十、鸽维生素 C 缺乏症……………………………………… 193

十一、钙磷 - 维生素 D 缺乏症… ………………………… 194

十二、硒 - 维生素 E 缺乏症… …………………………… 198

十三、鸽痛风………………………………………………… 202

十四、鸽啄食癖……………………………………………… 204

3



鸽病防治图谱

第六部分　鸽中毒性疾病、普通病及胚胎病

一、黄曲霉毒素中毒………………………………………… 208

二、鸽磺胺类药物中毒……………………………………… 214

三、鸽有机磷农药中毒……………………………………… 217

四、热应激…………………………………………………… 221

五、鸽嗉囊病………………………………………………… 222

六、顽固性腹泻……………………………………………… 225

七、鸽胃肠炎………………………………………………… 227

八、鸽肺炎…………………………………………………… 228

九、鸽创伤…………………………………………………… 230

十、鸽胚胎病………………………………………………… 233

主要参考文献………………………………………………… 244

4



1

第一部分　鸽病综合防治技术

鸽为何生病？会生哪些病？病在鸽群中是如何传播的？如何有

效控制疫病的发生？本部分内容将为您解开这些疑问，从而有助于

防控鸽病的发生。

鸽病综合防治技术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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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鸽病防控的原则

鸽病防控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树立“养防并重，预防为主”的鸽病防控理念 ：加强饲

养管理，防止病从口入。饲喂的饲料要全价、优质、新鲜，饮用水

要清洁、卫生、安全。搞好鸽场内外环境的清洁卫生和消毒工作，

如料槽、水槽要经常清洗，垫料要及时清洁，鸽舍要保持干净和

干燥，勤清鸽粪，以降低病原微生物数量。做好疫苗接种和合理预

防用药，以提高鸽的抵抗力。建立完整的生物安全体系，防止病原

微生物的侵入、扩散和传播。

（2）做好疫苗免疫工作 ：疫苗免疫是有效防控重大动物疾病暴

发与流行的重要举措。良好的免疫可使后代拥有较好的母源抗体，

以增强乳鸽早期抵御病原微生物侵害的能力，保证较高的成活率。

为此，应加强免疫抗体的监测工作，通过了解鸽的母源抗体水平和

鸽群的免疫水平，结合本场疾病流行特点和疫情实际发生情况，制

定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

（3）建立疾病快速、准确诊断技术体系 ：采取综合性检查，对

发生的疾病尽早尽快确诊。首先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诊观察和病

理剖检变化做出初步诊断，并采取应急控制措施。同时，采集相应

病料送实验室检查（病原学、血清学、药敏试验等），以便准确诊断，

从而采取针对性防治措施。

（4）重视种鸽疾病的净化 ：鸽沙门菌病、支原体感染等垂直传

播的疾病，一旦在鸽群存在就很难根除，治疗也很困难。只有从种

鸽下手，通过自繁自育，加强检疫、淘汰和净化等方式，建立支原

体、沙门菌等阴性种鸽群。

（5）建立疫情监测和报告制度 ：加强疫情监测工作，做好疫情

的预测、预报工作，一旦发生严重的传染病流行时，应采取紧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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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措施，隔离病鸽，烧毁或深埋死鸽，环境及饲养用具彻底消毒。

及时消灭病原微生物，可防止病原扩散、减少发病、降低损失。 

二、鸽传染病基本知识

1. 传染病的概念

凡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具有一定潜伏期和临诊表现，并具有

传染性的疾病，称为传染病。传染病通常有细菌性传染病（如鸽大

肠杆菌病）和病毒性传染病（如鸽新城疫）之分。

2. 传染病的特征

（1）由特异的病原微生物引起。

（2）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

（3）被感染的机体发生特异性反应。

（4）耐过的动物能获得特异性免疫。

（5）具有特征性的临诊表现。

（6）具有明显的流行规律，如有明显的周期性或季节性。

3. 传染病流行的基本环节

传染病流行过程的 3 个基本环节 ： 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性

（图 1-1）。

（1）传染源 ：也称传染来源。

是指某种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在

其中寄居、生长、繁殖，并能排

出体外的活的动物机体。通俗地

讲，传染源就是患病鸽和病原携

带者。鸽在急性暴发疾病的过程

中或在病情转剧期可排出大量病 图 1-1　传染病流行示意

传染源 易感动物

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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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微生物，故此时危害最大。当然传染源还有带菌（毒）家禽、昆虫、

