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8 农家科技

养 殖技术
YANGZHIJISHU

牛瘤胃积食问题主要由牛瘤胃内堆积过多食物（饲

料）所引起，又被称为急性瘤胃扩张。症状发生后，牛

瘤胃体积会在短时间内增大，增大尺寸较夸张，肉眼清

晰可见，与正常变大有明显区别。通过触诊的方式进行

诊断，明显感觉到瘤胃部位存在坚硬物，蠕动声音极不

明显，有时甚至完全听不到瘤胃蠕动声音。瘤胃积食问

题发生后，因为瘤胃内存有大量无法消化的饲料，时间

一长，牛自主神经紊乱问题就会逐渐严重起来。牛瘤胃

积食问题的间接影响在于瘤胃体积增大后，会导致膈向

前移，进而引发心肺功能障碍，严重时可造成牛无法正

常呼吸、休克、昏迷，甚至是死亡。

一、牛瘤胃积食特征
（一）腹部膨大、疼痛

牛瘤胃积食量越多，瘤胃增大现象就越明显，腹部

膨大肉眼可见，此时若用手直接触摸牛体左侧下腹部位

置（瘤胃部位），可明显感觉有坚硬块状内容物存在，

稍用力按压，牛只会明显感觉腹部疼痛，部分牛只会疼

痛难耐，并有摇尾呻吟、蹄踢肚子等行为发生。

（二）停止反刍、没有食欲

科学研究发现，在降解纤维物质方面，瘤胃是功能

性最强的器官，被称为“天然发酵罐”。牛瘤胃位于牛

体腹腔左侧位置，体积较大，占满了整个左腹腔。食糜

经贲门进入，消化后进入瘤网胃口进入网胃。瘤胃积食

发生后，牛只瘤胃里已形成的稳定微生物环境会遭到破

坏，导致微生物无法正常分解和发酵瘤胃中的饲料，如

果继续摄入饲料，只会让积食物体越来越严重，增加牛

的肠胃负担，一段时间后，牛只便不愿意再进食，也不

再反刍（倒嚼）。

（三）便秘、腹泻

便秘和腹泻是饲料长期滞留瘤胃无法被及时分解的

结果。大量饲料堆积在瘤胃里，会导致网胃、瓣胃、皱

胃无法吸收到食物，饲料中的水分会被瘤胃胃壁大量吸

收，时间一长，胃壁就变得越来越硬，便秘问题便会发

生，体内粪便也会随时间延长而变得干硬，颜色发深。

部分牛只还会出现腹泻现象，粪便稀薄，同时散发出恶

臭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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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呼吸、脉搏加快

