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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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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另有报道表明，本病也能经生殖道传播。

2 临床表现

本病潜伏期长短不一，最短的在感染后不到 1
周就发病，长的能达 1 个月以上，主要和感染牛的

日龄、营养状况以及牛场管理水平有关[3]。病牛初

期以呼吸道症状为主，表现呼吸困难，体温升高至

41 益左右，高热稽留，全身软弱无力，吸气和呼气时

头颈部伸直，前肢开张，不愿卧下，后期病牛表现出

腹式呼吸。对病牛的胸部听诊，肺泡音减弱甚至消

失，有支气管呼吸音和胸膜与胸壁摩擦的声音。

除了呼吸道症状外，病牛还可出现消化道症

状，腹部膨胀，粪便稀薄不成形，有时还会出现便

秘，尿量少，颜色发黄。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大

部分病牛后期会出现恶化，表现心力衰竭，最终因

机体供氧不足而死亡，病程一般为半个月左右。有

些未死亡的病牛可转为慢性，长期食欲不振，生长

发育受阻，生产性能减退，运动后呼吸加重，消化功

能紊乱，无饲养价值。

3 预 防

预防本病需提高牛场的饲养管理水平，平时加

强消毒，保持良好的养殖环境。

3.1 提升牛场管理水平

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不从有本病流行的地区

购入种牛或犊牛。平时加强巡场，对每头牛的行为

表现进行观察，发现异常及时隔离诊断。由于饲养

员经常在一线工作，定期对饲养员进行疾病知识培

训有助于第一时间发现病牛。周边有疫情出现时，

为了加强对本场牛的保护，建议及时接种兔化弱毒

铝胶苗，成年牛 2 mL/头，小牛 1 mL/头，肌注免疫，

一般在接种后的 1 个月就会产生有效滴度抗体，防

止野毒感染。

3.2 加强消毒

支原体对兽医临床常用消毒剂都敏感，加强消

毒有利于及时杀灭环境中的病原。牛场的道路、地

面等外环境定期用 2%的火碱溶液喷洒，运动场可

撒生石灰粉或漂白粉，墙面用 20%石灰乳涂刷。舍

内可用 0.1%的苯扎溴铵溶液喷雾，为了杜绝病原从

外界带入，所有外来车辆和人员必须消毒后再允许

进入。发现病牛的牛舍最好空舍 1 周左右，空舍期

间打扫地面，用稀碘溶液重点喷雾，以及时杀灭病

原防止扩散。

3.3 保持良好环境

良好稳定的舒适环境有助于牛保持高抵抗力，

当环境出现不稳定或突然改变时，牛很容易发生应

激反应，应激能引发机体免疫出现暂时性下降，为

支原体的入侵提供可乘之机。保持良好环境应做

到：牛舍恒温恒湿，保持地面干燥，控制饲养密度，

天气突变前做到未雨绸缪，饲料变更时要逐步过

渡，避免牛群受到暴力驱赶、鞭笞等。有条件的牛场

每周不低于 3 次的自由运动，牛场尽量减少陌生人

参观，所有入场人员禁止穿着红色衣物，加强场内

环境的绿化，使环境优美，空气新鲜。

4 治 疗

对支原体敏感的抗生素可用于本病的治疗，如

土霉素、恩诺沙星、多西环素等。在治疗时需注意两

点：淤该病除了对因治疗外，还必须根据临床症状

采取对症用药的方法救治，否则病牛很容易死亡；

于本病一定要尽早治疗，疾病越拖延，后期器官病

变越严重，治疗难度也相应加大。

5 小 结

传染性胸膜肺炎虽然一年四季都会发生，但冬

季和初春发病率最高，老疫区牛场可在每年的 11
月份至第 2 年的 2 月份重点关注本病，必要时每月

进行 1 次药物预防。未曾发生过本病的地区需通过

加强牛场的生物安全建设来进行防控，特别是禁止

疫区的车辆和人员随意进入生产区。所有牛场员工

培养疾病防控意识，发现异常及时上报，便于病牛

能得到及时救治，从而降低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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