鸟类、老鼠等。

（2 ）传播途径 ： 指病原微生物由传染源排出后，经一定的方式

再侵入其他易感动物的途径。

（3 ）易感性 ： 指鸽对于某种传染病病原微生物感受性的高低。

通俗地说，鸽对某种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容易感染的程度。这是鸽

病发生与传播的第三个环节，直接影响到传染病是否造成流行以及

疫病的严重程度。易感性的高低主要与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毒力强

弱有关，同时还与鸽的自身遗传特性（内因）、饲养管理水平（外因）

和特异性的免疫状态（外因）有关。为此，应注意选择优良的品种

或品系，加强饲养管理（如保证饲料质量，保持鸽舍清洁卫生，定

期清理粪便，避免拥挤、饥饿等应激，合理通风，及时进行预防性

给药和疫苗免疫接种，做好检疫、隔离工作等）， 就可以提高鸽特异

性和非特异性免疫力，增强对疫病的抵抗力，降低对病原微生物的

易感性，减少发病的风险。

4. 传染病的传播途径

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可分为垂直传播和水平传播两种类型。

（1 ）垂直传播 ： 由于种鸽患病，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参与下，

通过种蛋将细菌或病毒等病原微生物纵向传播给下一代，造成下一

代自小就带有来自亲鸽的病原微生物（ 图 1-2）， 引起生病， 如鸽沙

门菌病、支原体感染等。

图 1-2　疫病垂直传播

曾祖代 祖　代 父母代 商品代
种蛋传播 种蛋传播 种蛋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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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平传播 ： 外界（ 包括种鸽身上）的病原微生物以横向方

式传染到健康鸽身上（图 1-3），引起感染发病。主要通过以下途

径传播。

图 1-3　疫病水平传播

患病鸽

正常鸽

物
品
传
播

直
接
传
播

生
物
传
播

空气

① 通过病鸽传播 ： 现在养鸽大多实行了规模化、集约化方式，

饲养数量多、密度大，一旦发生疫情，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置，

病鸽及一些亚健康的鸽会通过污染饲料、饮水、空气等途径或通过

直接接触方式而感染鸽场内的其他鸽，导致全场鸽感染而使疫情扩

散和蔓延。

② 通过人员传播 ： 饲养人员、工作人员、参观者等未经严格消

毒就进入鸽场，会将外界病原微生物带入鸽场。

③ 通过空气传播 ： 在鸽舍通风不良、鸽群密度过高等情况下，

病原微生物吸附于灰尘中，健康鸽吸入后引起发病，如鸽疱疹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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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衣原体感染等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飞沫传播。

④ 通过物品传播 ： 被病原微生物污染过的饲料、饮水、食槽、

水槽、车辆、器具等都是传播鸽病的重要途径，如鸽新城疫、鸽大

肠杆菌病、鸽沙门菌病、鸽腺病毒病等以消化道为侵入门户的传染

病主要通过这种方式传播。

⑤ 通过其他生物传播 ：其他生物主要有蚊子、苍蝇、鸟、猫、老鼠、

黄鼠狼和体外寄生虫等。它们都是疾病传播者，能将病原微生物在

鸽之间传播，也会将外界的病原微生物带入鸽群，如飞鸟能将鸽场

外的新城疫病毒带入鸽场内，蚊虫通过叮咬而传播鸽痘病毒。

三、构建生物安全体系

构建生物安全体系是指防止把引起畜禽疾病或人兽共患病的病

原体引进鸽群的一切饲养管理措施。通俗地讲，是防止有害生物进

入和感染健康鸽群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构建生物安全体系必须在硬

件和软件上都要下功夫，凡是与鸽群相接触的人和物，包括鸽舍、鸽、

人员、饲料、饮水、设备甚至空气等，都是实施生物安全需要控制

的对象，所以需要在做好硬件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基础上，制定严格

的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确保生物安全体系达到效果。

（1） 鸽场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 鸽场要科学选址， 尽量远离养殖

场，以及大的湖泊、水道、公路和候鸟迁徙路径（图 1-4）。合理布

局鸽场各功能区（生产区、管理区、病鸽隔离区）（图 1-5），避免

相互干扰和造成疾病传播。鸽场内部道路建设要严格区分净道和

污道（图 1-6）。尽量密封排污管道，使用机械刮粪收集鸽粪时

粪池要设计成密封的，避免污染物外流，也有利于粪便无害化处

理（图 1-7）。鸽舍的地面和墙壁要能耐受高压水的冲洗。要建设良

好的防鼠、防虫和防鸟的安全措施。现代化鸽舍是全封闭式的，能

控温控湿、纵向通风、机械除粪和自动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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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鸽场距离交通干线、居民区 500 米以上

