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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干奶期乳房炎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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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干奶期乳房炎是影响奶牛正常泌乳的重要疾病，干奶期乳房炎多为隐性乳房炎，症状较轻，容易被忽

视。干奶期间，饲养人员需每天观察乳房，一旦乳房出现严重的肿胀、发热、发红、漏奶等症状，立即停止干奶，挤

出乳房内残存的乳汁并配合有效的治疗，在乳房炎症状消失后再通过药物方法进行干奶。该病的预防可以通过

加强饲养管理，为干奶期奶牛提供良好的饲养环境；冬季牛舍内需做好保温工作，防止乳房出现冻伤。一旦确诊

为乳房炎，需立即进行有效的隔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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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奶牛养殖业不断向高度集约化发展，

奶牛的泌乳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干奶期乳房炎对

奶牛正常泌乳功能有较大的损害，干奶期乳房炎的

发生几率超过 20%，其中隐性乳房炎高达 40%以

上。由于隐性乳房炎发生时临床症状并不明显，因

此在实际养殖过程中经常被忽视。大部分隐性乳

房炎的治疗并不及时，因此奶牛产后的泌乳性能受

损，严重的甚至还会造成奶牛泌乳能力丧失。奶牛

的干奶期通常可持续 60 d左右，该期间内泌乳体

质，乳房处于恢复阶段。因此，日常饲养人员需高

度重视干奶期乳房炎问题，做好日常防控工作，促

进我国奶牛养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发病原因与危害

奶牛干奶期间，生理机能和乳腺功能处于恢复

阶段，机体的免疫力水平降低。干奶期乳房内残留

的乳汁可为病原微生物的繁殖提供条件。另外，由

于干奶期乳房停止泌乳，整个乳房的血液循环不

良，乳腺内的抗菌物质数量下降，乳房整体的抵抗

力下降，容易造成病原菌的感染，从而导致乳房炎

的发生。其次，由于饲养人员忽视干奶期奶牛的饲

养管理、卫生、营养供给和其他疾病预防，从而导致

奶牛患乳房炎的几率大大提高。

干奶期的乳房炎多为隐性乳房炎，临床症状较

少，因此容易造成防控疏漏，导致奶牛乳房炎病情

加重时才被发现，大大降低了治愈后奶牛的产奶性

能。另外，由于乳房炎严重影响产奶量和牛奶品

质，导致其不能饲喂犊牛，直接影响犊牛的正常生

长发育，对牛群整体有较大的影响。最后，干奶期

患乳房炎可导致泌乳期产奶量下降25%以上[1]。

2 治 疗

奶牛在预定停奶前 7 d应进行密切的监测观

察，通过监测乳体细胞数量来诊断隐性乳房炎。若

出现阳性反应，则应延期干奶。干奶期隐性乳房炎

的治疗最有效的是立即注射强效抗菌素，可有效消

除体内已有的细菌，阻止新病原微生物的入侵，改

善乳房健康。可通过向每个乳区内注射青霉素、链

霉素，同时轻揉乳房，促使药液均匀分布在乳房内。

最后，再将土霉素眼膏挤入乳管中，将乳头管口封

住。在注射肝胆药物之前，需要将乳头药浴后，用

酒精将乳房的外侧及入区进行杀菌消毒处理，避免

细菌侵入。干奶期间，饲养人员需每天观察乳房，

一旦乳房出现严重的肿胀、发热、发红、漏奶等症

状，立即停止干奶，挤出乳房内残存的乳汁，并配合

有效的治疗，在乳房炎症状消失后再通过药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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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干奶。干奶后 1周内需每天对乳头进行药浴和

检查。

3 干奶期的监测

干奶期乳房炎的监测主要分为临床型和隐性

型监测 2种，主要通过对停奶前、干奶前期和干奶中

后期3个阶段监控。

停奶前 14 d和停奶第 1天，饲养人员需加强对

奶牛的观察，判断是否患有乳房炎，对患有乳房炎

的奶牛需采取抗菌药物治疗。

干奶前期乳房会出现正常的肿胀情况，若未出

现发红、发热等异常，说明干奶正常。干奶第 4天，

乳房体积达到最大，随后逐渐缩小；停奶 10 d左右，

乳房恢复柔软。此期间若无明显异常现象，说明干

奶过程没有出现问题，可继续干奶[2]。

干奶中后期也仍需对乳房状况进行密切观察，

一旦发现奶牛出现乳房炎，切不可直接挤奶和给药

治疗，需通过肌肉、静脉注射药物进行治疗。

4 预防措施

加强饲养管理，为干奶期奶牛提供良好的饲养

环境，牛舍应保持宽敞明亮和良好的通风。冬季牛

舍内需做好保温工作，防止乳房出现冻伤。另外，

需加强室内通风，保证室内良好的空气质量。夏季

为防止奶牛出现热应激，可设立阴凉场所，舍外运

动场地应平整、无积水。定期清理舍内的粪便、污

水及其他排泄物。减少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执行

严格的卫生防疫制度。定期对牛舍环境、器具等进

行杀菌消毒处理，防止感染。饲养人员日常饲养过

程中需密切观察奶牛的各项活动，尤其以乳房情况

为主，观察其是否出现漏奶、红肿、发热等现象。一

旦确诊为乳房炎，需立即进行有效的隔离治疗，根

据当地病原微生物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抗生素进行

治疗[3]。

根据奶牛干奶期的生理特点，为奶牛提供丰富

均衡合理的饲料。日粮满足干奶期奶牛对营养的

需求，干奶期日粮主要应以粗饲料为主，避免饲喂

过多精料。干奶期的奶牛对营养的需求较特殊，各

类营养物质如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需进行调

整[4]，矿物质通常以硫化钠等形式添加。另外，由于

新鲜的牧草无法满足此时奶牛对维生素的需求。

因此，日粮中应额外补充适量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A、维生素D等，避免因营养供给不足造成机体抵抗

力下降，引发奶牛乳房炎。另外，还需保证饮水充

足、清洁。

5 结 语

通过加强对干奶期奶牛的饲养管理和及时治

疗，奶牛乳房炎发病率及危害明显降低。产后产奶

量增加，产奶高峰期影响较小。同时，新生犊牛可

及时吃到初乳，提高犊牛的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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