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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对患病猪进行药物治疗

对于患病仔猪，养殖户要将其隔离饲养，隔离

饲养的环境必须温度适宜、卫生清洁，并且适当增

加饮水投喂，提高饲料营养。投喂的饲料必须易于

消化、营养丰富，如米粥、淡盐水等流食。

对于青年病猪，养殖户可以使用抗菌药物进行

治疗，常用的治腹泻药物主要有中药白头散、恩诺

沙星、磺胺类药物。抗菌药物虽然无法将病毒全部

杀死，但是可以抑制病毒增长传播，使病毒的致死

率大幅下降。

2.3 对病情较重的病猪采取对症治疗

对于病情较重的病猪，养殖户可以采取对症治

疗，常见的治疗方法主要有解毒、止泻、补液等。其

中，止泻通常采用吸附式止泻，吸附式止泻常用的

材料主要有糙米糠、木炭灰等；补液通常采用口服

或静脉注射的形式，补液常用的液体主要是生理盐

水、电解液等[2]。

2.4 针对地区性猪流行性腹泻及传染性肠胃炎的

防治措施

对于这 2 种类型的猪腹泻，养殖户要首先对病

猪进行隔离，然后立即采取消毒和药物治疗。同时

对未发病的生猪要进行病源排查，避免大范围传

染。此外，养殖场必须加强饲养环境管理，做到猪舍

干爽保温，定期对猪舍通风换气，避免生猪长时间

处于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发病。做到预防和治疗结

合，才能避免猪群感染腹泻病的发生，从而保障养

殖场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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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肉牛流行热是由牛流行热病毒引发的一种接触性传染病，具有发病率高、感染率高和死亡率低的特

点，病牛除高热外，还容易出现呼吸困难、瘫痪等症状，严重影响肉牛的生产性能。本文总结了肉牛流行热的

发病特点、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方法和治疗，并提出了强化日常饲养管理、坚持疫苗接种、重视消除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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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牛肉及相关肉制品的消费需求不断加大，

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希望通过饲养肉牛获得丰厚的

养殖收益，肉牛养殖数量逐年增加。但是个体养殖

户或中小规模养殖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饲养管

理模式不科学和动物防疫工作不到位等因素会增

加肉牛疾病的暴发。肉牛流行热是由牛流行热病毒

引发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可以感染不同品种、

年龄肉牛。病牛主要表现为体温突然升高，可达 40~
41 益，精神沉郁，眼结膜潮红、流泪，其呼吸道、消化

道会出现严重的脓性渗出，严重者后肢无力、全身

麻痹，出现运动机能障碍。肉牛流行热是一种发病

急、传播速度快、病程短的传染病，多数肉牛可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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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耐过，发病时长为 2~3 d，因此，肉牛流行热又

