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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细菌性疾病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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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更好地开展肉牛细菌性疾病的诊疗，本文收集了各地共 20 家养殖场的肉牛细菌性疾病资料，以此

针对性开展肉牛细菌性疾病的诊疗研究，并最终总结了肉牛细菌性疾病的防治要点，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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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肉牛细菌性疾病的研究日趋深入，肉

牛养殖业发展受到的细菌性疾病威胁也开始引起

更广泛关注。为有效提升肉牛养殖业的生产效益

和生产水平，肉牛细菌性疾病的诊疗水平必须设

法提升。

1 肉牛细菌性疾病的诊疗研究

1.1 研究方法

为深入研究肉牛细菌性疾病，本文收集了各地

20 家肉牛场的肉牛细菌性疾病病例，通过针对性的

细菌学检测并开展实验室检测，即可优选治疗方

案，提升肉牛细菌性疾病的诊疗水平。初步诊断以

肉牛发病情况、剖析的病变、临床症状为依据，深入

研究围绕最为明显的病变组织开展。在细菌分离培

养环节，样本需选择病变组织的一小块，并将其切面

涂抹和划线于 TSA 平板上，具体培养需使用 37 益
恒温箱，培养时间为 12~24 h，以此对优势菌落形态

进行观察，并转接和纯化优势菌落，对细菌革兰氏

染色后的形态进行观察。在病例治疗环节，需结合

病理学资料、实验室检测结果、临床症状，以此实现

病例确诊，同时优选防治方法和治疗措施，并通过

电话回访、现场复诊等方式完成治疗效果评价[1]。
1.2 研究结果

结合上述研究可以确定，肉牛的发病在一般情

况下均存在相似的流行病学背景，如异地购进 1 周

后的肉牛出现初期临床症状。在发病早期，咳嗽、

流清鼻涕属于病牛的主要症状，此时病牛体温多

在 42 益左右，受不断发展的病情影响，逐渐消瘦的

肉牛会出现便血、拉稀、气喘等症状。继发蹄病的病

牛也偶有出现，具体症状包括关节化脓、红肿等，起

卧困难情况也较为常见，严重的还会出现结膜炎。

啰病牛会因继续发展的病情出现肺部湿 音，持续消

瘦的病牛会在严重时死亡；分析病理变化可以发

现，胸部和肺部属于病变集中部位，病牛肺部心叶

和尖叶局部肉变属于较轻病情，病牛胸腔和肺部出

现粘连、肺部表面出现脓包属于严重病情，胸腔内

积液混浊、气管内部的乳白色泡沫也属于严重病

情；开展细菌学检测可以确定，20 个肉牛场中感染

牛支原体的共 9 个，其中 A 型多杀性巴氏杆菌混合

感染、大肠杆菌和志贺氏菌混合感染、溶血曼氏杆

菌混合感染的肉牛场数量分别为 2 个、2 个、4 个；

开展疗效评价可以发现，20 个肉牛场中治疗较好的

有 17 家，肉牛在发现 7 d 后未出现新症状，牛群在

15 d 左右恢复正常，但剩余的 3 家肉牛场由于未

能严格遵循综合防治方案，最终未取得较好治疗

效果。

1.3 讨 论

结合临床病例调查结果可以发现，肉牛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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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呼吸道疾病，这与多种因素的影响有关，长途

运输过程中的各种刺激属于其中代表，这类刺激对

肉牛呼吸道疾病感染存在一定促进作用，因此需关

注运输因素带来的影响。肉牛细菌性疾病的发病与

牛支原体感染也存在一定关联，临床上多病原菌混

合感染也较为常见，这会提升病情严重程度，病情

也会因此反复发作，溶血性曼氏杆菌、化脓隐秘杆

菌、多杀性巴氏杆菌、昏睡嗜血杆菌均可能导致多

病原菌混合感染。肉牛细菌性疾病的常见病原菌，

志贺氏菌、大肠杆菌、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变形杆菌在混合感染中也较为常见。为有效治疗肉

牛细菌性疾病，泰乐菌素等抗感染方面的药物需科

学使用，具体治疗需结合实际的混合感染情况，以

此科学应用抗菌药物，如头孢等，保证疗效的快速

产生。如病牛出现体温升高症状，可采用复方氨基

比林、安乃近等药物对症治疗，如病牛存在严重的

喘气病症，可考虑使用支气管药物。如病牛的体质

较弱，应科学使用能量合剂，如维生素 C、三磷酸腺

苷、复合维生素、葡萄糖等药物。此外，必须直接淘

汰呼吸困难和久治不愈的病牛，针对性地无害化处

理也不容忽视[2]。

2 肉牛细菌性疾病的防治要点

2.1 治疗要点

在肉牛细菌学疾病的具体治疗中，可考虑静脉

注射磺胺嘧啶，2 次/d，注射间隔应控制为 2 d；也可

以肌肉注射泰乐菌素类药物，如替米考星、泰乐菌

素，连续开展 5 d 的注射，1 次/d。如肉牛细菌性疾

病的感染较为严重，为有效规避继发感染，可注射

25%葡萄糖的四环素，也可以注射青霉素钾，具体采

用静脉注射方式，以此取得预期疗效。考虑到病牛

的粪便、垫草等物质中含有的巴氏杆菌数量较多，

可考虑通过堆积发酵的方式利用巴氏杆菌。此外，

还需要通过消毒液进行病牛圈舍及周围环境的消

杀处理，这也能够为肉牛细菌性疾病的治疗提供一

定的辅助支持。以牛巴氏杆菌病的治疗为例，可立

即隔离病牛并进行治疗，必要时需要紧急预防注射

高免血清或菌苗，并采用 10%石灰乳或 5%漂白粉

进行彻底消毒。发病初期治疗可采用磺胺类药物或

抗牛巴氏杆菌高免血清，后期可采用土霉素、链霉

素、青霉素进行治疗。如内服盐酸土霉素，用量为

10~30 mg/kg，如采用静注或肌注，每天用量应为 5~
10 mg/kg，且需要考虑是否分 2 次注射。

2.2 预防要点

为有效预防肉牛细菌性疾病，在发现流鼻涕、

咳嗽等症状的病牛后，养殖者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科

学处理，以此将出现症状的病牛隔离，避免病牛与

健康肉牛混合在一起导致病菌不断蔓延，同时还需

要科学采用综合预防措施，具体需要结合实际的牛

群特征，病牛圈舍及周围环境的完全消杀也不容忽

视。患病后的肉牛体温会不断升高，因此可考虑采

用复方氨基比林、安乃近等药物缓解其症状。炭疽、

牛巴氏杆菌病、牛魏氏梭菌病等均属于常见的肉牛

细菌性疾病，具体预防需针对性选用不同措施。以

牛巴氏杆菌病的预防为例，需定期进行消毒，强化

饲养管理，菌苗的定期接种也能够有效预防牛巴氏

杆菌病，如注射牛巴氏杆菌灭活疫苗，100 kg 内及

100 kg 以上体重的肉牛注射量分别为 4、6 mL。
3 结 语

肉牛细菌性疾病的诊疗需关注多方面因素影

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涉及的治疗要点、预防要点等

内容提供了可行性较高的肉牛细菌性疾病诊疗路

径。为更好地开展相应诊疗工作，围绕细菌性病原

体病理学变化表征开展的更深入研究也需要得到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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