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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
寻医

冬季牛大量采食干料，很容
易导致水料比率失衡，出现内火
趋旺、体温升高、卧立不安、食欲
衰退、便秘尿烫等冷性脱水症
状。牛发生冷性脱水时，应及时
给它喂水。

喂生理调节水。既能以水
降温，也能以水升温。1、以水降
温：给牛提供充足、干净的冷水，
或按每头成年牛每次用 0.3—0.6
公斤烧酒或0.2公斤尿素，兑入5
公斤冷水中，让牛自饮；2、以水
升温：冬季气候寒冷，对体况虚
弱的牛，应将清水烧热至 40℃，
按每公斤水掺入食盐 30—50克
或酱油100克后喂饮。

喂营养滋补水。根据牛的
不同状况分别投喂滋补水：1、
脂肪滋补水。将糠饼、菜饼等
脂肪类饲料研碎成粉，每头牛
每日喂 3—5 公斤，另加酒糟
2—4 公斤、碎草料 10 公斤、食
盐 100克、热水 15公斤，拌匀喂
牛 ；2、蛋 白 滋 补 水 。 将 豆 饼
（渣）按 1:10—15的比例兑水浸
泡 后 投 喂 ；3、微 量 元 素 滋 补
水。在饮水中加入微量元素，
幼牛每头每日投喂锌 5—10 毫
克、铁 6—12 毫克、钙 4—8 毫
克、镁 10—15毫克，连续投喂整
个冬季，效果很好。

（据《陕西科技报》）

低温季如何预防牛冷性脱水

牛腐蹄病多见于成年牛，是
由坏死梭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
传染病。其特征是跛行、蹄部肿
胀或流出恶臭的脓汁。

1、病因与病原
牛腐蹄病的病因素有多种，

一般认为是牛只体弱、钙磷不平
衡、蹄部角质疏松是其基本病
因。牛床潮湿，牛蹄经常被粪、
尿、泥浆等浸泡，使局部组织软
化易受损伤。而小石子、铁屑、
煤渣、田间植物残梗、粗硬杂草、
坚硬的冻土和冰等都会刺伤蹄
部软组织引起发炎。有时也因
蹄冠和蹄角质层间发生裂缝而
感染。环境中的坏死杆菌可侵
入损伤组织致病。

坏死梭杆菌的抵抗力不强，
一般的消毒药均能杀灭它，但它
在污染的土壤、腐烂的杂草中能
存活较长时间。该病在出现跛
行的蹄病中占40%—60%。一般
后蹄发生的比例比前蹄高，夏天
潮湿季节比冬天干旱季节发病
多，成年牛比犊牛多发。

2、诊断要点
（1）流行病学特点
该病的传染源主要是病牛

和体内带菌的健康牛。病牛的
四肢、蹄、皮肤和黏膜会发生坏
死，病菌则随病牛的分泌物和坏
死组织污染周围环境。健康牛
的胃肠道常见有坏死梭杆菌，病
牛的粪便大都能分离出这种细
菌，而在水塘、滩地、污泥、低洼
地等地方也都有大量的坏死梭
杆菌。牛的腐蹄病广泛发生于
世界各地，我国也有报道，且是
我国南方耕牛、奶牛较为严重的
主要传染病。

牛腐蹄病主要通过有伤口
的部位而感染。病多发生于低
洼潮湿地区，常发于洪涝灾害和
炎热多雨季节，一般零散或小范
围发生。另外，犊牛长牙、牛舍
里的吸血昆虫、饲喂有尖刺的草
料、矿物质如钙磷等不足、维生
素缺乏、营养不良、长途运输等
因素都可导致腐蹄病的发生。
除牛外，猪、绵羊、山羊、马及人
也容易得这种病。

