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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腹泻的主要病因及综合防控措施

云南省景洪市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　张绍云

摘  要：在养牛业临床上，犊牛腹泻是一种常见多发的疾病，严重影响犊牛生长发育。本病以患牛排水样稀粪为主要特征，病程通常为 5~7 天，重症病

例甚至脱水死亡，给养牛户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为确保犊牛健康生长，保障牛养殖的经济效益，本文基于犊牛腹泻病因的分析，提出了综合防控犊牛腹泻

病的具体措施，以供养殖场户参考。

关键词：犊牛腹泻；流行特点；病因；防控措施

随着国内牛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犊牛腹泻已成为危害
养牛业的高频次常发疾病。腹泻作为犊牛临床上常见的一
种症状或疾病，新生 10 日龄内或大于 10 日龄的犊牛腹泻，
是一个最常见的犊牛疾病问题，这个问题不但能引起养牛
业巨大经济损失，还影响犊牛的生长发育和成年后的生产
性能。本病的临床症状主要是患牛精神委顿，吮乳量减少，
腹泻，排粥样或水样粪便，玷污尾根和肛门周围，倘若治
疗不及时，病情进一步加重，患牛则停止吮乳、卧地不起，
直至脱水死亡。引起犊牛腹泻的因素诸多，弄清其发病原
因，进而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对降低本病的病死率，提高
养牛的经济效益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流行特点
（一）大肠杆菌是犊牛肠道里的正常寄生菌，一般对

犊牛无害，但也有一些类型能够引起疾病，这种类型的大
肠杆菌叫病原性大肠杆菌。病原性大肠杆菌引起的犊牛腹
泻，称为犊牛大肠杆菌病。真正由大肠杆菌单独引起的犊
牛腹泻只占 25%~30%。绝大部分的犊牛腹泻往往是由肠
道病原性细菌和病毒等混合引起的。

（二）犊牛腹泻主要危害 1 月龄内的小牛，该群体自
身胃肠系统以及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完善，极易发生疾病，
特别是出生后 2~3 天就能发病，严重影响犊牛生长发育 ；
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多见于夏末秋初和初春时节，发
病率高达 60%~70%，死亡率可达 30%~50%。

（三）诸多相互作用的流行病学因素常与犊牛腹泻的
高发病率有关，因此，增加了了解犊牛腹泻的复杂性，例
如妊娠母牛的营养好坏，除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外，还影
响初乳的质量。气候变化、潮湿、大风和寒冷将促进犊牛
腹泻疾病的发生。犊牛圈内密度太大，不卫生和通风不良，
也是出现发病率高的原因。

二、病因分析
犊牛腹泻的发病原因主要可概括为两类，一是感染性

因素，譬如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感染等引起犊牛腹泻 ；二
是非感染性因素，譬如妊娠期母牛饲养管理不足、新生犊
牛饲管不当以及应激因素等引起的犊牛腹泻。

（一）感染性因素
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很多，然而新生犊牛对外界环境

没有较强的抵抗力，极易被环境中存在的细菌、病毒和寄
生虫等病原微生物感染而引起腹泻。

1. 细菌性因素。犊牛腹泻最为常见的诱发因素就是由
细菌感染而引起，其中最主要的病原细菌是大肠杆菌，此
外引起犊牛腹泻的致病细菌还包括沙门氏菌、产气荚膜梭

菌和巴氏杆菌等，此类病原细菌能够在犊牛肠道内大量增
殖并产生毒素，不仅破坏犊牛肠道内微生物菌群的平衡，
而且严重扰乱犊牛胃肠功能，导致犊牛腹泻。

2. 病毒性因素。病毒感染是导致犊牛腹泻的重要因素，
冠状病毒、轮状病毒的常见的致病病毒类型，鉴于病毒性
犊牛腹泻往往受到低温影响，为此病毒性腹泻主要发生在
冬季或初春气温较低的季节。

