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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传染性支原体与附红细胞体
混合感染的诊治

张淑春 王淑静
河北省三河市农业农村局，河北三河 065200

摘要 本文总结了肉牛传染性支原体与附红细胞体混合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病理剖检、临床检

查和病原的分离鉴定，并提出了改善牛群引进的监督管理措施、坚持“自繁自养”的饲养管理原则和做好牛只的疾

病预防工作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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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河北省三河市发生了 1 例以坏死

性肺炎为主要症状的传染病。8 月 7 日，河北省三河

市畜牧水产局得知该场发生病情后，立即派出专家

组到场进行病原学及流行病学调查、病理剖检采集

病料样本、诊断，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

1 流行病学调查

2010 年 7 月 4 日至 7 月 24 日，杨庄镇大李各

庄村陈银养牛场陆续从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马

桥市场购进 304 头肉牛。从 7 月 10 日开始，陆续出

泃现拉稀、咳嗽、发烧症状。于是畜主找到 阳畜牧兽

医站兽医人员帮助诊治，兽医对病牛曾使用过土霉

素拌料，青、链霉素、头孢塞呋钠、氟苯尼考、银菌热

毒清等药物肌注进行相应的对症治疗，病情轻微的

有所好转，病情严重的无明显效果。7 月 16 日开始

出现个别死亡，但治疗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 7 月

30 日下午，约 70 多头好转的病牛咳嗽、发烧症状出

现反复现象，到 8 月 8 日发病牛达 182 头，发病率

60%；共死亡 37 头牛，死亡率达 12%。

2 临床症状

发病牛初期咳嗽，食欲下降，被毛杂乱，随着病

情的进一步发展出现喘、下颌水肿，体温升高至

41~42 益、最急性的 43 益，腹胀、腹泻和便秘交替

进行，腹泻时排红、绿色稀便。个别牛鼻腔流出黄、

白色脓性鼻液，跛行、四肢关节肿大，严重的破溃化

脓。发病后，病程长的 1 周死亡，短的 1 h 死亡。

3 病理剖检

病死牛气管弥漫性出血且有脓性分泌物，胸腔

积有黄色浑浊液，胸膜和隔膜均与肺脏粘连。肺脏

表面有纤维素性附着物，部分肺叶坏死、肺间质增

宽，呈现大理石状和脂肪状，胆囊肿大，发红，淋巴

结肿大，瘤胃肿胀。心脏、肝脏、脾脏、肾脏或其他器

官无明显病变。

4 临床检查

对采集的 2 份发病牛的血样滴于载玻片上后

混合加入等量的生理盐水，在 16伊40 倍的显微镜下

镜检发现逗点状或者球状的附红细胞小体在血浆

中活动，部分附红细胞体附着在红细胞边缘，导致

红细胞边缘出现锯齿状或者星芒状的形态变化。

对患病牛只的血液玻片进行姬姆萨染色处理

后镜检观察发现，血液中红细胞表面出现大量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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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椭圆状或者逗点状的紫红色附红细胞体，部分

附红细胞体附着在红细胞边缘，导致红细胞边缘出

现锯齿状或者星芒状的形态变化。通过瑞氏染色处

理后可以发现附红细胞体呈现为蓝紫色。

5 病原的分离鉴定

发病牛确诊有赖于牛支原体的分离、培养、鉴

定，因此样本采集后立即在冷藏条件下 24 h 内送

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检测、分离与鉴定。

送检样本为病肺组织、肝脏组织、心脏组织、肾脏组

织、淋巴组织、气管、血清及抗凝血液。经鉴定该病

确诊为传染性牛支原体肺炎。

6 诊 断

疾病的诊断首先通过当地养殖环境的流行病

学调查，结合患病动物的临床症状，再通过患病动

物的解剖病理分析以及实验室检测，可确诊为传染

性支原体肺炎和附红细胞体混合感染。

7 治 疗

1）全群用呼喉宁中药拌料；牛群中轻症和无症

状的牛用环丙沙星肌注，2 次/d，连用 4 d，重症牛用

30%替米考星和金蛤蟆咳喘针分 2 组静脉输液，症

状明显减轻，病情好转。

2）全场用碘制剂消毒液消毒，每天 1 次。

3）考虑牛群有附红细胞体感染，可以降低机体

抵抗力并加重疾病。病情好转后，建议使用贝尼尔、

血虫净等治疗附红细胞体感染[1]。

8 结 论

肉牛支原体肺炎是一种牛传染病，与运输应激

密切相关，主要感染群体为牛和羊。牛只的感染发

病主要通过患病牛只的口鼻分泌物中的支原体传

播所导致。健康牛只在感染支原体后可以长时间携

带病原菌，使其成为疾病的传染源，这也是导致这

种疾病难以在牛场中彻底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牛支原体病原菌的环境耐受能力相对较差，病

原菌在阴暗的情况下可以存活数天，在 4 益的温度

条件下能在海绵或者牛奶中存活 60 d 左右，在水

中可以存活 14 d 以上；支原体病毒在 20 益的环境

下可以存活 7~14 d、37 益的环境下可以存活 7 d；
在动物的粪便中可以存活 37 d。养殖过程中常规的

消毒剂均可达到杀灭支原体的效果[2]。
由剖检的 10 多头病死牛可知：该病原体主要

侵害肺脏，使肺部呈实质性病变，病情严重的死亡

率极高、治愈率低，建议放弃治疗，以免浪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财力甚至失去治疗信心，所以发病症状