（2）症状
病牛常常表现出喂料时不

愿进食，喜卧地，站立时间短，
站立时患蹄不愿完全着地，走
路跛行有痛感。检查时牛蹄质
比较完整，看不出有炎症。当
叩击或用手按压时牛有痛感，
用刀切削扩创后在蹄底的小孔
或大洞中会有污黑臭水流出。
趾间也常可找到溃疡面，其上
覆盖有恶臭的坏死物。急性发
作时牛蹄冠处红肿，痛感明显，
严重的会并发蹄关节炎。如果
不及时整修治疗，病牛会逐渐

消瘦，被毛粗乱，产奶量急剧下
降，甚至丧失生产能力。严重
者则蹄壳严重变形，卧地不起，
甚至出现全身性败血症状。慢
性病牛，坏死可达蹄的深部组
织，包括蹄关节，第二、三指
（趾）骨、腱和韧带。趾间、蹄球
与蹄冠缘处存在瘘管，并延深
到蹄内，跛行可能逐渐减轻，但
不能消失。病程可由数月到
年，多半是长期消瘦、衰弱，奶量
减少。

（3）实验室诊断
腐蹄病发生部位是肢蹄部，

以坏死性炎症为主。坏死组织
有特殊的臭味，患病动物有跛行
等症状，再结合流行病学资料可
作初步诊断。确诊则需要进行
实验室诊断。取健康和病变组
织交界处的刮取物，染色镜检，
能发现坏死杆菌即可确诊。牛
腐蹄病应与刺创、趾间损伤、蹄
叶炎等相区别，特别是与趾间皮
炎相区别。因其治疗方法不同，
趾间皮炎几乎没有肿胀，但跛行
和坏死臭味明显。

3、预防与控制措施
牛腐蹄病危害相当大，发

病率比较高，经济损失很大。
因此做好防制工作意义重大。
首先应重视蹄病的防治，经常
检修蹄壳，同时注意饲料配方
中的矿物料。重视对牧场场地
的平整和消毒，及时清除牛舍
内粪便。防止趾间皮肤损伤，
经常保持牛蹄干燥清洁。防止
牛相互啃咬，不到低洼潮湿不
平的泥泞地放牧。在多发季
节，可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类
药物进行预防。在发病率较高
的牛场，要用收敛剂定期蹄浴
（如 5%福尔马林或 10%硫酸铜
溶液），以降低发病率。

发现本病后用清水洗净患
部并清理创面。再用 1%高锰酸
钾溶液或 5%福尔马林或 10%硫
酸铜溶液冲洗消毒。然后在蹄
底的孔内或洞内填塞硫酸铜水
杨酸粉或高锰酸钾粉或磺胺粉，
创面可涂敷木焦油福尔马林合
剂或 5%高锰酸钾或 10%甲醛酒
精溶液或龙胆紫。15天后复诊
一次。如果第二次检查已痊愈，
只要涂些防腐药如碘酊即可。

畜群中一旦发生该病要及
时把病牛和健康牛分开。对病
牛的粪便和清除掉的坏死组织
要严格消毒并销毁。对病牛除
清创消毒外，肌肉或静脉注射
磺胺类药物、四环素、土霉素、
青霉素等，都能有效控制本病
的发展和继发感染，而链霉素
是无效的。如果慢性病牛蹄的
一侧严重坏死，可采用截趾术。

（刘婷婷）

牛腐蹄病——
坏死杆菌病的防控技术措施

宁夏不同地区规模化牧场奶牛子宫炎调查分析宁夏不同地区规模化牧场奶牛子宫炎调查分析

青海青海：：包虫病不再惹人恼包虫病不再惹人恼
□杨惠

包虫病是由棘球绦虫的幼虫寄生
于人或动物体内引起的人兽共患寄生
虫病。近年来，我国包虫病疫情总体比
较平稳，但四川、西藏、青海等藏区、牧
区疫情相对较重。

“十三五”以来，我国投入资金分别在
青海、四川、新疆等地推进包虫病防控工
作，成效显著。其中，青海省通过全面实施
犬驱虫、羊免疫、健康教育和无害化处理

“四位一体”防控策略，探索“技术和管理相
融合”的防治模式，实现以管理措施推进防
治技术的落实。在牧区14个县开展畜间
包虫病防治示范创建活动，形成了可复制、
可推广的包虫病源头控制模式，为我国包
虫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效防控措施。

