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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角膜溃疡。一般来说首先在牛的单眼上，出现

角膜结膜炎症状，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治疗，将会发

展到双眼。在病牛身体其他部位，没有明显的症状，

主要在病牛的眼部，会出现明显的发热、分泌物增

多等现象，使得病牛食欲下降，精神萎靡等。

4 防治措施

4.1 发病牛的处理

首先我们需要对发病牛进行处理，划定疫区，

禁止其它牛羊等牲畜进入。同时还需要对发病牛进

行有效的隔离治疗，对环境进行消毒和杀菌。将发

病牛放置在黑暗的牛舍中，避免阳光强烈照射。同

时还需要及时清理发病牛的粪便，防止病原体扩散

到环境中，使得其它牛发生感染。

4.2 预防措施

该病的预防对降低发病率作用较大。我们可以

采取封闭管理的方式，严格控制养殖场所中人员的

进出。同时还需要加强对环境的消毒和无害化处

理，及时将牛粪便进行处理，保持牛舍中的干净卫

生。同时还需要加强对饲料的选择，提高牛的抵抗

力。尤其在发病较多的夏季，更需要加强牛的管理。

并且在发病季节高峰期之前，对牛进行相关疫苗的

注射，提高牛的抵抗力。养殖户还需要减少从其他

区域引进牛的机率，如果必须从其他区域引入，首

先需要在确保牛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够引进[2]。
在牛的养殖过程中，对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的

防治，能够有效提高牛养殖的质量，提升养殖户的

经济效益，促进我国牛养殖行业的发展。因此，我们

需要从牛养殖的实际情况出发，采用科学有效的措

施，来防止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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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对奶牛胎衣不下的临床症状进行了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手术治疗、子宫投药法和钙剂

治疗法等治疗措施，促进母牛子宫律动，最终将胎衣排出，但是钙剂注射量过多也会致使母牛发生钙剂中毒，因此

在注射钙剂时，需要合理安排注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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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我国各个领域都在不

断进行深化改革，畜牧业也抓住了科技发展的浪

潮，创新出了多种养殖方式，以促进其内部的牲畜

达到理想的存活率，保证养殖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

效益。以奶牛养殖业为例，奶牛养殖业面临的 2 个

养殖问题，即传染病的防疫问题及奶牛生殖问题。

刚历经生产过程的母牛，最易出现胎衣不下的现

象，这会对母牛的身体产生较大的伤害，基于此，本

文对奶牛胎衣不下的临床症状进行分析，并提出主

要的治疗措施，以供奶牛养殖业参考，保证其经济

效益最大化。

1 临床分析

历经分娩产程的母牛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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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后胎衣持续不下，简称胎衣滞留。一般来说，生

产过后的母牛在分娩后的 2 h 内胎衣就可从子宫

壁中自动脱落，若超过这一时间段母牛的胎衣仍旧

滞留不下，则会发生严重后果。奶牛的胎衣也可被

称为胎膜，是母牛牛体的一部分，幼牛生下之前一

直包裹在胎衣内，其中包含羊水及各种营养物质，

供幼牛在母牛体内正常生长发育。其与子宫相连

接，在母牛生产时经历产道挤压，再受到地心引力

的作用，最终幼牛破膜而出，而胎衣随着母牛生产

的全过程，其在分娩后仍粘附在母牛子宫壁上，长

时间剥离不完全会致使外界病菌沿着胎衣侵袭到

母牛体内，最终导致母牛死亡。胎衣被感染的过程

肉眼可见，正常的胎衣为鲜红色，而长时间暴露在

外界环境中将会逐渐氧化变黑、感染变质，最后呈

现黑色，且会散发出浓厚的臭味，这是被微生物及

厌氧菌感染的原因，这些细菌会感染母牛的生殖

器，使得母牛深受其害，主要表现为：母牛生殖器糜

烂、阴道变质流脓、母牛精神状态不佳、食欲减退

等。而母牛胎衣不下分为 2 个类型：淤胎衣完全不

下，此种类型不易被判断，其胎衣完全封闭在子宫

内部，肉眼不可观，需要分娩后期兽医细致检查才

能发现，这种情况下的胎衣一般可以在后期排出，

然而错过了最佳时期，则会永久性地停留在母牛子

宫内，阻碍奶牛日后受孕。于胎衣部分不下，此种类

型容易被觉察，剥离的胎衣直接暴露在外界，肉眼

可以直接辨识，面对这种境况下的胎衣，兽医可以

借助一些手段帮助母牛排出[1]。

2 治疗措施

2.1 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的第一要务是进行术前消毒，兽医需

要有严谨的从业态度，在手术治疗前要充分根据消

毒程序完成预先手术过程。兽医应在术前保持双手

洁净，仔细将双手用消毒水浸泡，严格手术衣的穿

戴步骤，将手指甲剪短，以防止刮破无菌手套和母

牛身体，也防止指甲内的细菌侵袭到奶牛体内，造

成继发性感染。母牛的胎衣会随着子宫的收缩不同

进行前后运动，兽医要想将胎衣从母牛子宫内完全

剔除，就必须将双手伸至母牛阴道内，而这需要润

滑剂的助力，兽医应将润滑剂涂满双手后再开始

进行手术。手术的过程需要兽医及助手共同完成，

助手除了要为兽医递至手术器具之外，还应拉紧

奶牛尾部，而兽医在此时就要将运动着的胎衣直

接用左手拉住，术手呈拱形直切母牛子宫内部，找

到胎衣与子宫部连接的具体位置，而胎衣剥离时，

也不能生拉硬拽，这样会加重奶牛的痛苦，兽医应根

据子宫收缩的频率，规律性地将胎衣剥离体外，若强

制性拉动胎衣，也会造成母牛子宫大出血，这些出血

点若不及时止住，将会使母牛出血性休克，直至死亡[2]。
2.2 子宫投药法

子宫投药法是较为常见的一种胎衣剥离方法，

手术治疗法的技术难度性较高，对操作环境有较高

的需求，其成本也较高，而与其不同，将药物直接投

放到母牛子宫内，是最为简便的一种方式。此方式

将对母牛身体伤害程度降到了最低，而向母牛子宫

内投放的药物成本较低，一般以抗生素为主，仅需

要投放 2 次抗生素就可以将问题解决，而这种方式

仅适用于完全剥离的胎衣，对于不完全剥离的胎衣

不适用[3]。
2.3 钙剂治疗法

钙剂的使用也较为广泛，针对于常年面临胎衣

不下症状的母牛，兽医将钙剂调配完全后，直接注

射母牛体内，促进母牛子宫律动，最终将胎衣排出，

但是钙剂注射量过多也会致使母牛发生钙剂中毒，

对母牛子宫产生伤害。因此，在注射钙剂时，需要合

理安排剂量[4]。
综上所述，母牛在生产过程中会面临着胎衣不

下的生产问题，长时间胎衣不下会致使母牛受到外

界感染，生殖器受到损害，病情较为严重的母牛可

能会不孕或死亡。针对这种情况制定治疗措施，兽

医可以采用手术治疗法、子宫投药法及钙剂治疗法

为母牛缓解病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母牛的生产

总过程万无一失，提高奶牛养殖行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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