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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弯曲菌病的防控

韩 聃

吉林省通榆县草原管理站，吉林通榆 137200

摘要 牛弯曲菌病是养牛生产过程中常见的一种细菌病，感染牛以消化道症状为主要表现，母牛感染后可

出现繁殖障碍；病牛和隐性带菌牛是主要传染源，主要经消化道传播，交配也能传播本病，寒冷季节多发；预防本

病必须把好饲料和饮水关，防止病从口入，同时提升牛场的管理水平；本病对于大多数牛都能耐过，症状表现严重

的可口服抗生素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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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弯曲菌

弯曲菌是一种革兰氏染色呈阴性的肠道菌，感

染后经常寄生在牛的空肠和结肠部位。本菌末端弯

曲，呈螺旋状或 S 形，两端或一端有 1 根鞭毛，运动

性较强，呈螺旋运动。本菌对自然界的抵抗力较差，

不耐干燥，阳光直射条件下很容易将其杀灭，对大

多数消毒剂都敏感，58 益环境中孵育 5 min 即可被

灭活，沸水中瞬间被杀灭[1]。室温环境下，在干草、粪

便和土壤中能存活 10 d 左右。除了牛之外，猪、鸡、

犬等也能感染。弯曲菌的抗原结构比较复杂，已知

的有 O、H 和 K 抗原，不同的抗原又组合成了不同

的血清型，目前报道的血清型已经达到 50 多种。弯

曲菌在代谢过程中可产生 3 种毒素，即细胞紧张性

毒素、细胞毒素和细胞致死性膨胀毒素，对肠黏膜

造成较强的毒害[2]。

2 流行病学

本病在寒冷的冬季发病率较高，病牛和隐性带

菌牛是主要传染源，消化道传播是本病的主要传播

方式，感染牛通过粪便向环境中排毒，对饲料、饮

水、环境等造成污染，健康牛接触后很容易被感染。

除了消化道传播外，弯曲菌也能经配种传播，且无

论是公牛感染还是母牛感染，交配时都能通过生殖

器官传至对方。母牛感染后，弯曲菌也可进入到牛

奶中，犊牛吮乳后可造成感染。另外，本菌也能影响

奶制品的安全，国外经常有饮用未经过巴氏消毒的

牛奶而暴发本病的报道。

3 临床症状及病理表现

牛感染后，疾病初期体温上升，粪便恶臭，呈棕

色水样的稀粪，偶尔混有血液，随着疾病的不断发

展，病牛由单纯的消化道症状转为全身症状，表现

精神萎靡，对外界反应迟钝，采食量下降或废绝，经

常弓背，毛焦肷吊，鼻镜干燥，经常打寒颤，走路不

稳，喜独卧一角，反刍频率明显降低，病程 3~4 d，感
染严重的牛最终可因脱水而死亡，轻症牛大部分能

耐过。

对于母牛来讲，如果感染弯曲菌就会出现暂时

性的不孕，无法配种，发情不规律，受胎率下降。已

经配种的容易出现流产，流产多发生在妊娠期的第

5~7 个月，流产率为 5%~10%。母牛子宫内膜和输卵

管发炎，排卵不规律，阴道黏膜潮红，阴门处不断排

出黏液，乳房肿大发炎。公牛感染后多不表现症状，

精液也正常，部分牛包皮黏膜有红肿现象，感染的

公牛可成为长期带菌者，对母牛造成感染威胁。

剖检病变方面，因腹泻脱水死亡的牛剖检后可

见病灶集中在回肠和结肠处，黏膜增厚。流产的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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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剖检后可见到肝脏显著肿大，质地变硬，表面有

土黄色的坏死灶，有些肝脏表面会覆盖一层灰黄色

的较厚的伪膜，胎盘水肿。

4 预 防

4.1 防止病从口入

消化道是本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一定要把控好

饲料和饮水关，防止病从口入[3]。饲料要确保干净卫

生，过期以及霉变的饲料禁止饲喂。雨水、露水和霜

打过的牧草务必先进行晾晒，脱去一定水分后再进

行饲喂，坚持少食多餐的饲喂原则，单次饲喂量不

宜过多，精料可在草料吃完后再投放，也可和草料

混合到一起饲喂，防止过食而引发消化不良，从而

对弯曲菌的抵抗力下降。饮水尽量使用深井水或自

来水，浅井水或长时间在水塘内储存的水微生物很

容易超标，经常发生本病的牛场建议在饮水中定期

加入有机酸。饮水酸化后，一是能抑杀水中的微生

物，二是利于为瘤胃提供一个酸性环境，促进乳酸

菌等有益菌的繁殖，起到促消化和调理肠道的作

用，常用的有机酸有乙酸、丙酸、柠檬酸、乳酸等。

4.2 加强牛场的管理

加强引种管理，不从疫区牛场引牛，引入的牛

要严格检疫，淘汰带菌牛。全场实行全进全出制，牛

出栏后至少空舍 15 d 以上，期间用过硫酸氢钾或

过氧乙酸对全舍进行喷雾消毒。有条件的地区可选

用多价疫苗进行预防接种，母牛配种前免疫 2 次，

第 1 次在配种前的 4 个月左右接种，第 2 次在配种

前 10 d 接种即可，免疫后体内能产生高效价的抗

体，从而保证妊娠后不被感染。如果牛群中发现病

牛，必须尽早隔离治疗，同时，粪便污染的区域喷

3%火碱溶液消毒。种公牛感染后要积极治疗，且暂

停配种 3 个月以上，防止传染母牛。

5 治 疗

一般情况下，感染弯曲菌的牛能自行耐过，特

别是成年牛，但有些牛天生对本病的抵抗力较差，

感染后症状表现较为强烈，严重的也会因长期腹泻

而导致脱水，最终死亡。症状表现严重的牛要进行

抗菌治疗，口服抗生素是最好的方案，对弯曲菌敏

感的抗生素有红霉素、四环素、庆大霉素、安普霉

素、利高霉素、复方新诺明以及小檗碱等，口服后药

物可直达肠道从而起到杀灭病原菌的作用。本病大

多因脱水而使得病情加重，故对因治疗的同时也不

能忽视对症治疗，可在饲料或饮水中加入补液盐、

电解多维等，防止机体出现电解质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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