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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牛病而言，在出现之后，不但会给养牛专业户带来巨大
的经济负担，而且还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所以，相关防治工作
就变得非常重要，基于牛病的特点，有效把握，提出针对性处理
方案。

一、牛病发病的主要特点
对于牛病来说，其特点本身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具体来说，

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一）交叉感染概率增加
在近些年之中，我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大面积牛病，由于传

染速度较快，使得周边人群也受到了影响。这其中，最为常见的
便是结核病以及炭疽。如果没有及时予以处理，或者加强预防，
不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影响。

（二）种类非常多
牛病的种类有很多，发病概率也比较高。在不同的地区之

中，牛病本身呈现的形式也都完全不一样。诸如，在有些地区，
牛病主要以牛腹泻以及牛气管炎为主。而又在有些地区，则都以
鼻气管炎维多。在少数地区，甚至还会出现脑炎。针对不同的病
症，必须做好分析工作，并应用针对性处理方式。

（三）向疑难杂症发展
在近些年之中，牛病的种类不但在持续增加，而且整体复杂

程度也有了一定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是致病因素一直处在持续
变化的状态。如果相关人员未能及时做好分析工作，早期的药物
就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进而使得病情进一步蔓延，促使更多
牛群受到感染。

二、牛病的防治方法
（一）感冒的防治
在牛病之中，牛感冒的出现十分常见，主要是受到了外部天

气的影响。病情表现为，体温上升，耳朵和鼻子会变得非常凉。
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必须保证周边环境足够温暖。因此就需要将
所有门窗关住。在病情的初期，需要定期向病牛注射生理盐水，
总量为 360mL。在进行临床操作的过程中，可以尝试注入一定量
的青霉素。在后续阶段，可以尝试将熟透的谷子和食醋混合在一
起，制作药物，每日让病牛服用，一日一次，连续 3 日即可。如
此操作，基本上病情就能得到一定限度地好转。如果变化不明
显，可以尝试提高药量。

（二）牛结核的防治
结核是一类极为常见的传染病，不但会对牛自身造成较大影

响，而且会有一定概率传染给人，造成共同感染。在初期阶段，
牛结合的症状表现并不会特别明显，基本上都在肺部中出现。而
临床表现则是牛会长期干咳，由于此类问题很难进行处理，因此
只能将重心放在预防方面。在发现病牛之后，应当立刻将其隔
离，以防对其他牛造成干扰。同时整个场地必须进行消毒。专业
人员需要每日对病牛展开观察，把握其病情的变化，并关注周边
环境条件，以此提升管理的科学性，提升环境的整洁程度。通过
长期努力，这一问题就能得到有效缓解，将造成的负面影响降至
最低。

（三）牛腹泻和消化不良的防治
对于牛腹泻和牛消化不良来说，同样会对牛群的健康程度造

成影响。腹泻病基本上只会发生在小牛身上。由于其体质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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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部位很容易感染，尤其是在春季和秋季时，出现概率最高。
一旦发生，很容易出现死亡的情况。具体来说，病情主要分为两
类，分别是感染腹泻和消化腹泻。在初期阶段，病情的排便会呈
现出黄白色，而且以粥样居多，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自身体温就会
有所上升，粪便就会变成血块状，能够看到血丝，而且非常臭。
进入后期阶段，病牛的眼球会有一定程度下陷，皮肤也会变得非
常松弛，最终由于脱水过于严重而死。针对这一情况，管理人员
理应提高对于牛群饮食卫生控制的重视度，加强卫生管理。特别
是在夏季阶段，必须保证整个牛圈长时间处在通风的状态，并定
期展开消毒，但凡发现病牛，必须进行隔离。而在对新生牛喂养
的时候，理应防止母乳被污染，若处在疾病高发阶段，则需要在
哺乳的时候，额外加入一定量的抗生素。在进行临床治疗的过程
中，还可以选择使用诺氟沙星或者庆大霉素。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现如今我国养牛业的规模还在不断扩大，牛病作

为一种极为常见的疾病类型，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
响。针对这一情况，相关人员就需要做好分析工作，从牛病的特
点入手，把握出现的主要原因。以此为基础，提出最为有效的防
治方法，将病情发生的概率降至最低。如此一来，广大养殖人员
的经济效益就能得到保证，自身安全也不会受到影响，推动养牛
业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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