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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治疗牛细菌性疾病

牟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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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在牛养殖中细菌性疾病发病率明显升高，影响牛的健康生长。对于牛细菌性疾病的治疗，抗

生素是常用药物。本文着重探讨了牛细菌性疾病（牛炭疽病、牛巴氏杆菌病、牛魏氏梭菌病和牛副伤寒病）的抗生

素治疗方法，明确病因及病原，采用敏感性抗生素药物治疗，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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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细菌性疾病主要包括牛炭疽、牛巴氏杆菌

病、牛魏氏梭菌病、牛副伤寒病等，上述疾病传染性

强，危害性大，采用抗生素治疗效果良好。

1 牛炭疽病

牛炭疽病属于急性败血性传染性疾病，其病原

为炭疽杆菌，患病牛的口鼻以及肝门等部位会流出

一些凝固不良的血液，呈黑褐色，对病死牛的尸体

进行解剖，可以发现其脾脏出现明显肿大的现象。

养殖人员一旦发现牛患病，要及时进行隔离治

疗，紧急静脉注射抗炭疽血清，并使用抗生素类药

物进行治疗。常用的抗生素主要包括青霉素、土霉

素以及链霉素等，或者可以使用磺胺类药物治疗。

首先，可以使用青霉素钠注射液治疗，4 000 IU/kg
剂量肌肉注射。其次，可使用硫酸链霉素治疗，

10 mg/kg 剂量肌肉注射，早晚各 1 次，连续注射 3 d。
再次，可使用盐酸土霉素治疗，20 mg/kg 剂量内服。

最后，可以使用磺胺嘧啶治疗，0.2 g/kg 剂量内服，

每间隔 12 h 服用 1 次，效果良好[1]。

2 牛巴氏杆菌病

牛巴氏杆菌病属于急性传染性疾病，其病原为

多杀性巴氏杆菌，呈球杆状，有的呈短杆状，该病也

被称之为牛出血性败血病，患病牛会出现高烧、肺

炎以及急性胃肠炎等症状，内脏多个器官出血。

养殖场（户）一旦发现牛群患病，要及时进行隔

离诊治，紧急接种高免血清，并做好对圈舍的消毒

工作，常用消毒药物主要有石灰乳、漂白粉等，要确

保消毒的全面性与彻底性。针对临床发病症状轻微

的牛，可以使用磺胺类药物治疗，症状较为严重的

使用青霉素、土霉素及链霉素等抗生素药物治疗，

同时要做好对症治疗工作。首先，使用氨苄青霉素

治疗，10 mg/kg 剂量内服，或 5 mg/kg 剂量肌肉注

射，早晚各 1 次，效果良好。其次，使用硫酸链霉素

治疗，10 mg/kg 剂量肌肉注射，早晚各 1 次。再

次，使用盐酸土霉素治疗，20 mg/kg 剂量内服，或

10 mg/kg剂量肌肉注射，早晚各 1次。最后，可以使用

磺胺二甲嘧啶治疗，0.2 g/kg剂量内服，或 0.07 g/kg 剂

量肌肉注射治疗，早晚各 1 次。

3 牛魏氏梭菌病

牛魏氏梭菌病属于细菌性传染性疾病，其病原

为魏氏梭菌，该病也被称之为猝死症、牛产气荚膜

杆菌病等，患病牛会出现明显的消化道出血及全身

多器官出血症状，严重的会突然导致死亡。该病常

见于黄牛，尤其是犊牛及怀孕母牛有着更高的发病

率及死亡率，该病可发生于一年四季，春秋季节发

病率最高。

对于牛魏氏梭菌病的治疗，应遵循早发现、早

治疗的原则，降低死亡率。在治疗中可以使用磺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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嘧啶钠治疗，70 mg/kg 剂量静脉注射，早晚各 1 次，

连续服用 3 d。在治疗的同时灌服 0.5 g 磺胺脒+
20 g 鞣酸蛋白+30 g 次硝酸铋+30 g 碳酸氢钠，早

晚各 1 次，能够起到良好的效果。

4 牛副伤寒病

副伤寒病属于传染性疾病，其病原为都柏林沙

门氏菌和鼠伤寒沙门氏菌，该病多发于犊牛，患病

牛会出现明显的胃肠炎及败血症症状，发病初期高

烧，食欲下降，精神状态不佳，心跳频率明显加快，

腹式呼吸，拉稀，粪便中有一些血液及黏液，恶臭味

熏天，腹痛。

养殖场（户）一旦发现犊牛患病，要及时进行隔

离治疗。首先，可以使用氯霉素治疗，20 mg/kg 剂量

内服，早中晚各 1 次，连续服用 4 d，其次，可以使用

磺胺甲基异恶唑治疗，20 mg/kg 剂量分早晚 2 次内

服。最后，可使用呋喃唑酮治疗，10 mg/kg 剂量分早

晚 2 次内服，连续服用 1 周[2]。

5 结 语

在牛养殖中，细菌性疾病发病率较高，抗生素

是常用的有效治疗药物。在牛细菌性疾病治疗中，

要做好诊断工作，明确病因及病原，采用敏感性抗

生素药物治疗，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帮助病牛更

快恢复健康，促进牛养殖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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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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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由丝状支原体感染而引起，呈世界流行，主要发生于饲养管理水平低、饲养密度

大、牛舍通风不良的牛场；病原可经呼吸道、消化道和生殖道等途径传播；预防本病需提高牛场的饲养管理水平，

加强消毒，保持良好的养殖环境，对支原体敏感的抗生素可用于本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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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传染性胸膜肺炎是由支原体感染而引发的

一种急慢性的接触性传染病[1]。本病在全球几乎所

有养牛业发达的国家都有分布，我国以地方流行为

主，主要发生于饲养管理水平低、饲养密度大、牛舍

通风不良的牛场。

1 病原简介

本病的病原为丝状支原体，革兰氏染色呈阴

性，镜下观察为多形性，形态微小，在分类学上高于

病毒，但比细菌低等，细胞体中没有像细菌一样多

的细胞器。支原体对外界抵抗力差，阳光直射、紫外

线、干燥、高温等都很容易将其杀灭，兽医临床常用

的消毒剂或消毒方法也能起到很好的消毒作用。病

原感染牛后，主要在肺组织、胸膜腔中增殖，气管分

泌物中也能分离到病原。环境中的病原多来自于病

牛咳嗽、打喷嚏、剧烈喘气等形式排出，污染饲料和

饮水后经消化道传播[2]。部分病原可以以环境中的

尘埃粒子为载体悬浮在空气中，健康牛吸入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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