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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牛养殖产业的

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但由于部分养殖场饲养管理技术

水平不高，管理策略不够科学，导致许多疾病的发生，

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所以，作为养殖人

员，在适度规模养殖的过程中，要做好常见传染病的防

控工作，减少疫病的发生，促进我国畜牧业的整体健康

发展。

一、牛流感
（一）发病原因及症状分析

牛流行性感冒又称牛流感，它是一种由流感病毒感

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由于养殖过程中管理

不当，卫生条件差，圈舍潮湿，牛群受到冷应激刺激等

原因，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就会为流感病毒的传播流

行创造条件。该类疾病的发生流行特点是传播速度比较

快，发病比较突然，在许多地区多呈地方性流行或者散

发流行，发病流行率比较高，但造成的死亡率比较低。

发病后，患病牛会出现精神状态逐渐变差，不能正常进

食，反刍能力逐渐减弱，不停地咳嗽，呼吸频率加快，

口中流出大量唾液状泡沫内容物，体温逐渐升高等症

状。通常在发病一周左右，牛群就会逐渐恢复健康。在

疾病诊断时，可结合外在临床表现和流行特征作出初步

诊断，为进一步确诊病因，可采集患病牛的新鲜血液进

行血清抗体检测，根据抗体的消散情况、升高情况判断

病情。

（二）防治措施

对于牛流行性感冒，应及时对病牛进行隔离，做好

污染场地的彻底清理和卫生消毒，以减少感染范围。养

殖场各区域及养殖管理用具、养殖环境可选用 5%的漂

白粉溶液或 3%的热氢氧化钠溶液进行全面消毒，发病

期间应坚持早晚各一次，清除环境中残留的病毒，切

断病毒传播渠道，防止疾病蔓延。在日常养殖管理过程

中，应注意加强对牛群的科学管理，保持整个圈舍干燥

整洁，有良好的防寒保暖性能，防止贼风侵袭。除此之

外，还要将不同年龄、不同品种、不同来源的牛群分开

饲养，避免混合饲养导致病原快速传播，从而使该种疾

病的传播流行率逐步提高。牛流行性感冒目前还没有针

对牛流行性感冒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只能根据牛流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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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的症状进行对症治疗。临床上对牛流行性感冒的治

疗，主要是以预防感染、调节胃肠功能、增强机体抵抗

力为原则。出现高热症状的牛，可以注射 30%的安乃

近注射液 10 ～ 20 mL，也可以使用复方氨基比林注射

液 10～ 20 mL，肌肉注射，一天一次，连续使用 2～ 3

天，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另外，生病的牛也要

服用黄芪多糖，这样可以提高身体的抵抗力。在饲料中

加入黄芪多糖粉剂，用量 1 g/kg体重，每日两次，连续

使用 5～ 7天，同时为防止继发感染，肌肉注射青霉素

和链霉素，每日两次，连续使用 2～ 3天。

二、牛布鲁氏杆菌病
（一）发病原因及症状分析

牛布鲁氏杆菌病是一种由布鲁氏杆菌感染引起的人

畜共患传染病，属国家二级冻疫病，多呈慢性发病，对

处于繁殖期的牛危害较大，临床表现为流产、睾丸炎、

腱鞘炎、关节炎等。总体而言，牛布鲁氏杆菌感染与饲

养员的外引行为有很大的关系。在引进牛的过程中，如

果没有做好产地检疫工作，那么引进的牛身上就会携带

着布鲁氏杆菌，如果没有做好有效的检疫工作，那么病

原就会通过各种渠道向外扩散，从而慢慢地扩散开来。

另外，牛群的粪便如果不处理好，很有可能会在牛群中

传播开来。这类疾病的潜伏期一般为 2～ 4个月，症状

以流产为主，多发生在怀孕的 5～ 8个月，生产出来的

犊牛大多会死亡，或者生出来的犊牛较弱。流产后，母

牛的症状是胎盘滞留，大量恶露不断从阴道流出，排出

乌灰色或棕红色的液体，一般持续 2～ 3周，常伴有子

宫内膜炎或乳腺炎，多数母牛流产一次，以初产母牛流

产最为常见。公牛一般会出现睾丸炎、附睾炎、阴茎红

肿、睾丸萎缩、逐渐坏死等症状。在牛布鲁氏杆菌病的

诊断与治疗中，可将虎红板的凝集试验与血清试管试验

相结合，以明确其病情。

（二）防治措施

牛布鲁氏杆菌病是危害严重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其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尚无针对该病的药物。疫情

发生后，应将检测为阳性的牛群及时淘汰，将检测为阴

性的牛群作为假定健康牛放置于隔离舍中，单独隔离饲

养，并对假定健康牛群进行多次血清检测，连续三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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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出隐性带菌瘤后，表示净化已完成，并将假定健康