严重的牛应及早淘汰并作无害化处理。因为牛支原

体病原没有细胞壁结构，治疗中可以使用干扰细菌

蛋白质合成的相关药物。有以下药物可供治疗选

用，患病情况严重的牛只需要进行药物配合治疗。

淤喹诺酮类药物：主要包括环丙沙星、氧氟沙星以

及左氧氟沙星；于泰乐菌素类抗菌药物：主要包括

泰乐菌素、替米考星以及瑞可新；盂四环素类抗菌

药物：主要包括四环素、多西环素；榆泰妙菌素类抗

菌药物：主要包括支原净和沃尼妙林；虞氯霉素类

抗生素：主要是氟苯尼考；愚磺胺类药物：主要是大

剂量使用磺胺间甲氧治疗；舆驱虫药物：牛群感染

寄生虫时可降低机体抵抗力，加剧病情，建议使用

贝尼尔、血虫净等治疗。

牛支原体疾病发病的诱因主要是长途运输及

运输途中过度拥挤、天气变化、饲养方式的改变等

应激因素及其他病原的混合感染对该病的发生起

促进作用，而导致病情加重。所以，在牛群饲养管理

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改善牛群引进的监督管理措施。减少牛只的

长途运输时间，严禁从疫区引进牛只。运输前对牛

的口蹄疫和其他指定疫病进行疫苗接种，到达牛场

后做好隔离饲养，同时落实牛结核、布病以及牛支

原体感染等常见传染性疾病的检疫工作，保障引进

牛只的机体健康。引进牛通常需要隔离观察 1 个月

以上，没有出现异常情况才可混群饲养。

2）坚持“自繁自养”的饲养管理原则。

3）改善牛群的饲养管理。通过保障牛舍内良好

的通风情况，做好牛只饲养环境的保洁杀菌工作。

保障牛只养殖密度合理，避免牛只之间的过度拥

挤。将不同日龄的牛只以及不同来源的牛只进行分

栏饲养。牛只养殖过程中适量补充精料、复合维生

素以及矿物元素，保障牛只的营养物质供给。

4）做好牛只的疾病预防工作。生产区与生活区

分开，进出场车辆及人员要及时消毒，定期消毒牛

舍，保持舍内通风、清洁。因为牛支原体肺炎是危害

养牛业的重要传染病，“早诊断、早治疗”是有效控

制本病的基本原则，所以要及时发现与隔离病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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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诊断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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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乳腺炎病原的分离鉴定及
耐药性分析

布鲁格
新疆博湖县塔温觉肯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新疆博湖 841405

摘要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和牧场质量的提升，我国大量的牧场人员开始挑选合适的场地进行奶牛喂

养。由于奶牛数量的增加，奶牛的常见病也随之增加，奶牛乳房炎病症是奶牛疾病中最突出、发病率最高的疾病。

奶牛乳腺炎不仅影响奶牛的健康状况，严重时会危及奶牛的产奶量和牛奶的质量。我国奶牛乳腺炎病原的分离

和鉴定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对病原进行鉴定是通过观察检测带有感染病原体的微生物来检测奶牛

的发病情况，所以我国要加强对乳腺炎的知识管理和技术研究，从最大程度上保证奶牛质量保证养牛者的经济收

益，促进我国奶牛业的高效发展。

关键词 奶牛；乳腺炎；分离鉴定；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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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乳房炎是由于相关的乳腺组织和细胞损伤，

由于物理化学等微生物损伤等因素而引起的乳腺

炎症，奶牛乳腺炎是常见的奶牛疾病。随着我国对

动物病情检测技术的发展，我国对奶牛乳腺炎病原

的分离、检测和耐药性技术也有了进一步的提升[1]，
本文通过对病原和病菌进行分离和检测，以期为奶

牛乳腺炎疾病的预防、诊断以及治疗做出贡献。

1 奶牛乳腺炎病原的分离鉴定

1.1 奶牛乳腺炎病原的分离鉴定过程

随着我国牧场奶牛的增多，在选择发病奶牛时

一定要选取合理和具有典型性的奶牛进行试验和

观察检测。选取完发病奶牛后，要对所选取的奶牛

进行奶样采集。在收集奶样时一定要保证采集的卫

生，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在采取奶样时一定先将

奶牛乳房用温水进行擦拭和消毒，将挤出的奶样放

置或者直接挤出到无氧无菌的试管中进行保存。在

取奶样时一定要按照标准的手法和具体要求进行

采取，采取的量也一定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采取

过少影响检测和观察效果，过多采取会影响奶牛的

健康，所以每一个取奶步骤都要按照相关规定严格

进行。

将牛奶挤取到安全卫生的试管中之后再运送

到实验室中和化验室中进行检测。在观察和检测的

过程中会根据所检测牛奶的病变组织和细胞自动

检测出病情等级，乳腺炎较为严重的牛奶质量所检

测出的相关指标更高，严重时相关测试纸或测试设

备会出现阳性的相关数据。乳腺病发病等级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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