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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技术
YANGZHIJISHU

牛呼吸疾病综合征是影响养牛业稳定发展的首要问题；如在
牛群日常运输与养殖过程中，不能很好地保障动物卫生，就会加
大病菌的滋生率，进一步给牛的呼吸系统带来影响。一旦发生呼
吸系统疾病，不仅会消耗养殖户的财力、物力，还会加大养殖者
的经济损失，对养牛业的稳定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在实际养殖
过程中，相关人员应了解呼吸疾病的综合情况，从多方面制定预
防措施，尽量避免养殖问题的发生。

一、病原
（一）细菌
牛呼吸系统很容易受到细菌的侵袭，一旦被细菌感染，就会

引发牛呼吸疾病综合征。其中，可感染牛群的细菌类型较多，而
对牛群威胁性最大的主要包括：多杀性巴氏杆菌、溶血性曼氏杆
菌这两种。

（二）病毒
病毒是引发牛呼吸疾病综合征的首要因素；造成该疾病的致

病种类多种多样；通常情况下，以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病毒较为常
见；牛一旦患有此疾病，就会在其鼻腔、支气管发生炎症；如怀
孕母牛感染，则很容易出现流产现象。此外，牛副流感病毒也尤
为常见，该病毒可分为多种类型，患病牛在感染此病毒后，其呼
吸系统会有明显的呼吸症状，主要以呼吸困难、高热为主。

（三）支原体
支原体也是导致牛呼吸疾病综合征的常见因素。在实际养殖

环境中，大部分牛均会在运输过程中出现支原体类型；当运输完
成后，就会进入疾病高峰期。通常情况下，支原体以侵袭病牛的
肺部为主，可在短时间内迅速死亡；如对病牛肺部进行解剖，可
发现肉样的实质性病变。

二、流行病学
牛呼吸疾病综合征按照流行病学可分为以下几种不同类型：

第一，肺炎型，该类型疾病对病牛的危害最为严重，并会加大对
病牛呼吸道的危害程度，从而使牛的肺部感染，并表现出呼吸困
难、发热等较为严重的临床症状。第二，呼吸道型，此类型的症
状要比肺炎型轻微，通常情况下，以呼吸道症状为主，很少引发
病牛死亡现象。第三，白喉型，该疾病以危害病牛咽喉部位为
主，同时还可发现明显的水肿现象；如病牛情况严重，最终可造
成病牛死亡。总体来说，牛呼吸疾病综合征的发病率在 40%以
上，病死率高达 15% ；一旦牛群染病，其治疗时间相对较长，最
长可高达一个月；而且治疗难度较大，治疗效果不明显；即使部
分病牛痊愈，也会发生多种后遗症，例如：病牛抵抗力低下、生
长发育受阻等。虽然我们国家已经采取注射疫苗的防治手段，但
依然未得到有效普及；因此，在防治该疾病的过程中，仍然面临
着较为严峻的发展压力。

三、临床症状
（一）肺炎型
该类型的疾病主要以影响病牛的正常呼吸为主，病牛会表现

出呼吸困难等症状。一旦病情严重时，病牛就可出现窒息情况，
最终引发死亡。

（二）上呼吸道型
该类型疾病主要以危害病牛鼻腔、气管等部位为主；病牛相

继出现咳嗽、流鼻涕等临床症状；除此之外，病牛还可表现出身
体高热、食欲降低等情况。

（三）白喉型

牛呼吸疾病综合征的流行病学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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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养殖业的迅速发展与壮大，诸多养殖问题也随之凸显；其中，牛群常见疾病是抑制牛健康生长的首要因素；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一旦在

牛群中扩散、蔓延，就会严重影响养牛户的养殖效益；从而加大养殖户的经济负担，影响牛群养殖的总体效益。本文对牛呼吸疾病综合征进行研究与讨论，

并对流行病学进行有效分析，从而制定相应的防治对策，为促进养牛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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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牛在感染该类型疾病后，其咽喉部位会发生明显的水肿，
并在呼吸过程中，可听到明显的噪音；如肿大严重，就会抑制病
牛的呼吸，进一步导致病牛死亡。

四、防治措施
（一）改善饲养环境
牛舍的饲养环境卫生是保障牛群健康生长的首要因素，因

此，在构建养殖场的过程中，应建立合理地饲养管理方案，从而
保障牛舍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合理性。养殖人员应加
强对饲养环境的日常清理，并积极落实牛舍环境的消毒措施，如
在养殖场内出现病死牛，就应采取无公害的方式对其尸体予以处
理，避免病毒威胁周边环境，从而引发其他健康牛群的感染。

（二）加强饲养管理
制定合理地饲养管理方案、坚持自繁自养的饲养原则，可

有效保障牛群的养殖效益，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病原菌的侵入概
率，还可有效避免长途运输的风险。由于牛群在生长过程中会经
历不同的生长阶段，因此，养殖人员要遵守全进全出的饲养模
式，这样可有效避免牛群的交叉感染。当犊牛处在哺乳期或是断
奶期，要将其分开饲养，从而保障牛群内部饲养密度的合理性，
避免各个时期牛群的混合饲养。如在此过程中有牛染病，就应立
即采取隔离措施，并对病牛密切观察，同时加强养殖舍的消毒工
作。此外，还应注意饲喂环节的合理性，不可给牛群饲喂变质饲
料，防止病牛因饲料中毒而继发其他感染疾病。如遇特殊情况需
对牛群进行运输，在运输前期就应使用一些药物加以预防，以免
运输过程中突发疾病。同时还应对牛群进行严密监控，如发现患
病牛，就应及时采取药物进行治疗。如若普通药物无理想的治疗
效果，就可换用恩诺沙星等抗生素药物进行治疗。

（三）加强免疫接种
做好牛群免疫接种工作是预防牛群发生疾病的重要途径，相

关人员需认真分析养殖场的综合情况，从而制定相应的免疫接种
制度，对引发病牛呼吸疾病综合征的传染性病予以重点关注。在
此过程中，还可定期给牛群服用维生素以及电解质，从而达到提
高牛群抵抗力的目的。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养牛行业的迅速崛起，牛肉及牛奶等产业结

构也随之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畜牧业经济的发展。但在
此过程中，牛群呼吸系统疾病却随之凸显，牛群呼吸系统疾病不
仅会消耗养殖人员大量的金钱与时间，还会对畜牧业的发展产生
较大的危害。因此，相关人员应加强对该疾病的重视程度，并进一
步研究与分析牛呼吸系统综合征的症状，在了解该疾病发生特点的
基础上，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从而取得较为理想的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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