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畜牧养殖重点产业之一，牛养殖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不但能够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还能为市场带来更多优质的畜牧产
品。但是牛养殖过程，可能出现各类常见疾病，对于牛健康生长
造成影响。因此，需要对牛养殖过程中常见疾病发生特点展开分
析，并结合不同疾病症状，采取有效地防治措施，防止疾病蔓
延，对于养殖效益造成影响。

一、牛常见疾病的特点分析
（一）疑难杂症发生率较高
导致牛生病的因素复杂，部分时候是多个病源混合引发的，

并且随着各类治疗措施的应用，频繁使用药物治疗，还可能导致
其他疑难杂症。目前，牛养殖过程多病原的混合感染类疾病较为
常见，较为典型的是牛乳房发炎、犊牛腹泻，还有牛子宫内膜
炎，导致上述疾病的病源既有真菌，还有细菌或者病毒，可达二
十几种，牛发病时通常是几种病原共同作用而产生，若细菌出现
耐药性，可能增加治疗难度。

（二）种类多危害大
随着牛养殖行业的发展，牛患有常见疾病种类也日益增加，

发病率也随之提升，可产生严重危害。当前，牛养殖过程主要的
疾病包括结核、口蹄疫、大肠杆菌以及冠状病毒等多种疾病，不
同养殖区域发生疾病的情况也存在差异。对于牛养殖行业产生直
接影响的疾病类型有病毒性腹泻、鼻气管炎等，其中鼻气管炎属
于呼吸道类疾病，可导致犊牛发生脑炎，还可导致母牛的生殖道
出现粘连或者坏死，若妊娠母牛患病，可能造成流产或者死胎。
与此同时，此类病毒向牛体入侵之后，可能出现潜伏感染，导致
牛长期携带病毒。受感染的牛，不但容易患肢蹄病，而且会影响
牛的繁殖。肢蹄病成因复杂，并且种类繁多，在牛养殖过程发生
率较高，若牛患此类疾病，可导致运动障碍，降低繁殖率，奶牛
的泌乳量也有所下降，对牛养殖行业造成严重影响。在养殖技术
逐渐发展过程，饲养管理也更加科学，但是养殖期间可能出现饲
喂不当现象，导致牛出现消化类疾病。

（三）增加人畜共患概率
由于牛养殖过程中，部分常见疾病具有人畜共患的特点，产

生的卫生安全问题值得关注。常见的结核病、布氏杆菌以及炭疽
病等牛源性不但对于食品安全造成影响较大，而且对于人类健康
可产生极大威胁。研究显示，超过 13%结核病患者病原菌源自牛
常见疾病中的分支杆菌，能够出现交叉感染，迅速传播。

二、牛常见的疾病防治方法
（一）消化道类疾病
1.瘤胃鼓气。当牛养殖过程，饲喂过多发酵资料时，瘤胃内

部可能出现膨胀，导致消化系统出现疾病，如果没有及时采取防
治措施，可能导致溃疡或者炎症等发生，患病牛的腹部膨胀。针
对此类疾病，可通过饲养管理全面预防，控制单次饲喂青草的数
量，特别是豆科草料。同时还需对饲料进行检查，防止饲喂霉变
的食物，导致牛出现此类疾病。如果牛已经出现溃疡或者炎症，
应该及时治疗，将瘤胃内部积存的气体体迅速排除，患病初期，
可将牛头至于坡面位置，并将头高抬，用力按摩其瘤胃，如果症
状严重，需要利用手术对瘤胃穿刺，治疗过程，注射强心剂，并
且排气 0.5h后，给牛服用香油。

2.前胃迟缓。如果牛出现前胃迟缓这类消化疾病，表现症状
为精神萎靡、腹泻、反刍停止等，瘤胃蠕动力不足，牛质虚弱，
并且脉搏加速。针对此类疾病，需要采取预防管理措施，饲喂洁
净的饲料，保证饲喂定时定量，饲料当中营养元素充足，饲养过
程提供充足的饮水，饲喂之后为其提供充足休息时间，观察牛反
刍情况，如果每晚反刍次数少于 4 次，并且每次不到 20 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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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说明牛出现前胃发育迟缓类疾病。患病初期，可在饮水当中加
适量盐，停食约 2d，之后饲喂易消化的饲料，还可以使用稀盐酸
30mL，酒精 50mL，龙胆酊 50mL，番木鳖丁 20mL，将上述药物
掺加在温水当中，让牛服用，使其瘤胃保持兴奋。还可利用静脉
注射的方式，使用浓度为 10%的盐水 300mL，浓度为 20%的安钠
咖 20mL，浓度 25%的葡萄糖 400mL，配合维生素B20mL，上述药
剂均匀混合，对于前胃迟缓类疾病的治疗效果较好。