若无法对牛瘤胃积食给予及时干预，一旦病程进入

末期，牛只便会出现各种呼吸问题（由肚腹胀满所导

致），比较典型的是，呼吸短而急促，脉搏跳动速率加

快，脱水现象明显，严重时可直接导致死亡。

二、牛瘤胃积食成因
结合实际经验来看，牛瘤胃积食问题产生原因比较

复杂，且各项因素间还会互相影响，给诊断、治疗、预

防等工作增加了困难。主要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影响、

人为因素影响、草料变更，以及继发疾病影响。

（一）自然环境影响

受天气因素影响，牛养殖场会在冬春两季增加稻草

数量，牛只食用过多稻草（包括以稻草为主的饲料）会

导致胃蠕动异常，长期食用后，胃肌受损。原因在于，

稻草或以稻草为主的饲料含有大量粗纤维，且适口性

差，营养不均衡，加之咀嚼不充分（大部分牛只都存在

暴食问题），导致堆积在胃里的食物无法被正常消化。

另外，牛只冬季活动较少，饮水量有限，这样便加剧了

草料“停滞”问题，在不加以有效干预的情况下，瘤胃

积食会越来越严重。

（二）人为因素影响

劳役无节，使役后出现暴饮暴食，或者过快、大量

饮食后立即使役，均会导致牛只无法获得充足的反刍时

间，在这种情况下，牛津液消耗量急剧上升，牛胃肠机

能出现明显下降，胃内饲料便无法被充分消化，最终导

致发病。

（三）草料变更影响

牛只饲养中，草料变更经常发生，一般会根据环境

变化（养殖场环境和气候环境）来调整草料内容。但喂

食何种草料并不完全取决于饲养者的主观意识，而是要

根据目标牛只或牛群以往的采食习惯。举例来说，如果

突然给予精料，牛只消化器官很难适应，发病概率就会

增加。

（四）继发疾病影响

临床实验发现，创伤性网胃炎和前胃弛缓等疾病发

生后，会造成牛的胃功能严重受损，消化能力明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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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发现后若没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将会导