“现在这种驱虫药效果怎么样？狗的
采食率高吗？驱虫之后记得一定要跟畜主
配合把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在青海
省大通县极乐乡畜牧兽医站，青海省农业
农村厅兽医局局长段海军一边翻阅查看犬
驱虫登记册，一边不忘叮嘱当地村级防疫
员做好犬驱虫及后续工作。

畜主、地址、犬毛色特征、犬照片、
驱虫时间……极乐乡畜牧兽医站兽医
师赵国荣说：“别小看这薄薄的一本犬
驱虫登记册，它可是我们青海省包虫病
防控工作的有效见证呢。”

2016—2020年，青海省开展了迄今
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措施最全的
畜间包虫病防治5年攻坚行动。

“犬作为终末宿主，感染后会产生
虫卵并随粪便排出体外，这种带虫卵的
粪便如果没有及时处理，被牛羊或人接
触到后，就有可能引起牛羊和人感染包
虫病。”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张立成说，所以防治包虫的终末宿
主——犬，成了首要任务。

犬的包虫病防治主要措施是进行
驱虫药投喂，但投药之前，必须先确定
犬的数量和整体情况，为此，青海省开
展了全省犬只调查登记工作，为家犬登
记、挂牌、造册，建立管理档案。在 5年
攻坚期间，青海全省累计登记管理家犬
240.88万条，全省家犬规范登记管理率
平均为96.42%，在部分地区还探索了家
犬追溯信息化管理，进一步方便家犬管
理。针对流浪犬，采取扑杀、收容、绝育
等措施，控制流浪犬的数量。

对全省犬只情况有了整体了解后，
就要考虑驱虫效果怎么保障了。“驱虫
药能杀成虫，但杀不了虫卵，一次驱虫
后犬只如果没有及时进行二次驱虫，期
间接触到病原体还是会被再次感染，所
以我们必须进行犬驱虫密度试验。”青
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蔡
金山介绍，青海省进行了月月驱虫、双
月驱虫和季度驱虫三种驱虫密度试验，
结果发现在当前的包虫病流行形势下，
采用月月驱虫模式才能保障驱虫效果。

“月月驱虫的驱虫密度不是固定
的，随着包虫病的防控成效提升，驱虫
密度也可以逐渐减小。”蔡金山解释。

犬驱虫阻止了虫卵产生，很大程度上
切断了包虫病传染途径，但如果偶有犬只
驱虫效果不好，还是产生了带虫卵的粪便
怎么办？因为驱虫药并不能杀死虫卵，所
以无害化处理手段就派上了用场。

“我们要求在犬驱虫后5天内，犬的
粪便都必须经过掩埋、焚烧或无害化处
理池处理，以防止虫卵扩散。”蔡金山说，
同时，像感病牛羊的脏器也带了病原体，
如果被犬吃了会引起感染，所以对感病

牛羊的脏器也需要经过无害化处理，不
能随意丢弃，更不能喂狗。

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远远望去，一
个红色的圆形钢架围栏颇为显眼，走近
一看，围栏中挤满了羊，而在围栏另一
边的长通道两侧，拿着注射器的村级防
疫员正忙着给羊注射疫苗。

注射结束后，刚察县哈尔盖镇环仓
秀麻村4社村级防疫员同时也是养殖户
的满拉响告诉记者，刚刚注射的是包虫
病疫苗。当被问到对羊包虫病免疫的看
法时，他说：“现在用的疫苗效果很好，就
是价格要是能更优惠一些就好了。”

