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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生产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

显著改善，从之前的温饱到现在追求更高的品质，其中

饮食是人们关注程度最高项目之一。说到饮食，人们生

活中最常吃的肉类就是猪肉和牛肉，而最近这些年人们

对于牛肉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牛肉的单价也逐

渐升高，从而吸引了大批量的农户想要进入养牛行业，

并从中收取可观的收益。但随着一些牛病的出现，目前

人们已经将有效预防和治疗牛病放在了首要位置，因为

它将直接影响牛肉质量和效益。

一、牛病的特点分析
（一）种类多，发病率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要求

也在随之提高，也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而畜牧业的发

展又带动了养牛业的增加，导致牛病的发生率也就越来

越高，并且牛病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比如布氏杆菌病以

及痰阻气道等疾病，这些疾病的扩张速度非常快，并且

这些病还会导致牛的死亡，从而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

目前的牛病有着种类多、发病率高的特点，而且每一种

牛病在发病表现和潜伏周期都不相同，所以使得人们无

法研制出高效的致病疫苗，从而加大了牛病防治的难度。

（二）人畜共患现象明显

现阶段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那就是人畜共患

的牛病，并且发展到现在已经非常普遍和明显了，这种

疾病对于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其中典型的人

畜共患病包括弯曲杆菌性腹泻、结核病以及钩端螺旋体

病等，人类患有这个疾病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吃了不卫

生的牛肉或是质量不合格的牛肉。甚至在牛肉市场中，

还有一些不良商家明知牛肉质量不合格还在售卖，使购

买食用的人出现病毒感染情况，行为非常之恶劣。因

此，国家应加大对食品安全的检测力度，从而保证人们

的身体健康。

（三）病症复杂，防治难度大

由于目前牛病的种类较多，而且发病因素也相对复

杂，在就加上比病毒和细菌之间在不断融合中发生了机

构及种类上的变化，不断产生新的牛病，这给牛病的治

疗和预防工作带来不小的影响。在牛病治疗过程中，会

产生常见牛病的抗体，使其不容易再次患病，但因为牛

病的种类在不断变化，之前形成的抗体已经无法抵御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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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病毒，使发病概率再次增加。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由

多种牛病融合形成的综合性牛病，对于这样的牛病人们

没有办法及时研制出具有针对性的疫苗。比如牛腹泻疾

病不是由一种病因导致的，除了常规的感染，甚至还有

病毒的接入，真菌的感染等。

二、常见牛病种类及其特点
（一）犊牛腹泻

犊牛腹泻是一种发生概率非常高的疾病，这种疾病

一般在犊牛刚刚出生时，对于周围环境还没有适应，所

以很容易感染这种病。初生的犊牛自身的免疫系统还没

有发育完全，所以犊牛的免疫力会很差，一旦在脏乱的

环境中生存时间太长，就会感染疾病，引发腹泻。一旦

犊牛出现腹泻的情况，那它的免疫力就会一直下降，直

到体力衰竭而死亡。因此，养牛人要为犊牛提供一个干

净清洁的成长环境，首先要保持牛棚的地面干燥、保持

良好的通风，同时还要做好消毒工作，及时清除容易产

生细菌的粪便。让犊牛能够在干净的环境中成长，从而

提高犊牛的存活率。

（二）牛感冒

感冒也是牛的常见病症之一。犊牛由于抵抗力相对

较低，所以碰到阴雨天或是气温低的情况，就会容易生

病，或者舍潮湿，犊牛在久卧的时候也容易生病。临床

表现是体温升高、浑身无力、食欲减弱，甚至出现呼吸

困难。如果怀孕的母牛感冒了，很有可能引发流产。为

了避免牛出现感冒的情况，要做好牛舍的保温工作，特

别是夜间的保温工作。牛舍的环境卫生也是特别注意，

要定期对牛舍进行消毒处理。如果一旦有牛得了感冒，

首先要做好隔离工作，然后再进行治疗，必要时还可以

使用抗生素治疗。

（三）牛结核

结核病是属于人和牛都可能会感染的疾病，而且一

年四季都可能发病。结核病会导致肺部形成钙化灶，使

得肺功能衰竭。结核病是具有潜伏期的，十几天或几个

月不等，但一般情况都是十几天。这种疾病的发病较

快，会出现低烧或是呼吸困难等症状。这种疾病主要是

通过性传播或是唾液传播。结核病在我国长期的关注和

控制下，发病概率已经降低很多了，但由于其抗药性的

逐渐增强，还是会出现结核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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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牛胀气

