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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腹泻病的病原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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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析了奶牛腹泻病的病原学诊断、病毒性腹泻发病机理和免疫机制，在该病流行期间，可结合流

行情况以及奶牛具体的病症、剖检食道等特征性病变做出初步诊断。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是免疫扩散以及血清

中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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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奶牛养殖业的规模有所扩大，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奶的质量以及需求量都在提

升。而病毒性腹泻病不仅会影响奶牛的产奶量，还

严重破坏奶牛的健康，影响牛奶的质量。

1 病原学诊断

该种疾病诊断方式主要分为细菌、病毒以及真

菌 3 种形式。其中，细菌诊断是以检测病原菌及其

抗体、产物或核酸为目的，通过标本采集与送检后

便可经过涂片、干燥、固定以及染色进行观察，鉴别

细菌，选择合适的药剂，以掌握细菌致病性。而病毒

诊断则是针对急性期的标本，病毒感染细胞后可出

现细胞圆缩、裂解或肿大、数个细胞融合成多核巨

细胞等情况。真菌诊断则是通过血清学试验、核酸

检测以及真菌毒素检测一系列试验进行诊断。

该种病毒粒子多呈球形，直径 24~30 滋m，可产

生细胞病变与非细胞病变 2 种，而该病的传染源主

要是病牛以及带毒的牛，在患病动物的血液、骨髓

等组织都含有病毒，健康奶牛与其直接甚至间接接

触都会感染该病，传染可通过口、消化道以及呼吸

道等部位。该病为地方性流行疾病，各年龄段的牛

群都容易感染该病，且发病季节随机，在冬季以及

早春时节发病较多。

2 奶牛腹泻病诊断

2.1 病毒性腹泻发病机制

该种疾病在养殖奶牛过程中是较为常见的病

症，发病率较高，但不易引起大规模的死亡。4 岁以

下的奶牛体中存在 BVDV 抗体的可能性达到 70%
以上，而在自然条件下该病是由 NCP 型病毒引起，

且感染源来自持续性感染动物。另外，含有 BVDV
的生物制品也易引发该类疾病。奶牛的上呼吸道以

及消化系统易受到感染，病毒进入血液后会出现病

毒血症，之后便进入奶牛的淋巴组织，并在此大量

繁殖，影响白细胞的正常活动，导致体内的白细胞

减少，最终致使单核细胞数量增多。

奶牛感染 BVDV 后，体温会有小幅度的起伏，

且白细胞减少。一般情况下，处于 6 月龄~2 岁的奶

牛会出现急性腹泻，且具有潜伏期，通常是 5~7 d，
情绪低落、食欲不振、腹泻以及口鼻分泌物增多，而

小部分受到感染的奶牛会出现口腔溃烂等现象。另

外，奶牛的奶产量会明显下降，并排出低浓度的病

毒，患病 3~4 周后通过血清检测会发现病毒。同时，

怀孕的母牛会影响犊牛的健康，不仅会受到病毒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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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还可能缩短其正常的寿命，导致流产、先天畸形

或死胎。而受感染的犊牛表现不明显，可利用体液

免疫起到良好的防护作用。据近几年的相关数据显

示，该种病毒性疾病日趋严重，可能是病毒本身的

强度提高，或是增强其他病原体的致病能力[1]。
2.2 病毒性腹泻免疫

免疫抑制会影响奶牛自身的免疫机能，提高其

他病原体的入侵能力。而免疫抑制能否引发疾病主

要在于奶牛与周边生存条件以及传染源之间的关

系，若养殖环境较差并与传染源有所接触会引起该

病的大范围流行。BVDV 破坏奶牛的消化系统，并出

现淋巴组织萎缩的情况。感染 BVDV 的奶牛会引起

免疫抑制，借助抑制干扰素的产生来减缓细胞分类

的速度，从而改变各类细胞的百分率。

持续性感染是 BVDV 的一种类型，非免疫妊娠

母牛感染 NCP 型的 BVDV 后，其病毒会通过胎盘

感染胎儿。另外，该时期的胎儿免疫系统较为脆弱，

无法准确识别外来物质，缺少应有的抗体。通常情

况下，妊娠 100 d 后便极少会出现免疫耐受的情

况，由于是母体持续性的传播，因此受感染的犊牛

也呈现出持续性的感染状态。

2.3 判定方式

在该病流行期间，可结合流行情况以及奶牛具

体的病状、剖检食道等特征性病变做出初步诊断，

主要的判定依据是病牛中急性型疾病的体温会达

到 40~42 益，持续 2~3 d，且伴有 2 次升高，会出现

白细胞减少、厌食、舌面异常等现象。初期为水样腹

泻，后期会带有黏液和血，同时还会出现趾间糜烂、

坏死，而慢性型疾病则极少会出现发热的情况。另

外，通过免疫扩散试验、血清中和试验、荧光免疫抗

体试验以及补体结合试验等都可确诊该病，目前，

应用较为广泛的是免疫扩散以及血清中和试验[2]。
病原学诊断是在无菌的环境下采集奶牛的血

液以及脏器，包括肺、肝脏、脾脏、肾脏以及淋巴组

织等，经过合理的处理操作后接种于牛源细胞，在

培养皿中培养 3 代后若未出现细胞病变，可采用免

疫荧光抗体技术进行判定；若出现病变情况，则应

使用中和试验进行判定。

3 结 语

除了及时确诊外，还应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

对于各阶段的奶牛需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同时，

还应做好牛棚的日常管理，保证奶牛处于良好的生

活环境，提高其免疫力，并对出现病症的奶牛及时

隔离，以免出现大面积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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