称为“三日热”或“暂时热”，该病会造成肉牛食欲

减退、发育迟缓，许多急性型病牛无法彻底康复只

能淘汰。

1 发病特点

1.1 病原分析

肉牛流行热的致病菌为牛流行热病毒，牛流行

热病毒具有较强的抗低温性，可在 pH约2.5 和 pH跃9
的环境中存活几分钟。牛流行热病毒对氯仿、胰蛋

白酶、去氧胆酸盐和乙醚等溶液较为敏感。病牛无

明显临床症状或者高热减退后的 2 周内，取肉牛血

液，实验室检测仍能在其血液中检测出病毒。将发病

中肉牛血液静脉注射到易感肉牛体内，仅 1~5 mL 血

液就能感染健康牛，1 周内就会发病。

1.2 易感动物

牛流行热病毒主要侵害牛，不同品种、年龄牛

都会感染，其中壮年牛（3~5 岁）和泌乳期母牛易感

性最高。肉牛流行热的传染源为病牛或隐性带毒

牛，传播途径目前还没有明确，但是呼吸道感染、吸

血昆虫叮咬、健康牛和病牛直接接触、健康牛和病

毒污染的饲料、饮水和用具等也能感染。

1.3 流行特点

肉牛流行热有明显的季节性发病特点，主要在

夏季和秋季易发，尤其是在昼夜温差大、闷热潮湿

的雨季容易产生大规模流行，即北方的 5-6 月，南

方的 7-9 月。同时，肉牛流行热具有地方流行性和

周期性流行特点。虽然容易造成大规模感染，但是

致死率低，大多数病牛可以良性耐过，只要不引发

继发感染，一般解热、消炎、输液强心即可恢复。

2 临床症状

2.1 呼吸型

病牛体温高热，可达 40~41 益，可能更高。病牛

精神沉郁、食欲减退甚至废绝，往往在一个地方呆

立不动，对噪声敏感。眼结膜处潮红，眼睛流泪。随

着病情发展，病牛呼吸加快，张口呼吸，流鼻涕，嘴

角有大量黏液流出[1]。若病牛出现伸颈仰头，很可能

在 2~5 h 就出现死亡，必须给予治疗，但这种病例

数量不多，大多数肉牛会在用药后 3~4 d 康复。

2.2 瘫痪型

病牛体温不会明显升高，但关节肿胀、疼痛，四

肢肌肉颤抖，病牛不愿走动，常呈卧姿，病牛有时也

会出现食欲不佳、精神不振、四肢僵硬，这种瘫痪型

的肉牛流行热病牛往往不能站立，虽然致死率不高

（臆1%），但是四肢问题严重的只能淘汰处理。

2.3 消化型

病牛体温会升高，但大多数不超过 40 益，食欲

减退、精神沉郁，和呼吸型一样，也会出现眼结膜处

潮红，眼睛流泪现象，但是病牛往往呈腹式呼吸，胃

肠蠕动音减慢，粪便颜色呈黄褐色，并伴有黏液，多

数病牛停止反刍。及时治疗，一般用药后 3~4 d 即

可康复，该类型可以完全治愈。

3 病理变化

病牛症状轻重程度不同，其剖检结果也有所差

异，但主要病变器官为呼吸道系统，如呼吸道黏膜

会有多处明显充血、出血点；肺部体积增大，会出现

肿胀、充血或肺间质性气肿，肺膈叶、尖叶、心叶颜

色呈暗红色，压迫有捻发音，病情严重的肺部膨胀，

会充满整个胸腔；细支气管、气管内有大量的泡沫

状黏液。消化系统也会出现病变，如瘤胃内容物变

酸，肠黏膜有多处出血点，真胃充血、出血，伴有卡

他性炎症，严重时肠黏膜脱落。其他实质性器官也

会出现轻度肿胀、变性，且变得浑浊。病牛淋巴结、

关节、腱鞘、肌膜等部位也会出现炎症。

4 诊断方法

4.1 病毒分离鉴定

取病牛血液接种到健康的乳鼠脑内，感染一段

时间后可以分离获得病毒。或者通过连续传代的方

法缩短病程的潜伏期，第一代、第二代病毒的潜

伏期分别为 6~8 d、5~7 d，一般乳鼠感染第三代

病毒 2~3 d 后就会死亡。分离获得的病毒用 PBS
缓冲液稀释，然后与等量的阴性对照血清、标准

血清进行混合，再接种到健康乳鼠脑内。结果判

断为阴性血清对照组乳鼠全部死亡，而标准免疫

血清组乳鼠死亡数量少或不发生死亡，即为肉牛

流行热。

4.2 血清学诊断试验

血清学诊断主要包括 ELISA 试验 （如间接

ELISA、阻断 ELISA）、补体结合试验、血清中和试验

等方法。血清学诊断特异性高、操作简单、耗时短，

因此是一种应用广泛的肉牛流行热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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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疗措施