图 1-5　鸽场布局示意

其他畜禽
生产点 居民点

农贸市场

场址

交通主干道

1 000 米

1 000 米
500 米

500 米

鸽舍一

生活区 饲料间

粪污处理区

净
道

净
道

污
道

污
道

污
道

鸽舍一 鸽舍一

鸽舍二 鸽舍二 鸽舍二

鸽舍…… 鸽舍…… 鸽舍……

鸽舍 N 鸽舍 N 鸽舍 N

育种区 生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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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鸽场管理 ： 首先是人的

问题。强调人对整个养鸽生产环

境的控制，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单

个鸽子及鸽群的管理与控制。同

时强调对人员的管理，包括场主、

管理人员、一线工人、服务人员、

运输人员、邻居、合同工、来访

者及其他相关人员。必须加强培

训，使每个人认识到生物安全的

重要性，使他们认识到生物安全是预防疾病、减少疾病危害的有效

手段。其次是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主要包括消毒池管理制度、人员

进出的规章制度、鸽舍内清洁卫生消毒制度、车辆消毒制度、工具

消毒制度、垫料消毒制度、病鸽隔离制度和病死鸽无害化处理制

度等。鸽场员工应主动、认真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第三是加强饲

养管理。尽量避免不同品种的鸽子混合饲养，尽可能采用“全进

全出”的饲养模式，合理通风，控制饲养密度，供应营养均衡的全

价饲料，避免饲喂霉变或有毒素的饲料，减少或避免各种应激。

（3）生物安全体系 ： 分 3 个层次（图 1-8）。

① 总体性生物安全 ： 为最基本层次，包括场地选择、操作区域

图 1-6　鸽场通道划分

图 1-7　粪便无害化处理

污道 清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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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症状。

（1 ）侵害神经系统 ： 鸽新城疫病毒具有嗜神经性，病鸽往往表

现各种神经症状，起初表现为精神沉郁（图 2-1）； 随之，出现脚

麻痹，行走困难，喜卧伏，并伴有单侧或双侧翅下垂（图 2-2）。如

有阵发性痉挛发生时，鸽肌肉震颤，扭头、歪颈或颈僵直（图 2-3）， 

看见食物想吃，但总啄不准，难以吃到嘴，欲向前行但走不开，只

能原地转圈或作圆圈运动，头向后仰呈角弓反张状（ 图 2-4）， 常表

现摇头、扭头、歪颈、软脚、转圈、共济失调为主的神经症状。

图 2-1　精神沉郁 图 2-2　脚麻痹无力，卧地，一侧
翅下垂

图 2-3　扭头、颈僵直 图 2-4　转圈，头后仰呈角弓反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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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侵害消化系统 ： 鸽新城疫病毒侵害消化系统而引起明显的

特征性症状，病鸽体温升高，饮水增加，羽毛蓬乱，畏寒缩颈，

呆立，但尚能逃离捕捉。侵害嗉囊，造成嗉囊损伤，食欲下降，

吃料骤降，严重时甚至食欲废绝，嗉囊空软，口吐黏液，倒提流

口水（图 2-5），严重的流墨绿色口水（图 2-6）。侵害胃肠道，起

初病鸽拉黄绿色、青绿色或灰白色糊状或水样稀粪（图 2-7），后期

拉墨绿色黏性稀粪（图 2-8），病鸽外观可见肛门周围的羽毛被灰白

或绿色的粪便沾污（图 2-9）。慢性型或病程较长的鸽异常消瘦，从

而失去种用价值。

图 2-6　严重者倒提流墨绿色口水图 2-5　倒提流口水

图 2-7　拉黄绿色稀粪 图 2-8　拉绿色、灰白色的稀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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