致继发牛瘤胃积食症产生。

三、牛瘤胃积食诊断
（一）诊断要点

临床上，牛瘤胃积食诊断方法分为四种，即望诊、

触诊、听诊、叩诊，四种方法可结合使用，有助于更为

准确地判断出病情。

1.望诊。即通过眼睛观察患病牛体态和排泄物（包

括粪便和尿液）形态特征来对牛只患病程度和健康状况

进行判断。望诊时，需要观察已表现出明显患病症状的

牛只是否存在鼻镜龟裂现象，或者鼻镜过于干燥；观

察患病牛排泄物（主要指粪便）颜色如何，如果发黑，

且干硬，则诊断为患有瘤胃积食；观察目标牛只是否经

常摇尾，是否频繁望腹，以及是否反复踢打腹部，如果

有，则诊断牛只患有瘤胃积食。

2.触诊。即通过触摸的方式来对牛只是否患有瘤胃

积食进行判断。兽医人员需要通过直接触摸方式来检查

牛只腹部是否膨胀，以及存在压实感。

3.听诊。即通过聆听的方式对牛只进行病情诊断。

兽医人员需要留意牛只瘤胃蠕动情况，认真聆听瘤胃蠕

动声音大小，并记录蠕动次数，如果声音减弱、次数减

少，且出现呼吸困难，则认为该牛只患有瘤胃积食病。

若要进一步确诊，还需结合其他诊断方法。

4.叩诊。一般会借用到专业叩诊锤，如没有叩诊

锤，也可直接用手来代替，但需要经验丰富的兽医来完

成。叩诊部位为牛体脏器附近的身体部位，以能够引

起脏器发出共鸣音为标准。诊断时，需要根据共鸣音性

质，以及相邻两次声音间的时间间隔长短进行判断，如

果时间间隔过长，单词共鸣音过弱，则表示声音传播受

到阻碍，可认为存在瘤胃积食问题。采用叩诊方法对牛

只是否患有瘤胃积食进行判断，主要是检查牛的瘤胃部

是否有浊或者半浊音。所谓浊音，是一种音调较高，音

响较弱，振动持续时间较短的非乐性叩诊音。

（二）鉴别诊断

牛瘤胃积食症状与其他几种牛疾病临床症状比较类

似，如前胃弛缓、瘤胃鼓气、创伤性网胃炎、皱胃阻塞

等，若要做出准确诊断，就必须明晰牛瘤胃积食症状与

其他几种疾病症状的区别。

1.前胃弛缓。前胃弛缓是反刍动物前胃兴奋性和收

缩力量降低的疾病。临床特征为食欲、反刍、嗳气紊

乱，胃蠕动减弱或停止，可继发酸中毒。该病病程较缓

慢，病患后，牛只频繁嗳气，这与瘤胃积食所导致的停

滞嗳气有明显不同。另外，患有前胃弛缓疾病的牛只，

其瘤胃部位容易发生慢性间歇性臌气，通过触诊方式可

知，病牛瘤胃部有粥状内容物，无坚硬感。

2.瘤胃鼓气。瘤胃鼓气由患畜过食易于发酵的大量

饲草，如露水草、带霜水的青绿饲料、开花前的苜蓿、

马铃薯叶以及已发酵或霉变的青贮饲料等引起。大量品

质不良的青贮料，腐败、变质饲草被食入后，会牛只体

内迅速发酵，瘤胃部会产生大量气体。也有的是由于误

食毒草或过食大量不易消化的豌豆、油渣等，这些饲料

在胃内迅速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因而引起急剧膨胀。

患有瘤胃鼓气的病牛，其腹部会出现明显膨胀，其中

左上腹部最为突出。通过叩诊方式诊断，明显感觉到鼓

音；触诊方式诊断时，瘤胃壁会表现出明显弹性特征。

几乎所有病牛都存在呼吸困难问题。

3.创伤性网胃炎。创伤性网胃炎是由于牛只采食被

混入金属异物或其他尖锐异物饲料后，网胃被割伤或划

伤所引起。若异物刺伤网胃，又穿透膈肌伤及心包使心

包发生炎症者，称创伤性心包炎。临床症状表现为：弓

背、呻吟、消化不良、胸壁疼痛、间隔性膨胀，食欲降

低，反刍减少。

4.皱胃阻塞。患病初期，牛瘤胃蠕动音减弱，瓣胃

音低沉，肚腹无明显异常；患病牛尿量与正常牛尿量相

比明显减少，且时间较短，粪便排泄物过度干燥，部分

牛只表现出便秘症状。若病情未得到有效干预，或干

预措施效度不高，患病牛会出现食欲废绝，反刍停止，

与此同时，牛只肚腹部位会明显变大，瘤胃内充满内容

物（饲料等），瘤胃蠕动音减弱，甚至消失；大部分牛

只会“迷恋”排粪，即便没有生理需求，也会做出排

粪状。

四、牛瘤胃积食临床症状
患病初期，牛只出现回头顾腹，神情不安，上槽迟

缓，鼻镜干燥，弓腰，后肢移动频率增加，时见踢打腹

部；空嚼磨牙，不规律呻吟；眼结膜充血明显，发绀；

腹围增大。

触诊瘤胃部位时，病牛坐立不安，瘤胃中内容物坚

硬，用手指和手掌按压后，留下清晰压痕；部分病牛瘤

胃中内容物坚硬如石；腹部臌胀明显，左上腹部突隆，

中下部向外突出；食欲、反刍消失。

通过听诊方式进行诊断时，会明显感觉到牛只瘤胃

蠕动频率减慢，且次数较少。通过叩诊方式诊断时，

瘤胃部会发出非常明显的浊音。在对患病牛进行直肠检

查时，可明显观察到瘤胃体积变大，甚至出现移位，并

且可触摸到。患病牛体温与正常状态相同，少部分病牛

体温高出 39℃。积食严重时，病牛呼吸受阻，短暂且

急促，脉搏加快。特别对于奶牛，若出现上述症状后未

能及时干预，或治疗过程过长（效果不明显），泌乳量

会大大减少，甚至停止泌乳。病牛呼吸急促、困难，四

肢、角根和耳冰凉；随着病情逐渐发展，全身中毒加

剧，肌肉震颤，全身战栗，无法正常行走，卧地不起；

心律不齐，心音微弱，全身衰竭。

五、牛瘤胃积食治疗
现阶段，牛瘤胃积食治疗手段主要分两大类，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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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治疗。二是中药治疗。不同治疗方法有不同效果，