5.1 呼吸型

呼吸型肉牛流行热的治疗原则：解热平喘，输

液强心、恢复呼吸，防止继发感染和瘤胃酸中毒。解热

平喘：肌肉注射 40 mL安乃近（或肌肉注射 30 mL安

痛定），每天 2~3 次；同时，病情严重或者非妊娠病

牛静脉注射 60~70 mg 地塞米松，可以有效促进治

愈，而妊娠母牛可以静脉注射氢化可的松。输液强

心：静脉注射 3 000 mL 5%葡萄糖氯化钠溶液、

50 mL 20%维生素 C 和 10 mL 20%安钠咖混合

液，每天 2~3次。恢复呼吸：从病牛鼻孔插入输氧管进

行输氧。防止继发感染：静脉注射 500 万~800 万 IU
青霉素。防治瘤胃酸中毒：静脉注射 500~900 mL
5%碳酸氢钠，每天 2~3 次[2]。
5.2 瘫痪型

瘫痪型肉牛流行热的治疗原则：解热平喘，输

液强心、刺激神经兴奋，防止继发感染和瘤胃酸中

毒。瘫痪型肉牛流行热症状较为严重，除了参考呼

吸型治疗方法，还需要静脉注射 500~1 000 mL
10%葡萄糖酸钙、50~100 mL 10%氯化钾来补充体

液和氯离子、钾离子，同时注射 1 g 维生素 B1，或者

在大胯穴、百会穴注射 10 mL 0.1%硝酸士的宁来

刺激机体神经兴奋，每天坚持 1~2 次。

5.3 消化型

消化型肉牛流行热的治疗原则：输液强心、消

炎止血。输液强心参照呼吸型，消炎止血：肠炎或出

血性肠炎可以肌肉注射 20~30 mL 5%安络血，分

早、中、晚各 1 次。急性弥漫性肠道大出血可以慢注

10 mL 0.1 肾上腺素和 1 500 mL 10%葡萄糖溶

液。病牛大出血或出血时间长，需要根据失血量进

行输血。消化型肉牛流行热还可以配合痢特灵、氢

氧化铝凝胶进行治疗，效果更显著。

6 预防措施

6.1 强化日常饲养管理，保障营养需要

第一，采用封闭式管理方式，严禁人员随意出

入，进入牛舍前必须消毒，减少工作人员和外界的

接触，防止人带毒到场内。第二，定期进行消毒，选

择适宜的消毒液，消毒前对牛舍和各个区域进行全

面清扫，保证消毒彻底。第三，合理搭配日粮结构，

保证营养均衡，牛场内提供足量的干净饮水，日粮

中增加青绿饲粮和优质牧草摄入，防止饲喂霉变饲

料，同时通过少喂勤添的饲养方式，防止夏季饲料

在槽内堆积变质。第四，保障牛舍清洁、干燥、通风，

调整牛群作息时间，夏季最好在傍晚进行运动，可

以缓解闷热，提高体质和抗病力。

6.2 坚持疫苗接种，提高肉牛免疫力

肉牛流行热主要发生在夏季和秋季，因此要坚

持在流行季节到来之前进行疫苗防疫，可以有效减

少发病率[3]。疫苗可以选用鼠脑弱毒疫苗、结晶紫灭

活苗、甲醛氢氧化铝灭活苗和 茁-丙内酯灭活苗等疫

苗，一般有效期为半年。

6.3 重视消除蚊虫，切断传播途径

肉牛流行热的传播途径之一就是昆虫、蚊蠓的

叮咬，尤其是肉牛场的蚊蠓，不仅传播该疫病，也会

传播其他传染病，因此必须加以消灭。可以在牛

舍和运动场区安装灭蚊灯，每天下午喷洒药剂

进行驱蚊。

7 结 语

肉牛流行热具有发病急、传播快、季节性和周

期性特点，病牛症状以体温升高、呼吸道炎症、关节

肿胀疼痛和运动机能障碍等为主。不同品种和年龄

肉牛都容易感染牛流行热病毒，因此该病容易大面

积暴发，给养殖户和养牛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也不利于食品安全建设。在今后的饲养管理过程

中，必须加强科学和规范化管理，保证饲料和饮水

质量及卫生，在日粮中添加高能量和高蛋白成分，

通过定期疫苗接种和消灭蚊蠓等措施加强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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