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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各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可提高犊牛的

免疫力，促进瘤胃发育，降低发病率等，要尽可能使

犊牛多吃开食料，尽可能自由采食。

4 做好犊牛的断奶管理

犊牛出生 50 d时要减少喂奶量，开食料的饲喂

要达到连续 3 d以上吃到 1.5 kg以上，要根据天

气、犊牛健康等温和断奶，断奶 7~10 d后再转群，断

奶后不要立即免疫等，断奶前 3 d或断奶后 3 d在

水槽内加入电解多维、食母生等提高免疫力、消化

等，预防腹泻；还可投喂一定量球虫清预防球虫病。

注意饮水最好用温开水，做到清洁卫生。

5 加强环境管理

犊牛的饲养方式不管是采取室内还是室外饲

养，都要注意保持犊栏干燥、干净、通风、舒适，冬暖

夏凉。犊栏的垫料应有 30 cm厚，最好离开地面

5~10 cm，垫料必须及时更换，注意做好消毒，最好

天天消毒。冬季室外饲养的犊牛要注意防风，可用

垫料草捆或饲料包装袋做成挡风墙，有条件牛场犊

牛出生后及时采用保温灯，穿上棉马甲等保暖。室

内饲养的犊牛既要保温又要通风，防止室内氨气等

污浊气体浓度过高。夏季要注意防晒，及时搭建遮

荫网，增加饮水，防止中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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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该病在我国也

时有发生，影响养牛业发展。牛结核病受到世界各

国养殖企业的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来预防本病发生，积极有效防治牛结核病是众多

养殖企业基层工作者的主要任务。

1 病 原

该病的病原为结核分支杆菌（

），该病原隶属于分枝杆菌科分枝杆

菌属，为革兰氏阳性小杆菌，抗酸染色试验结果呈

阳性。结核分支杆菌可在患病牛的组织和粪便中被

检查到，常成团存在，不易被分离出来。其菌落形态

呈无色透明的半球形，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可见菌

落颜色变暗，呈现出乳头样外观。结核分支杆菌对外

界环境的刺激具有很强的抵抗性，正常条件下结核

分支杆菌可在环境中存活 1年左右，对结核分支杆

菌最佳的培养温度为 38~40 ℃，63 ℃中可存活 0.5

h，结核分支杆菌对 3%的甲醛消毒液敏感。

2 流行病学

自然感染条件下，牛对结核杆菌最为易感。在

牛群中，结核杆菌的感染呈年龄差异性，其中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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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的犊牛对结核杆菌的易感性最高。此外，很多种

动物（羊、鹿、野生动物）均可感染结核杆菌。牛结核

病的主要传染源是感染后的发病牛只和带菌牛只，

传染源的粪便中夹杂着大量的结核分支杆菌，在外

界环境中病原体可存活数月之久，给病原体的传播

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此外，病原体也可进入动物的血

液内，随着乳汁和尿液排出体外，从而感染健康动

物。牛结核病的病程较长，发病率不高，但是其病死

率相当高。该病往往在牛群中不易被发现，一旦出现

患病牛只，看似是散发病例，实则是本地的大流行。

往往因为病例暴发、治疗不及时而死亡[1]。

3 发病机理

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的患病牛，结核分支杆菌

进入牛的体内后最易感的部位是回肠，结核分支杆

菌进入牛的回肠，随后被巨噬细胞吞噬，从而使患

病牛的抵抗机能受损，病牛迅速表现出腹泻症状。

4 临床症状

牛结核病的潜伏期较长（可到数月，甚至 2年）。

在临床中主要以表现顽固性腹泻为特征，病牛的基

本指标并不会出现异常，仅可见患病牛因腹泻造成

渐进性的消瘦。病初患病牛排便次数增多，并且排出

的粪便呈稀软外观，随着病情逐渐严重，感染了分枝

杆菌的患病牛在排便时会呈现出喷射状。

5 病理变化

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的患病牛主要病理变化

集中在胃肠道及肠道中的肠系膜淋巴结处。在对因

感染结核分枝杆菌而死亡的病死牛进行剖检时可

见回肠的肠壁增厚至正常时的几十倍，肠道中的内

容物不多，并且充满含有气泡的液体。肠道的黏膜

呈灰黄色，有充血现象，并且有浑浊的黏液。肠道浆

膜下的淋巴结发生肿大，外翻且多汁[2]。

6 诊 断

对于牛结核病的诊断可以结合流行病学特点、

临床中的特征性症状和病理变化进行初步诊断，如

果需要进一步确诊，可以采集病牛的粪便样本送实

验室进行检测。如进行细菌的分离鉴定，牛结核杆

菌进行抗酸染色时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红色的短杆

状菌体，则可判定为结核分枝杆菌阳性。

7 治 疗

目前，临床中尚未有针对结核分支杆菌的特效

药物，往往是仅可暂时对该疾病进行短暂的控制，

一旦停药，病牛仍可进行排菌。若要使患病牛不排

菌，则要长期进行药物治疗，不可间歇性给药。综上

所述，在发现有阳性牛存在时，首先应该采取的措

施是淘汰，如果不进行淘汰处理，该病的净化是难

上加难[3]。

8 预 防

对饲养场的牛群定期进行结核杆菌的检测（一

般 1年应检查 4次），3次及 4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的牛才能视为阴性牛。对于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牛，

应立即进行隔离，同时进行长期的给药治疗，并进

行结核分枝杆菌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说明治

疗效果好，可以混群饲养，如果检测结果依然为阳

性，则应进行淘汰处理，防止浪费更多的人力、物

力、金钱，也防止该病造成更大范围的传播。

9 小 结

牛结核病的预防主要在于饲养管理，加强对饲

养场中牛只结核分枝杆菌的检测，淘汰阳性牛。对

健康牛和患病牛进行分群饲养，防止造成大群发

病。总而言之，发病时尽早治疗都会有较好的治疗

效果。牛养殖过程要积极预防此病，降低此病的发

生，促进养牛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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