2015年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
会，专题研究包虫病防治工作。会上，经
过专家们的呼吁，国家专项投入包虫病
等防控经费5亿余元，支持青海、四川等
7省区包虫病源头防控。由此，国产包虫
病疫苗得到了有效推广。

疫苗投入使用后，青海省包虫病防控
措施由“犬月月驱虫”单一防控模式提升
为“犬驱虫与羊免疫双源头控制”模式，使
终末宿主和中间宿主都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青海省将包虫病列入每年计
划免疫病种，每年安排2000万元左右资
金，用于支持各地开展包虫病免疫工
作，2022年，青海省羊包虫病抗体合格
率为87.1%，包虫病免疫正有序开展中。

“1988年开始，我就接触包虫病防
控工作了，记得刚从事包虫病防控工作
那几年，我们去了青海的各个州市给群
众普及包虫病防控知识，但是包虫病感
染率始终不见下降，这令我们非常苦
恼，直到一次在村民体检现场的经历，
让我找到了原因。”蔡金山说。

那是2000年的一次下乡宣讲，蔡金
山跟随同事在循化县托龙都村进行包

虫病防控知识宣讲，正好遇上村里组织
村民体检，现场一位30多岁的妇女马克
力（化名）被医生检查出疑似患有包虫
病，“我平常注意不直接接触牛羊粪了
呀，为啥还会得病哟？”

马克力脱口而出的疑问，让蔡金山
立马找到了宣传效果不好的原因。

“宣传不到位，没讲清楚传染的过
程，让大家误以为是接触了牛羊粪便才
会感染，而忽略了犬粪中存在的致病虫
卵，错误的认知自然就造成了错误的防
控方向。”蔡金山说。

弄清原因后，团队立马调整了宣传
方式，让大家了解清楚包虫病的感染过
程，同时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专门对兽
医专业人员和村级防疫员等基层防疫
人员进行防治知识培训，确保防治知识
准确传达给群众。

据了解，为了提升包虫病防控知识
宣传效果，青海省不仅在社区、集市宣
传，还深入学校，充分发挥学生的家庭
带动作用，让社会大众对包虫病的认知
程度大幅度提高，群众防治知识知晓率
达到93.58%。

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宣传，青海省
还开展了包虫病知识培训考核，对兽医
等专业人员乃至行政领导进行考核。
目前，兽医专业人员防治知识合格率达
到为90.12%。

2022年，犬棘球绦虫感染率下降到
1.2%，同比下降 1.43个百分点；犬粪棘
球绦虫抗原检测阳性率由 2021 年的
2.69%下降到1.08%；牛棘球蚴感染率下
降到 0.4%；羊棘球蚴感染率下降到
0.25%。犬及家畜包虫病感染率均下降
到 5%以下，青海省“四位一体”防治策
略取得明显成效。

□马宁 郭殿芝 张立强

近年来，随着宁夏地区奶牛养殖业
的不断发展，规模化牛场如日方升，奶
牛分娩后子宫炎发病率较以往有所增
加。本文选择宁夏不同地区的5个规模
化牧场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调查结合统
计学分析的方法，从不同场次、不同季节、
不同胎次、分娩难易情况和分娩后发病阶
段对奶牛分娩后21天内子宫炎的发病率
进行分析，从而探索出其相关性，期望对
牧场奶牛分娩后子宫炎的早期预防和实
际生产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对今后提高奶
牛生产繁殖能力具有指导意义。

材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
宁夏不同地区的 A、B、C、D 和 E5

个牧场，成母牛存栏分别为：2965头、
3968 头、3097 头、2835 头和 6072 头。
调查时间为 2020年 10月 1日—2022年
9月 30日，总计调查 26429条生产数据
和分娩后 21天内发生子宫炎的 1939份
疾病报告。