3. 寄生虫性因素。犊牛自身生理机能不健全，容易感
染寄生虫病，而隐孢子虫、球虫、蛔虫以及线虫等是诱发
犊牛腹泻的主要寄生虫，此些寄生虫在犊牛体内寄生，对
其胃肠道系统造成损伤而致使犊牛腹泻 ；通常而言，30 日
龄内的犊牛多因感染隐孢子虫而患病，而球虫主要感染 3
周龄至 1 岁龄的牛，由于摄入携带球虫卵囊的饮水或饲料
而引发腹泻。

（二）非感染性因素
非感染性因素主要是饲养管理因素、营养因素和应激

因素，妊娠母牛饲养管理不当、日粮营养物质不足导致胎
儿先天发育不足，加之犊牛极易受到应激因素的影响，也
会造成腹泻性疾病的发生。

1. 饲养管理因素。一方面，妊娠期母牛饲养管理不到位，
营养物质无法满足母体需求，加之饲养卫生条件差以及产
房环境消毒不严格，初乳品质受到影响，导致胎儿体质虚
弱、发育不良，增加了犊牛腹泻的发病率 ；另一方面，犊
牛出生后的 1 h 内未能及时吃到吃足初乳，造成犊牛机体
缺乏免疫抵抗力而发生腹泻。同时犊牛圈舍光照和通风不
良，温湿度不佳，或未及时清理犊牛粪便并彻底消毒，以
致病原微生物伺机侵入犊牛机体而引发腹泻。

2. 营养因素。妊娠期母牛对营养具有较高的需求，倘
若日龄营养物质不足，尤其是缺乏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
量元素等会造成胎儿发育不良，新生犊牛体质弱、消化功
能和免疫功能低下，对外界环境中的感染性病原无较强的
抵抗力，从而引发犊牛腹泻病。此外，犊牛代乳粉饲喂过
早或代乳粉稀释比例不当也能导致犊牛腹泻病的发生。

3. 应激因素。犊牛对外界环境的变化没有较强的适应
能力，气温骤变、饲料更换、长途运输、断奶、噪音过大
等均可导致犊牛出现应激，由于其胃肠道发育不健全，消
化吸收能力不强，在外界应激因素的作用下，犊牛胃肠道
蠕动异常，不能有效地吸收营养物质，从而引发犊牛腹泻。

三、临床诊断要点
犊牛饮食性腹泻 ( 基本或完全以奶为主要饲料 ): 本病

依据病犊临床症状和全身状况，通常分为消化不良和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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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消化不良两种类型。消化不良 : 饲养管理的错误是本病
的主要原因，饲喂过多、不定时、奶温过低和未严格消毒、
牛奶变质、牛舍潮湿秽脏、气温骤变寒冷等，都可促进腹
泻的发生，并常继发致病大肠杆菌、沙门氏杆菌等病原菌
的感染。

消化不良、食欲减少或基本正常，体温正常或略升高，
稀粪浸渍粘污肛门和尾根周围的被毛，腹泻呈水样或稀
糊状，黄白色带有气泡，内有未充分消化的酸腥臭的乳块，
肠音活泼，严重腹泻可发生机体脱水现象。中毒性消化
不良，由于感染特殊的致病菌产生毒素以及食物发酵腐
败的分解产物，引起中毒性消化不良，精神沉郁，体温
升高，排黑绿或黄白色恶臭的稀或水样粪便，如果肠出
血，稀粪可混有血液，肛门松弛，病犊因严重腹泻发生
脱水、酸中毒和体内电解质紊乱，晚期体温下降，末梢
冷凉，步态不稳，呼吸困难，心率加快，重症卧地不起，
呈现昏迷状态。

四、综合防控措施
（一）对症治疗，补充体液

腹泻的洽疗原则为除去病因，补充丢失的体液和电解
质，如果需要，应变换饲料，用药物抑制肠分泌和控制肠
道蠕动过强。寄生虫引起的腹泻用驱虫药物。针对细菌性
犊牛腹泻，可采用广谱抗菌药物治疗，最好进行药物敏感
试验选取对病原菌高度敏感的药物进行治疗 ；针对病毒性
犊牛腹泻，要采用抗病毒药物以及增强机体免疫力的药物
进行治疗，倘若继发细菌感染，应配合使用广谱抗生素 ；
对于寄生虫性犊牛腹泻，要针对不同的寄生虫采用不同的
驱虫药物进行驱虫 ；并且视患牛脱水状况及时补充水分和
电解质等物质，静脉注射 5% 葡萄糖生理盐水 500~1000 
mL+2% 葡 萄 糖 液 250~500 mL+5% 碳 酸 氢 钠 液 200~300 
mL，每天 1 次，连续注射 2~3 天，能够确保犊牛机体体液
和电解质平衡，最大限度降低犊牛病死率。

