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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奶牛生长和养殖过程中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也会产生
各种各样的疾病，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从提高养殖效益的方
面，针对影响奶牛乳制品产量和繁殖方面的常见疾病进行应对，
以提升奶牛的养殖质量。

一、奶牛常见疾病分析
（一）奶牛乳房炎
乳房炎是奶牛生殖系统常见的疾病，多由热应激或是病原

微生物侵入造成，也有少数物理性损伤所致。乳房炎的一般症状
有乳房发红、发热、肿大，人为触摸奶牛乳房会有疼痛躲避的表
现。并且泌乳明显减少甚至停止，流出的乳汁与正常乳汁相对比
较稀薄。乳房炎疾病会导致奶牛产奶量和品质的降低，严重时乳
汁携带的病原菌会通过牛奶或乳制品被消费者吸收，发生食品安
全问题。

（二）奶牛肢蹄病
奶牛肢蹄病已经成为奶牛养殖业的第二大疾病，我国肢蹄病

发病率在 6% ～ 55%左右，较高发病率导致因该病被淘汰的奶牛
达到总奶牛数的 15% ～ 25%。肢蹄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是由节瘤拟
杆菌和坏死厌气丝杆菌引起，一些牧场的劣质的环境卫生和不良
的营养管理也会引起肢蹄病的出现。患病奶牛初期会出现跛行，
趾间局部皮肤会出现红肿状，蹄冠部位有暗红色肿胀，采食量下
降、喜卧、站立时会用患病肢蹄摩擦或敲打地面，严重时患病肢
蹄会流出脓性液体，行走困难，待到出现变形蹄或蹄匣脱落，就
会被淘汰。

（三）奶牛子宫内膜炎
奶牛子宫内膜炎由两方面引起，一方面是助产时人工或器械

等消毒不严格造成的外源性感染，会导致病原微生物从奶牛体外
经阴道和子宫颈进行子宫内感染。另一方面则是由奶牛自身微生
物出现损伤或病变而大量繁殖，奶牛产后自身机体组织抵抗力下
降，微生物通过体内循环进入子宫。临床症状表现为食欲和产奶
量有明显下降，反刍减弱，阴门排出的分泌物呈红棕色，且伴有
臭味。进行阴道检查会发现奶牛子宫颈口开张，阴道黏膜发红，
子宫壁厚反应减弱有波动感，往往带有积脓现象。

（四）奶牛不孕症
奶牛不孕症是多次配种后仍然无法受胎，主要有先天性和

后天性两种。先天性不孕症是在早期奶牛怀孕过程中受到外界因
素干扰，导致小奶牛生下来就不具备生育能力或生殖器官受到干
扰。后天性的不孕症多是因为管理不当或营养缺乏引起，也是奶
牛不孕症的主要引发原因。不合格的饲料、较差的卫生环境以及
长时间处在小空间内都会引起奶牛正常生殖机能发生变化，从而
导致奶牛无法成功妊娠。

二、防治措施
（一）乳房炎的防治措施
现阶段我国采用喹诺酮类药物以及庆大霉素等广谱抗生素来

治疗由大肠杆菌、链球菌以及葡萄糖菌引起的炎症。与传统的青
霉素类药物相比，喹诺酮类药物的抗菌范畴更广，见效快、耐药
性小、安全性能高、毒副作用小，最主要的是我国青霉素使用过
多，部分奶牛易产生耐药菌株，导致青霉素类药物的效果下降。
预防奶牛乳房炎的基本措施是避免乳头受到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日常要注意消毒，泌乳操作要严格规范流程，也要定期清理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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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场地，保证卫生环境的良好。此外，在挤奶过后，相关工
作人员和奶具要及时进行清洗和消毒，保障后续挤奶工作的卫生。

（二）肢蹄病的防治措施
肢蹄病对奶牛卫生环境要求较高，奶牛运动场地面和奶牛

居住卧床的设计要规范，居住空间的密度要适宜，雨季要做好牛
舍遮挡，而干燥季节则要保障奶牛生活的舒适度。定期进行奶牛
场地的清洁工作，尤其是产奶期间的防护工作，挤奶通道以及奶
牛必经道路上铺洒生石灰粉和消毒液，以保障牛蹄干燥和卫生。
并且还要定期为奶牛修蹄和护蹄，这也是降低奶牛肢蹄病发病的
有效手段，有肢蹄疾病或变形的奶牛要逐步进行修整，而且可以
在冬夏两季为奶牛进行肢蹄药浴，配合药物和抗生素进行预防和
治疗。肢蹄病的治疗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手术
治疗需要先用消毒液清洗患病位置，之后清除化脓部位，切除坏
死组织，止血过后，将抗菌药物涂抹在伤口处再用绷带外敷。此
外，若出现全身性或急性症状的病牛可采用抗生素进行全身输液
治疗。

（三）子宫内膜炎的防治措施
目前子宫内膜炎的治疗手段有三种，分别是全身疗法、子宫

冲洗法以及药物灌注法。首先是全身疗法，与乳房炎和肢蹄病类
似，采用青霉素或喹诺酮类抗生素进行治疗，并且在奶牛有脱水
或其他不良反应时，要配合生理盐水或注射葡萄糖为奶牛补充营
养。其次是子宫冲洗法，顾名思义的治疗方法，将 1% ～ 2%的
2000mL生理盐水加热至 40℃左右，反复冲洗奶牛子宫，直至子宫
内液体清亮为止，每天早晚各 1 次，需要 3 ～ 5 天左右。最后是
药物灌注疗法，可以在子宫冲洗过后进一步治疗，将抗生素注入
子宫。

（四）不孕症的防治措施
先天性不孕症的治疗难度较大，价值较低，一般此类奶牛

都会被淘汰处理，防治措施主要针对后天性不孕症。合理选用饲
料，奶牛生长阶段所需要的营养不同，确保有充足的微量元素和
矿物质，尤其是在奶牛生殖器官生长的过程，要配合适口性和采
食量，严禁劣质的秸秆或霉变的饲料。并且要加强产中和产后护
理，尽量使奶牛自然分娩，必要助产时要由专业的技术人员进
行，分娩过后要关注胎衣和分泌物的检查，确保奶牛健康安全，
子宫及阴道分泌物正常。做好发情配种准备，在发情期间避免奶
牛受到撞击，惊吓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要及时对发情奶牛进行阴
道检查，必要时可以催情排卵加快发情过程。

三、结论
奶牛的常见疾病会影响到产奶量以及奶牛生存状况，不仅

会对养殖业造成经济损失，也可能会因此危害到社会公共卫生安
全。做好奶牛乳房炎、肢蹄病、子宫内膜炎和不孕症的防治措施
以及奶牛饲养管理和卫生环境，才能使奶牛健康正常，减低淘汰
率，促进优质乳制品的产生和养殖行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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