2、研究方法
采用现场调查及统计学分析的方

法，对发病率、场次、季节、胎次、分娩难
易情况和分娩后发病阶段数据进行分
析。

3、数据统计与处理
使用 Excel软件作基础数据整理，

SPSS24.0软件对不同牧场、不同季节、
不同胎次和产犊难易情况的奶牛分娩
后 21天内子宫炎发病率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采用 Duncan's 法进行多重比
较，P＞0.05为差异不显著，P＜0.05为
差异显著，P＜0.01为差异极显著。数
据均以“平均值±标准误”表示。

结果
1、奶牛分娩后21天内子宫炎发病率
根据本次调查研究的宁夏地区 5

个规模化牧场总计 26429条奶牛的生
产数据和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发生子宫
炎的 1939份疾病报告，计算出其平均
发病率为7.34%。

2、不同牧场对奶牛分娩后 21天内
子宫炎发病率的影响

由表1可见，A、B、C、D和E牧场的奶
牛分娩后21天内子宫炎发病率平均值分
别为：7.81%、3.53%、2.35%、12.62%、
9.65%。D牧场发病率最高，与其他各牧
场相比均有极显著差异（P＜0.01）；C牧场
发病率最低，与A牧场、D牧场和E牧场相
比均有极显著差异（P＜0.01），与B牧场相
比有显著差异（P＜0.05）。发病率除B牧
场和C牧场之间有显著差异（P＜0.05），其
他各个牧场之间和各牧场与B牧场、C牧
场之间均有极显著（P＜0.01）差异。

3、不同胎次对奶牛分娩后 21天内
子宫炎发病率的影响

1—6胎次和≥7胎次的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子宫炎发病率分别为 12.12%、
5.66%、5.57%、5.36%、5.06%、5.01%和
5.42%。1胎奶牛发病率最高，与其他
各 胎 次 相 比 均 有 极 显 著 差 异（P＜
0.01）；2胎及 2胎以上奶牛发病率均无
显著性差异（P＞0.05）。

4、不同季节对奶牛分娩后 21天内
子宫炎发病率的影响

春季（3、4、5月）、夏季（6、7、8月）、
秋季（9、10、11 月）、冬季（12、1、2 月）奶
牛分娩后 21天内子宫炎发病率分别为
5.74%、7.85%、9.61%、5.89%。发病率秋
季最高，春季最低。除春季和冬季发病
率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外，四季
之间发病率均差异极显著（P＜0.01）。

5、不同分娩难易情况对奶牛分娩
后21天内子宫炎发病率的影响

在 奶 牛 生 产 过 程 中 顺 产 奶 牛
23640头次，需要人工助产奶牛 2789头
次，顺产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子宫炎的
发病率为 6.67%，人工助产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子宫炎的发病率为 12.98%，助
产奶牛发病率比顺产奶牛高出近一
倍。助产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子宫炎发
病率极显著（P＜0.01）高于顺产奶牛。

6、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子宫炎发病
阶段分布

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子宫炎发病分
为三个阶段，0—7天为第一阶段、8—
14天为第二阶段、15—21天为第三阶

段。第一、二、三阶段奶牛分娩后子宫
炎发病占比分别为 43.32%、25.43%和
31.25%。奶牛分娩后子宫炎发病主要
集中在0—7天。

讨论
目前，子宫炎是规模化牧场奶牛分

娩后的常见产科疾病之一。一般情况
下，对分娩后子宫炎的诊断是根据奶牛
在分娩后出现精神沉郁、体温升高、瘤
胃蠕动减弱或停止、脱水等症状和奶牛
子宫仍未复旧，阴道排出大量污浊或红
棕色、内含絮状物的水样分泌物，并伴
有腥臭味的临床症状。有研究显示：奶
牛分娩 45天内子宫炎发病率平均高达
30%，并具有较高的淘汰率。本文通过
对宁夏地区5个规模化牧场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发生子宫炎的疾病报告分析，发
现其发病率为 7.34%，低于我国统计的
10%—50%的奶牛子宫炎发病率。

