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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奶牛子宫捻转的治疗与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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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子宫捻转是整个怀孕子宫或一侧子宫角围绕自身的纵轴发生 90°~180°的扭转，只要能使母牛围绕躯

体发生急剧转动的动作都可能成为子宫捻转的直接诱因。奶牛子宫捻转的治疗方法主要有产道固定胎牛翻转

母体救助法、直接翻转母体法和手术治疗。奶牛产前的子宫捻转，确认矫正后应加强母牛的护理；犊牛出生后应

尽早吃上初乳，从而获得母源免疫球蛋白，提高犊牛的疾病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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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捻转是整个怀孕子宫或一侧子宫角围绕

自身的纵轴发生 90°~180°的扭转，捻转处大多数发

生在子宫颈及其前后的部位，以颈后扭转较为常

见。该病多见于临近分娩或分娩期的奶牛，怀孕后

期较为少见[1]。

1 发病经过

2020年 8月 16日下午，周口市川汇区郊区康某

饲养的 1头黑白花奶牛前来就诊，年龄 6岁，畜主叙

述：该牛预产期已过 2 d，最近几天食欲减退，当地

兽医无法确诊。临床检查判定该牛有一定的分娩

征兆：外阴红肿，阴门处有少量的分泌物，乳头有轻

度的泌乳现象，表现徘徊不安，努责不明显，但不见

胎膜露出体外。进行产道检查时，操作者的手臂进

行常规消毒后涂拭石蜡油或植物油，手臂探查奶牛

阴道动作要轻柔，能够感知到阴道壁紧缩，阴道腔

呈后宽前窄的形状，手臂感觉前面部位逐渐变窄，

并且呈螺旋状的皱褶，随着阴道腔的弯曲而使拇指

转向上，仅能允许手勉强通过子宫颈，可触摸到胎

牛的一侧前肢。直肠检查时，手臂进入耻骨前缘时

能够感觉到一粗的交叉的束状物分别向腹腔倾斜。

经过详细检查后，确诊为子宫向右侧捻转。

2 病 因

只要能使母牛围绕躯体发生急剧转动的动作，

都可能成为子宫捻转的直接诱因。

2.1 子宫的生理解剖结构

怀孕末期孕角迅速增大，子宫大弯显著地向前

扩展，但子宫小弯扩张不明显；而子宫阔韧带只附

着在子宫颈、子宫体和子宫角基部的子宫小弯部

位，子宫阔韧带主要固定住孕角的后部，孕角的前

部没有固定（处于游离状态）[2]。

2.2 孕牛的起卧特点

母牛起卧都要经过一个前低后高的态势，此时

的子宫在腹腔内处于悬垂的状态，这时若母牛的身

体发生快速转动，因胎牛重量较大，不随腹部发生

转动，使得孕角向一侧发生捻转。

2.3 其他诱因

在分娩开口期过程中，胎牛转变为上位时过度

而强烈的转动；饲养管理不当及运动不足导致子宫

固定组织弛缓，腹壁肌肉松弛；胎水数量减少使子

宫在腹腔内的活动性增加，同时子宫腔的容积缩

小，胎牛易与子宫壁贴在一起，引起该病的发生[3]。

3 治 疗

3.1 产道固定胎牛翻转母体救助法

首先在开阔的地面上铺上 1层厚厚的麦秸，将

该牛右侧横卧其上，前后肢分别固定在 1个粗细适

度的木棒上，操作者 1只手伸入产道固定胎牛，助手

们迅速翻转该牛，该牛头部也随之翻转。经过 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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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后产道宽敞，经过助产后胎牛顺利产出并

存活。

3.2 直接翻转母体法

原则：母牛卧于子宫捻转的一侧。地面铺上干

草并保证无突出物，把母牛的前后肢分别捆在适宜

长度的木棒上，保持母牛的后躯稍高于前躯，2个助

手在母牛的被侧站立，并分别牵引前后肢上的绳

索。准备就绪后同时猛拉前后肢上的绳子，迅速把

母牛仰翻过去。因为转动急速，子宫内胎牛由于重

量的惯性，不随母牛的转动，从而恢复正常的体位。

如翻转成功时，可以触摸到阴道前段开大，阴道皱

襞松缓或消失；如翻转方向错误，软产道会变得更

加狭窄。所以，每翻转 1次，都要进行 1次产道

确证。

3.3 手术治疗

当使用传统的母体翻转法不能达到助产目的

时，可以剖腹矫正，此法还不成功时可考虑剖宫产

手术。

1）剖腹矫正。在患牛站立的情况下，行常规的

保定、麻醉和腹壁切开。切口部位可根据母牛具体

的怀孕时期和易与矫正操作来定，切口选择在捻转

一侧。患牛不能站立时，在捻转侧卧，在胎儿最清

楚部位做切口，切口长度以能使两手顺利通过为

宜。术者手伸入腹腔找到捻转部位，确定捻转方

向，隔着子宫壁握紧胎牛一部分，围绕孕角的纵轴

方向向对侧进行转动，直至捻转处消失。最后由助

手进行产道检查，确证产道顺利畅通[4]。

2）剖宫产。由于胎牛过大，子宫壁发生水肿和

黏连等因素致使剖腹矫正无法正常进行，向腹下扩

大剖腹矫正切口，实施剖宫产手术。捻转超过 270°
且持续时间长的病例，子宫壁容易发生充血和出血

且变脆，子宫颈开展不全，禁止强行拉出胎牛；在切

开子宫壁时导致大出血，在切开子宫时应注意止

血。关闭子宫和腹腔前应大量撒布抗生素，术后数

天应给予抗生素和止血药物，防止发生腹膜炎及全

身感染[5-6]。

4 护 理

4.1 母牛的护理

奶牛产前的子宫捻转，确认矫正后应加强母牛

的护理，在母牛分娩时应注意观察，必要时可进行

助产。如果因为阔韧带疼痛而引起手术后的强烈

努责，可以肌肉注射止痛药或进行硬膜外麻醉。临

产时发生的子宫捻转，通过翻转母体法矫正子宫并

取出胎牛后往往子宫黏膜会持续出血；子宫捻转常

常导致子宫颈周围的组织和血管的破裂，所以手术

后 3~5 d应连续给予止血药，如安络血20 mL和维生

素K3 20 mL。术后牛床要铺垫柔软干草，保持牛舍

通风、透光和卫生，其他按照常规的方式进行饲养，

连续消炎4~6 d，母牛可立即喂食温水2 L、红糖250 g
和益母草200 g[7]。体质虚弱的母牛可用10%葡萄糖

1 000 mL，50%葡萄糖 400 mL，20%安钠咖 10 mL，
10%氯化钠 500 mL，10%葡萄糖酸钙 400 mL，一次

静脉注射，1次/d，连用3 d。
4.2 犊牛的护理

胎牛产出后，应立即擦净其口腔及鼻孔内的羊

水，同时注意其心跳、呼吸是否正常。断脐后，脐带

处要注意消毒，每天用碘酊浸泡 1次，无须结扎。让

母牛尽快舔干或擦干犊牛身上的羊水，根据季节情

况采取相应的人工降温、保温措施，给犊牛创造适

宜的外界环境。犊牛出生后应尽早吃上初乳，从而

获得母源免疫球蛋白，提高犊牛的疾病抵抗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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