饲料引起的腹泻，应变换饲料，如果不是饲料性腹泻，
由于腹泻时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也应减少饲喂量，使肠道
内发酵或腐败产物减少。但是在减少饲喂量时，应不断给
与口服液体，内含葡萄糖和电解质，以维持体内正常生理
功能。动物痊愈后，饲喂量才能逐渐增加至常量。

（二）加强妊娠母牛的饲养管理
初生犊牛的免疫力与母牛机体健康密切相关，强化妊

娠母牛饲养管理能够确保胎儿发育良好，增强犊牛体质，
一是注重妊娠母牛的营养管理，饲喂优质的饲草，保证日
粮营养全面，搭配均衡，但要防止营养过剩 ；二是在产前
给母牛做好相关疫苗的预防接种，能够增强犊牛抵抗力，
降低腹泻发生率 ；三是母牛分娩前彻底消毒产房，确保产
房通风良好、光线充足，保持牛舍清洁干燥，为母牛分娩
提供舒适卫生的环境，产后乳房保持清洁并消毒。

（三）注重新生犊牛的护理
 犊牛出生后确保其及时吃到初乳，从而获得母源抗体；

做好犊牛日常饲养管理工作，及时为犊牛补充营养，饲喂
清洁饮水和优质干草，提高其机体免疫力，制定合理的消
毒、免疫以及驱虫计划，定期对饲养环境和饲养用具消毒，
保证犊牛圈舍清洁卫生，同时消除外界环境的不良影响，
避免引起犊牛应激，有效防控犊牛腹泻病的发生。

五、结束语
（一）犊牛腹泻是许多消化道疾病，以及某些营养缺

乏症、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一种临床病征，也被统称为肠
炎。从病原可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两类。犊牛腹泻病因
并不单一，常常包括肠道内细菌和病毒的相互作用，以及
犊牛免疫能力和环境因素的影响等。犊牛腹泻的临床特点
为急性大量水泻，呈现进行性脱水、酸中毒。严重酸中毒时，
有高钾血症和低糖血症，不几天就死亡。在临床上常难以
区别是细菌、病毒、寄生虫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腹泻。死后
尸体常见消瘦、脱水、肠道里充满了液体，其他病变多不
明显。

（二）犊牛腹泻时有严重的代谢紊乱，如果腹泻继续
发展，酸中毒将变的更严重，此时犊牛肝脏降低了把乳酸
转化成葡萄精的能力 ( 新生犊牛本来转化能力就差 )，血糖
水平降低，血乳酸水平升高，发展成了低精血症和乳酸酸
中毒。大量的体液丢失，血容盆减少，出现了休克。

（三）腹泻的诊断首先要了解流行病学历史，自然情
况及临床表现，如条件允许，应进行血液学检验，微生物
检验和寄生虫检验，以肯定或排除是否有感染，当有细菌
或病毒感染时，白细胞总数和分类将有明显的变化。粪便
的外貌也可提供诊断线索，软而少，是不完全肠道堵塞。
注意了解草料成分及饲养管理情况，必要时分析草料中有
无化学毒物或真菌毒素。

（四）针对犊牛腹泻，要及时补充丢失的体液和电解质，
对症治疗，同时日常饲养管理过程中要加强妊娠母牛的饲
养管理，最大程度上保证妊娠母牛获取足够的全价日粮，
尤其在母牛妊娠后期，更要强化富含蛋白、脂肪、矿物质、
微量元素及维生素的优质饲料的饲喂，对初生犊牛的抗病
能力有显著的提高。同时注重新生犊牛的护理，确保其及
时吃到初乳，并且改善饲养，严格卫生消毒，能够有效防
控犊牛腹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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