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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氯化钙以及 100~200 mL 5%葡萄糖的混合溶

液；盂一些年龄较大的病牛，由于其心脏机能衰

弱，有可能会在发病时产生脱水症状，此时应静脉

注射 5%葡萄糖生理盐水，每天不少于 8 000 mL，
分 2~3 次静脉注射即可；榆病情严重的病牛可以

采用洗胃治疗方式，具体操作是将胃导管放入舌

根，经食道插入瘤胃，固定住牛嘴部以防止咬断胃

导管，从导管一侧向里注入 1 000~3 000 mL 的温

水，然后将牛头放低使内容物慢慢流出来，反复几

次即可；虞遇到严重积食并且以上治疗方法无用

的情况下，还需要采用瘤胃切开术将其中的内容

物取出来，并且使用温和的中草药来进行治疗，具

体的药物组成为：250~500 g 芒硝，120 g 麻仁，90 g
郁李仁、大黄，60 g 牵牛子、食盐，45 g 神曲，30 g
枳实、厚朴，24 g 槟榔。将以上药物研磨成粉后混

入 500 mL 植物油搅拌均匀，再加入温水冲调，一

次性灌服即可。

5 预 防

牛瘤胃积食的发生一般是因为使役劳累，过量

喂食玉米、米糠或大米不易软化的生硬物质，造成

瘤胃内容物不能运转而积滞的一种常见病，因此养

殖户应加强牛的饲养管理工作：淤在牛工作后要给

予其充足的休息时间以及饮水，之后再喂食；于给

予牛充足的活动时间，加快其肠胃蠕动；盂做好卫

生消毒工作，减少病菌的繁殖等。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能够给予病

牛全面的治疗，中药温和，西药见效快，二者的结合

在应对兽病的治疗上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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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结核病的防控

于伏国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农业农村局，沈阳 110101

摘要 牛结核病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所引起，呈世界流行，人畜共患，呼吸道和消化道是病原菌侵染的主要

途径，病牛临床表现不一，有些感染牛可终身无症状，有些则表现呼吸道症状和全身症状，机体消瘦；结核菌素试

验是实验室诊断本病的主要方法；预防本病必须加强牛场管理和环境消毒，链霉素、异烟肼、林可霉素、丁胺卡那

霉素等可用于该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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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结核病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所引起，呈世界

流行，养牛业发达的国家都有过该病的报道。结核

分枝杆菌对人也有感染力，故本病人畜共患，加强

该病的防控有着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1]。

1 病原简介

结核分枝杆菌是一种细长、稍有弯曲、平均长

度为 1~4 滋m 的杆状菌体，革兰氏染色呈阳性，一般

染料较难着色。体外培养对营养要求较高，培养基

中需含有血清、鸡蛋、马铃薯等丰富的营养成分，加

入少许铁质可促进生长，最佳培养温度为 37 益左

右，最适合的 pH 值为 6.2~6.7，该菌生长很慢，尤其

是从病料中分离的初代菌，生长速度更慢，繁殖 1
代需要 18 h 以上。分枝杆菌的细胞壁中含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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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类，在固体培养基上生长可形成干燥、粗糙、不透

明的颗粒状菌落。生化特征方面，牛分枝杆菌对糖

类物质无发酵作用，但能产生过氧化氢酶，硝酸盐还

原试验呈阳性。结核杆菌排入环境中后，对不良因素

抵抗力较强，耐干燥、耐酸、耐碱，条件适宜时能连续

存活半年以上，为本病的防控带来一定困难。

2 流行病学

本病通常呈地方流行，一年四季都有报道，奶

牛发病率最高，其次为黄牛和牦牛，饲养管理水平

低、牛舍通风差、养殖密度过高等都能促进本病的

发生。呼吸道、消化道等途径都能传播本病，病牛和

隐性感染牛是主要传染源[2]。病原菌可经牛咳嗽、打

喷嚏等行为排入环境中，依托空气中的尘埃粒子、

气溶胶等进行扩散，健康牛吸入后易感染，另外，一

旦呼吸道分泌物污染饲料和饮水，病原就能通过消

化道传播。

3 临床表现

病牛的临床表现随着疾病发展阶段的不同而

有一定差异，而且不是所有感染牛都表现症状[3]。很

多牛感染后即使结核菌素试验结果呈强阳性也不

表现症状，精神状态、采食量、反刍行为等都和健康

牛无异。如果饲养管理水平低、牛营养不达标、机体

抵抗力弱时，感染牛可表现症状，最开始精神不振，

活跃度下降，对外界反应迟钝，眼角留有泪斑，被毛

干枯，机体消瘦，有短促干咳现象，清晨时间和深夜

咳嗽频繁，剧烈运动后咳嗽加剧。随着疾病的发展，

干咳转变为带有脓性分泌物的湿咳，同时还伴有气

喘症状，呼出的气体有腥臭味。体温正常或低热，如发

展为结核性肺炎和全身有结核菌感染时，表现弛张热

和稽留热。母牛泌乳量下降，乳汁稀薄，乳腺萎缩。

4 诊 断

根据病牛的临床表现可对本病进行初诊，结合

实验室检查能进一步确诊，由于结核菌体外培养麻

烦，且生长时间过长，故病原分离培养法并不适用

于本病的检查。目前最实用的方法是结核菌素试

验，临床最常见操作方法为皮内注射法，在牛的左

侧颈中部上 1/3 处剪毛，区域大小的直径不低于

10 cm，之后用卡尺测量中央皮肤的褶皱厚度，用酒

精消毒后，皮内注入牛结核菌素原液，大牛剂量为

0.2 mL，3 月龄以下的犊牛为 0.1 mL，3 月龄至 2 岁

的牛为 0.15 mL，注射后的 48 h 和 72 h 对注射部

位进行观察，看有无热、痛、肿胀、变硬等变态反应，

结合临床结核病判定标准进行诊断。

5 防 治

不从发生过本病的牛场引牛，不从疫区牛场引

牛，引入的每 1 头牛都要进行检疫，确诊无感染后

再进入生产区。疫区的牛场要定期进行筛查，结核

菌素试验呈阳性的牛要及时挑出和隔离，必要时进

行淘汰。犊牛出生后的 30 d 要进行疫苗接种，在胸

垂皮下注射卡介苗，通常在免疫后的 20~30 d 就会

产生免疫力，目前卡介苗的免疫保护期限为 1~2
年，为了保险起见，建议每年都定期接种。牛场保持

卫生，牛粪要 1 日 1 清理，牛群多晒太阳，保持地面

干燥，牛舍加强通风，合理控制饲养密度。大型牛场

兽医人员要加强巡场，发现有行为表现异常的牛紧

急诊断隔离，防止病原进一步扩散。虽然结核杆菌

排入环境中后抵抗力很强，但在消毒剂的作用下存

活时间大大缩短，特别是强碱类和强氧化类消毒

剂，定期对牛舍、运动场、道路、走廊以及使用工具

进行消毒可大大降低本病发生率。链霉素、异烟肼、

林可霉素、丁胺卡那霉素等对结核杆菌有较强抑制

作用，可用于本病的治疗。

6 小 结

感染本病的牛一般不建议治疗，该病治疗周期

长，即使能达到临床康复标准，结核病灶会长期存

在组织器官内，虽然暂时不会对外排毒，但在牛出

现应激或机体虚弱时，病灶会重新扩散，病原也会

重新扩增，容易发生二次发作，对牛场的其他健康

牛和人员产生感染威胁，故病牛应以淘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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