兽医人员和养殖场工作人员需要根据牛只实际患病情况

进行治疗，做到对症下药。

（一）西药治疗

方法一：取适量硫酸镁，不少于 500g，加入至少

15g鱼石脂，最多不超过 20g，然后溶于 1500 ～ 2000mL

水 中，1次 灌 服 完 成。 或 者 向 6 ～ 10L水 中 加 入

50 ～ 100mL浓度为 75%的酒精，以及 500mL植物油，

可也用同体积液体蜡来替代，1次灌服完成。也可以用

掺有 0.05～0.2g的毛果芸香碱注射剂进行皮下注射，但

需要在泻剂治疗后进行。针对患病牛存在的瘤胃蠕动过

慢和蠕动次数少问题，可考虑采用灌服药剂的方式来解

决，如灌服含有 8 ～ 10g的酒石酸锑钾溶液，频率为 1

日 1次，连续 3日后见效。

方法二：患有瘤胃积食后，病牛瘤胃内会存在严

重酸碱失衡问题，可考虑使用静脉注射方式解决，药

剂为 5%碳酸氢钠溶液或 11%乳酸钠溶液，剂量分别为

500mL和 400mL，具体用药量需要根据患病牛症状强弱

而定，溶液剂量可适当减少。需要指出的是，很多兽医

因为治疗需要会注射大量碱性药物（分多次注射），但

这样也会引发副作用，比如患病牛出现全身抽搐，轻症

为呼吸急促，此类问题可通过内服稀盐酸来解决，剂量

为 15～ 30mL。

方法三：针对患病时间较长的牛只，需着重改善其

中枢神经系统调节机能，使患病牛心脏活动频率逐渐增

加，强度逐渐增大，这样可以更好改善牛的血液循环，

增加胃肠蠕动次数。针对自体中毒症，解决方法主要为

静脉注射，药剂为 10%氯化钾溶液，单次注射量保持在

150mL左右，最多不超过 200mL，最少不低于 100mL。

之所以采用静脉注射方式，是因为能更好保护患病牛肝

脏，达到强心补液的目的，防止患病牛出现脱水。

（二）中药治疗

中药治疗以消积化滞、健脾开胃、润肠通便为主。

方法一：取芒硝 300g，大黄 90g，槟榔 45g，莱

菔子 40g，枳实、厚补各 30g，玉片 15g ；先将枳实、

厚补、槟榔、玉片置入砂锅中（或其他煮具），加

水 5000mL，煮沸后 10min后加入大黄；去渣留汁约

3000mL，加入 10%芒硝溶解，加莱菔子 1次灌服。

方法二：取枳壳 30g，木香 30g，瞿麦 30g，通草

30g，厚朴 35g，香附 40g，番泻叶 50g，肉苁蓉、当

归、神曲各 60g，加入 5000mL水，煎煮成为药液后去

渣，温服，频率为 1日 1次，连续服用 3日后即可。该

方法对于消积破滞、润肠通便有很好作用，特别适用

于处于妊娠期的母牛；另外，对改善牛只体质也很有

帮助。

六、牛瘤胃积食预防
（一）适当放牧，加强运动

进入冬季后，养殖场需要有计划地增加青饲料储备

量，日常饲料供给不能过于单一；均衡营养，喂食前对

饲料营养成分和结构做科学测量；每日按时供给饲草，

注意补饲糖水；重视饲料加工和储存，保证供给饲料足

够新鲜；解决牛过冬和缓解枯草季节青饲料供给不足的

问题，保障牛的健康。

（二）控制牛只采食量，防治贪食

结合牛只生长发育规律，每日定时定量供给饲料，

针对不同年龄段牛只，制定科学的喂养计划，防止牛只

贪食过多幼嫩多汁的饲料牧草；舍饲转放牧时，初期以

供应干草或粗饲料为主，适当限制在牧草幼嫩茂盛的牧

地上放牧。

（三）增强牛只胃肠消化能力

考虑到前胃弛缓影响，养殖人员需注意增强牛胃肠

运动机能，促进瘤胃内容物排出，以加强治疗效果。

七、结束语
作为一类常见牛疾病，牛瘤胃积食在近些年流行程

度逐渐加重，通过认真鉴别病症和采用科学防范、治疗

手段，能够有效控制疾病蔓延，降低发病概率。作为养

殖人员，必须结合养殖场实际情况和牛只饲养现状来科

学制定管理方案，把握好日常管理细节，特别是饲料喂

养，要保证牛只所采食的饲料足够干净、健康。此外，

饲养人员要积极了解牛瘤胃积食等常见疾病知识，特别

是那些与牛瘤胃积食症状相类似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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