牛胀气也是目前最为常见的牛病，这种疾病的主要

引发原因是由于养牛人经常给牛喂食过量的容易发酵的

饲料，比如豆类、谷类、根茎类食物，这类食物会在牛

的胃部迅速发酵，产生大量气体，这种气体会撑大牛

的胃部，从而形成胃胀气。牛发生胃胀气时，会停止反

刍，并且还会降低食欲，同时腹部也会随之表达，甚至

呼吸困难，当我们看到牛总是回头观察自己的腹部时，

那很有可能就是发生了胃胀气。

（五）牛口蹄疫

当牛感染了口蹄疫病毒时就会引发牛口蹄疫疾病。

感染了这种疾病的牛的口腔粘膜、乳房和蹄部会出现水

泡。这种牛病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可以通过水和空气进

行传播，而且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病。一旦有一头牛患

病，就很可能会传染整个牛群。

（六）食道梗塞

食道堵塞一般情况是由于牛在食用块状饲料时堵住

了食道内腔，块状食物一般包括胡萝卜块，或者是饼状

未经粉碎的饲料。该病在临床的表现为停止进食，流口

水、咳嗽或者是惊恐不安。

（七）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一般是由于养牛的环境不卫生导致滋生大

量细致和寄生虫。之后牛在食用带有寄生虫的饲料时，

就容易感染寄生虫病。临床表现为皮肤炎症或者背部脱

毛等现象。

（八）牛白血病

牛白血病是一种患病率及死亡率都非常高的疾病，

这种疾病是由牛白血病毒引起的，这种病症的发病区域

较广，也是一种牛慢性肿瘤疾病。这种病的在医疗上的

治愈概率非常小，因此要求养牛人要对牛群进行定期体

检，如果一旦发现有患者白血病的牛，要及时淘汰，以

免对其他牛和人造成严重影响。此外，引进其他国家的

牛时，要特别注意对其是否患有白血病进行检查。而且

想要最大程度地避免牛白血病的发生，首先要对牛舍进

行定期消毒和清洁，以保证牛群生活在干净的环境中，

从而减少传染发病等现象。此外，对于有发病前兆的牛

要提前进行隔离和观察，做好提前预防工作。

三、常见牛病的防治方法
（一）犊牛腹泻防治技术

治疗犊牛腹泻，我们一般采用综合防治的措施。防

治措施主要以通过加强饮食管理的方式进行治疗。对于

犊牛的早期喂养，主要通过牛乳喂养，但是要注意的是

在收集母牛初乳时，首先要将母牛乳房周围进行消毒处

理，一方母牛将自身的疾病带给牛犊，而且还有可能触

发其他疾病。其次，还要保证牛舍环境清洁，通风和温

度控制。夏季是牛病最容易触发的季节，所以在夏季要

特别注意对牛舍的清洁工作，并且要做到每周对牛舍进

行全面清洁和消毒一次，以保证牛舍的干净卫生，此外

还要做好牛舍的防暑工作。最后就是药物干预，前两步

都是预防工作，而这一步则是对牛病的治疗工作，如果

一旦发现牛犊出现了腹泻情况，就需要对其进行药物干

涉了，需要在初乳中加入一定量的抗生素，同时还要加

入庆大霉素等药物，生理盐水的补充也不能忽略，这样

能够有效防止犊牛因腹泻产生的脱水。

（二）牛感冒防治技术

牛感冒的主要触发条件就是牛舍的保温工作没有做

好，所以首要任务就是要提高牛舍的问题，如果发现有

牛出现了感冒症状，首先要做的就是将这头感冒的牛隔

离出来，以免传染给其他牛。此外在隔离感冒牛的时

候，隔离环境也要特别注意，为了防止发生二次感冒或

是家中感冒，要注意隔离区的通风和环境清洁。对于刚

刚发病的牛，可以采用生理盐水或青霉素注射的方式进

行治疗，对于发病初期的牛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如果

发病时间较长，还是采用正常隔离操作进行治疗。如果

病症较为严重，则除了要注射一些药物，还要把甘草、

茯苓、柴胡等药物研磨成粉加入到饲料中，通过中西医

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

（三）牛结核防治技术

对于牛结核这种疾病，主要还是采取预防措施，防

止牛感染上结核病。所以需要我们定期对牛进行体检，

如果一旦发现有牛得了结核病，还是要先进行隔离。然

后注意牛舍的通风和卫生清洁，不给结核杆菌创造生存

条件，使其自行消灭。对于牛结核病的预防工作，要将

主要预防重点放在小牛犊身上，在母牛分娩时，要单独

选出来一间牛舍作为分娩室，而且要对分娩室的卫生严

格把关，小牛犊一下生就要采取隔离措施，并对其进行

全面的检查，确保没有结核病临床症状，同时不是结核

病毒的携带者，这样才能够将其放在牛群中，正常养殖。

（四）牛胀气防治技术

对于牛胀气，可以将泻药混合温水给患有牛胀气的

牛灌服，让牛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发酵产生大量气体的

饲料排出体外，这种方法能够有效治疗牛胀气，但也只

是对一些症状不是非常严重的牛，而对于那种患有严

重牛胀气的牛，还是需要药物做支撑，可以使用新斯的

明，给患有牛胀气的牛注射一定剂量的新斯的明，新斯

的明对于治疗牛胀气有非常显著的效果。

（五）牛口蹄疫防治技术

发现患有口蹄疫的牛，首先要将其与其他牛群进行

隔离，并在要保证隔离牛舍的干净卫生，同时还要保证

牛舍的干燥通风，透气要做好。在饲料选择方面，首选

是相对柔软的草料，如青草，其次就是饮水要饮用相对

清洁的水，还要每天对牛舍进行消毒清理，保证牛舍时

刻的卫生。其次，可根据患病位置采用针对性治疗，除

了一些特殊部位外，都可以采用营养剂或强心剂方式治

疗，必要时还可以注射葡萄糖和盐水外加抗生素的方式

质治疗。

（六）食道梗塞防治技术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对饲料进行粉碎处理，确保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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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能够被粉碎。如果一旦发现有牛发生了食道梗塞的