繁殖母牛生产下的犊牛单独分离，向犊牛提供消毒过的

牛奶，并在整个培育期间注意做好血清检测，直至连续

三次检测为阴性，该批次的毒牛可以直接作为后备母牛

饲养，有效地净化整个牛群。另外，在日常的养殖管理

中，要坚持自己的养殖管理方式，不能从疫区引进牛，

也不能从疫区购买饲料和畜产品，对引进的牛，要进行

严格的检疫，并且要对其进行至少一个月的隔离观察，

确认其健康后，才能将其混养在一起，并且要定期进行

检疫，一旦发现有病的牛，就立刻将其淘汰。

此外，还要注意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检测出阳性

的牛群，要及时隔离，并安排专人看管，定期进行卫生

消毒，严禁病牛流动，避免与其他牲畜频繁接触。禁止

挤奶、出售，并对阳性牛进行杀灭、无害化处理。在进

行牛布鲁氏杆菌病防控的过程中，疫病防控人员和饲养

员必须做好个人防护，进入被污染的牛圈时，必须戴上

口罩，穿上防护服，从牛圈出来后，要及时换衣服，做

好卫生消毒工作。在疫病流行期，及时淘汰病牛和做好

消毒灭菌工作，是切断疫病传播途径的重要措施。消毒

和灭源均需在畜牧兽医卫生监督机构指导下实施。为防

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应采用 1%的消毒灵或 10%的生石

灰乳对被污染的圈舍环境进行全面消毒，并对患病牛排

出的腹泻物、流产产下的胎衣、粪便及各种污染垫料、

养殖管理用具进行严格的卫生消毒。在受威胁地区，养

殖场应定期选择牛只接种布鲁氏杆菌苗，以提高牛群的

免疫力，有效防止该病在养殖场内的二次传播。

三、牛口蹄疫
（一）发病原因及症状分析

牛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感染引起，具有传播迅

速、危害严重、人畜共患等特点，严重威胁牛养殖业安

全的重大传染病，同时牛口蹄疫也是一种典型的人畜共

患传染性疾病。牛口蹄疫主要症状为蹄部、乳腺等部位

的异常病变，表现为水泡、溃烂、疼痛、无法正常生

长、极易继发其他传染病，死亡率极高。一般来说，牛

口蹄疫是良性发病过程，只有在被高毒力毒株感染后，

才会出现严重发病甚至死亡的情况。

（二）防治措施

牛养殖过程中发现牛口蹄疫后，应立即启动重大传

染病的集中控制，及时报告疫情，由官方兽医对病牛进

行有效处理，加强对养殖场的封闭隔离，限制所有动物

的出栏，划定疫区、危险区，严格执行卫生消毒制度，

坚持每日早晚消毒一次，及时扑灭病牛，加强流行病学

调查、抗体检测，对危险区内的养殖场实施应急免疫。

严格执行牛口蹄疫病的处置和报告制度。在日常管理期

间，要求养殖户严格落实每年春秋两季重大传染性疾病

疫苗免疫接种制度，重视检疫检验，不得随意从外地引

种。每年春、秋两季疫苗接种后，应加强抗体水平的监

测，对多次抗体水平监测不到位的牛、羊群，应有针对

性地分析原因，确保免疫密度达标。

四、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一）发病原因及症状分析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是由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一种

严重的传染性疾病，这种疾病传播速度比较快，潜伏期

一般为 4～ 10 天，成年牛群中潜伏期可超过 14天。此

病的典型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结膜损害严重、眼睑明

显肿胀。病牛、羊体温升高超过 40℃，经常咳嗽、气

喘，部分病牛、羊出现关节炎等症状。妊娠期母羊和母

牛有流产现象。成年阶段的牛群大多表现为慢性发病过

程或者隐性发病过程，但是会对机体的正常生长发育造

成严重影响，品种的生产性能明显下降，体重降低，饲

料利用率下降，这对提高养殖效益不利。

（二）防治措施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属于重大传染性疾病，流行后一

般不能治疗，应将该批次的牛群全部扑杀无害化处理，

严密封锁隔离，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对受威胁的牛养殖

场进行紧急免疫接种和抗体水平监测。要做好环境清洁

工作，做好卫生消毒工作，每天上午、下午各消毒一

次，连续使用三个星期后，每周消毒 2～ 3次，杀灭环

境中的病原微生物。如果牛受到威胁，可在饲料中添加

黄芪多糖、微生态制剂、酶制剂等，以提高牛的抵抗

力。除此之外，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做好传染性胸膜肺

炎疫苗的接种，提高牛、羊的抵抗力，确保抗体水平达

到标准。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牛养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想

有效地开展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工作，就必须对牛群展

开科学的养殖管理。首先，要确保牛的来源明确，要做

好严格有效的消毒处理，定期进行疫苗免疫接种，加强

抗体水平的监测，将预防为主，防治为辅的原则运用到

牛养殖的各个环节。其次，在日常养殖管理过程中，要

对牛的生长发育进行实时监测，及时清除圈舍内的污染

物，确保牛的健康生长，防止疾病的流行，从而促进养

殖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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