3.食道梗塞。导致牛食道梗塞的主要原因是饲料内部存在
块状植物根茎，当饲养过程，没有对饲料进行检查，直接进行饲
喂，牛食用了过大的植物块茎，就可能导致牛出现食道梗塞类疾
病。当此类疾病出现时，牛进食动作停止，对其进行观察，可发
现牛出现用力吞咽现象，或者不断摇头现象。为做好此类疾病的
预防和管理，要重点对饲料质量进行控制，在饲喂之前，对于饲
料的粉碎情况进行检查，若饲喂薯类植物，应该研磨成小块。同
时，还可使用打气、打水等方法，进行治疗。若食物处于牛食道
1/3 这一位置，可通过口取的方式治疗，利用胃管使用普鲁卡因
30mL，浓度 5%，向牛食道中注入，之后经过 15min，注入植物
油 100mL，润滑食道，使梗塞物顺利被取出。使用打水法是将胃
管直接向牛食道内部插入，使其和梗塞物相抵，外端与灌肠器相
连，向牛食道内部注水，将梗塞物推至胃内。

（二）牛口蹄疫防治
牛养殖过程，春季为口蹄疫疾病的高发季节，此疾病潜伏天

在 2 ～ 7d之间，表现症状为体温升高，达到 40℃以上，并且牛舌
面、趾间等会出现水泡，食欲减退。如果成年牛患有此类病症，
病死率越在 3%左右，如果犊牛患此类疾病，可导致心肌炎或者
出血性肠炎，死亡率较高。对于该疾病进行防治，主要应做好检
疫管理工作，针对疫病高发地区，可采取疫苗注射方式，使用弱
毒疫苗，牛注射两周之内可产生免疫，免疫时间能够达到半年左
右。可利用口蹄疫免疫血清或者康复动物的血型，对于牛进行皮
下注射，按照每公斤体重 0.5 ～ 1.0mL免疫接种。如果经诊断，
牛患有良性口蹄疫，通常可在 7d左右自愈，为了将病程缩短，
避免发生继发感染，可使用清水清洗口腔，还可利用浓度为 0.1%
的高锰酸甲溶液或者食盐水进行清洗，之后涂抹明矾溶液、碘甘
油等，还可在病变位置涂抹冰硼散，使用 150g芒硝，15g冰片，
150g硼砂，研成粉末。对患病牛蹄部的病变区，利用来苏儿，浓
度 3%，反复清洗，之后涂抹青霉素软膏。针对恶性口蹄疫，除了
上述治疗措施以外，还可使用安钠咖作为强心剂，配合葡萄糖盐
水滋补剂进行治疗。

（三）牛结核防治
牛养殖过程，结核病也是常见疾病，并且具有传染性，潜伏

期 15d左右，患病牛表现症状为呼吸不畅，并且体形消瘦。根据
病菌感染部位的不同，表现出的症状也各不相同。如果是肺部结
核，会出现咳嗽症状，听诊过程能够听出摩擦音；如果是淋巴结
核，还会导致淋巴结肿大；如果是乳房结核，可导致乳房结块、
肿大，产奶量锐减；如果是肠结核，还有可能出现下痢的症状。
针对此类疾病，需要定期检疫，发现病症，及时隔离，饲养过
程，新购买的种牛应通过隔离观察，时间为 30d，并经过检疫，
确认无病之后才能进行混养。饲养过程还需做好养殖场消毒工
作，定期清扫牛栏，之后使用药剂消毒，清洗牛身体，对于饲养
器具也应该高温消毒。针对患病孕牛，应该设立单独分娩室，将
新生犊牛和母牛分开，利用来苏儿浓度 2% ～ 5%对犊牛消毒，之
后喂健康牛乳，隔离饲养，经过 3 次检疫，确认没有结核临床症
状之后，才可与其他健康牛群进行混养。



（四）犊牛腹泻防治
犊牛腹泻主要是出生 2 ～ 7d的犊牛容易高发，属于肠道感

染类疾病，在初春季节或者秋末季节，此疾病发病率较高，而且
容易导致犊牛死亡，不利于养殖行业发展。犊牛腹泻主要有两种
情况，第一是感染性腹泻；第二是消化不良。在发病初期，表现
症状为犊牛排便呈黄白色，之后体温升高，超过 41℃，脉搏每分
钟跳动 100 ～ 120 次，呼吸每分钟达 60 ～ 110 次，发病后期，犊
牛的眼球下陷，并且容易脱水死亡。针对此类疾病，应做好饲养
管理，保持养殖环境清洁，对于牛圈及时通风和消毒，犊牛出生
以后及时饲喂初乳，保证初乳清洁性，适当使用抗生素，降低腹
泻疾病发生概率。还可以使用庆大霉素和诺氟沙星等药物进行治
疗，治疗的同时进行补液。

总之，在畜牧养殖行业当中，牛养殖过程对常见疾病的预防
十分重要，相关人员应该明确常见疾病发生特点，根据牛出现的
实际症状，对于治疗措施合理选择，做好养殖期间的各项管理工
作，预防常见疾病的发生，为牛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环境，保证畜
牧产品品质安全，提高牛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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