奶牛分娩后子宫炎的发病受多种
因素影响，分娩后胎衣不下、恶露滞
留、助产、后躯消毒不严，病原微生物
直接从阴道进入子宫内而引起子宫感
染。本研究中，助产奶牛分娩后 21天
内子宫炎发病率极显著（P＜0.01）高于
顺产奶牛。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部分产
房人员对助产认识不足、操作不规范、
盲目助产、过多助产，给生产造成很大
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助产，坚持奶牛自
然分娩，有利于降低奶牛分娩后子宫炎
发病率。

牧场的饲养管理不当，日粮营养不
均衡，微量元素、维生素及矿物质缺
乏，致使奶牛健康状况、免疫力和抵抗
力下降、生殖激素紊乱从而引起奶牛分
娩后子宫炎的发生。本文中不同规模
化牧场饲养管理、繁育管理、人员操作
水平等均存在差异，故 A、B、C、D和 E
牧场的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子宫炎发病
率差异较大。因此，为有效防控此病要
加强饲养管理，精准营养，特别是日粮
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
要充足。在配种、妊娠检查、助产的过
程中要严格消毒，保持产房环境的清洁
卫生，防止将病原微生物带入动物体
内。同时，建立分娩前后监测制度，减
少激发本病的因素。

分娩使奶牛的内分泌、营养代谢、
生理状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是
一种很大的生理应激，此时机体抵抗力

差，产道处于开放状态，极易罹患子宫
炎。有研究显示：奶牛分娩后子宫炎的
发病还受胎次、季节和区域等因素影
响，导致奶牛分娩后子宫炎发病率差异
很大。本文中宁夏地区 1胎奶牛分娩
后 21天内子宫炎发病率最高，与其他
胎次相比均有极显著差异（P＜0.01），2
胎及 2胎以上发病率均无显著性差异
（P＞0.05）；因此，要着重加强 1胎牛只
的产后护理，给产后牛只营造一个舒
适、安静、干燥的躺卧环境，加强卧床
及圈舍消毒，避免产后牛只有过多的应
激。奶牛分娩后 21天内子宫炎发病率
秋季最高，春季最低，除春季和冬季发
病率之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外，
四季之间发病率均差异极显著（P＜
0.01）。

对于西北地区的牧场来说，8—10
月正是热应激最为显著的时段（其中
9、10月份为本文所述的秋季），从而奶
牛子宫炎的发病率也高于其他季节，
那么各牧场更应加强产后牛只的防暑
降温，增加喷淋时间和频次，增加风扇
数量，从而达到降温的效果，使奶牛更
舒适，从而减少疾病的发生。奶牛在
分娩后 21天内发生子宫炎多见于 0—
7 天内，占发病总数的 43.32%。这提
示我们对产后牛只应加强护理，尤其
产后一周之内的牛只，改善卧床舒适
度，尽可能让产后牛只在趴卧时将恶
露排出，可减少子宫炎发病风险。

奶牛患子宫炎会导致发情滞后，影
响受精和胚胎发育，使胚胎早期死亡、
流产，空怀天数增加，是导致不孕的主
要原因，不仅影响奶牛产奶量，损害奶
牛的繁殖性能，还会增加乳房炎等其他
疾病的发生几率，严重者会丧失经济价
值而被淘汰。

结论
影响奶牛子宫炎的因素有很多，即

使管理很好的牧场奶牛也会发生子宫
炎，研究结果表明，宁夏不同地区的 5
个牧场子宫炎的发生与地区、季节、胎
次和分娩难易度都有一定相关性。研
究结果对掌握宁夏部分规模化奶牛场
奶牛分娩后子宫炎的发病情况，以及早
发现和控制该病发生、降低其发病率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宁 郭殿芝 张立强单位：宁夏
农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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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1：：不同牧场奶牛分娩后不同牧场奶牛分娩后2121天内子宫炎发病率天内子宫炎发病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