情况，应采取口中取物或是推送饲料的方式进行处理，

具体处理方式要视实际情况而定。针对前部食道堵塞，

首先要将堵塞物向着口腔的方向推送，然后再拿出来；

而对于胸部的食道堵塞，可以将胃导管或是食道探子将

堵塞物推进胃中。

（七）寄生虫病防治技术

首先就是要加强卫生管理，及时对牛栏、牛棚等牛

生长的环境进行卫生清理。可以使用掺和了 3%苛性钠

的水对饲养器皿进行清洁和消毒，还要更换牛栏中的牛

草，以防止细菌的滋生。如果一旦发现有患寄生虫病的

牛首先要将其做隔离处理，然后对病症进行分析诊断，

最后再根据病症实行有针对性的治疗。

（八）牛白血病防治技术

针对患有白血病并呈初期临床症状的病牛，可以使

用有治疗作用的抗肿瘤药物，比如静脉注射氮芥，通过

连续注射两到三天，就能有效缓解白血病症状。注意这

只是针对患病初期的牛。

四、牛病的综合防治方法
（一）合理引种

引种是养牛的基础，种牛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牛群

的整体健康，所以在给牛引种的时候必须做到科学合

理。在引种过程中，在购买种牛时，首先要注意供应方

是否有经过当地兽医部门颁发的检疫证书，在购买完种

牛之后首先要对其进行消毒和全身检查，这样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较少牛群感染疾病的有效途径。并且在购买完

种牛后，首先要将其放置隔离间进行长达一个月左右的

隔离处理，待隔离过后在对其进行检查，没有问题了才

能进行共群饲养。

（二）科学配料

在养牛过程中，牛饲料的种类及粉碎程度是促使牛

生病的关键因素。因此，牛饲料须采用严格的科学配比

进行配料，首先是要保证将牛饲料粉碎，这样的目的是

为了牛在进食过程中不会堵塞牛的食道。其次就是要避

免在牛饲料中掺杂豆科的植物或是草料，因为豆科植物

容易发生变质，同时也要对牛饲料进行检查，确保牛饲

料没有任何卫生方面的问题。

（三）免疫接种

免疫接种其实就是通过提高牛群的免疫力来减缓或

避免牛群感染疾病，因此牛群免疫疫苗接种工作要严格

执行。在此过程中，首先要对当地牛病的种类、触发季

节以及发病规律进行充分了解，还要明群牛群的饲养、

管理以及生产情况，以此为基础制定有效的防疫计划，

从而有效的开展免疫接种工作。对于引入种牛或是需要

接受外科手术的牛，要进行临时性的预防注射；对于未

感染的牛，进行紧急预防接种。

（四）加强消毒

消毒是从外部防治牛病的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加强

消毒是养牛中必不可少一个步骤。由于不同种类的牛病

在传播路径上会有所差异，所以需要采用针对性的消毒

措施对牛进行外部消毒。例如对呼吸道和消化系统传播

的疾病，就要对用于牛日常进食的饲养器具、饲料、饮

食以及空气进行消毒；对于有害物种为传播媒介的，通

过杀虫灭鼠的方式进行消毒。

五、结束语
养牛业是我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养牛业的稳

定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对我国国民经

济的影响非常大。但在养牛的过程中，牛群中很容易出

现传染性疾病，这种疾病的出现会在整个牛群范围内迅

速传播，从而影响整个牛群的生长。牛病一旦发生，将

很难将其完全控制，并且还会影响养牛人以及消费者的

身体健康。因此，养牛户要特别重视牛病的防治工作，

严格管理牛的健康，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一旦发现有牛

患病，要及时将其隔离并妥善处理，以保证牛肉的品质

和养牛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郭力伟，程亚辉.牛病特点及常见牛病防治措施探究[J].南方农业，

2021，15（27）：202-203.

[2]程刚.常见牛病特点及防治方法[J].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21（08）：

125.

[3]林树成.牛病特点及常见疾病防治[J].畜牧兽医科学（电子版），

2021（11）：73-74.

[4]陈永年.牛病特点及常见牛病防治[J].畜牧兽医科技信息，2021

（05）：76.

[5]李小芸.牛病特点及常见牛病的防治技术[J].吉林畜牧兽医，2021，

42（05）：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