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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皱胃变位的诊断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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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奶牛的皱胃变位是高产经产奶牛的高发疾病之一，发病牛产奶量降低，如果治疗不及时会导致死亡。

为降低规模化牛场因皱胃变位导致的损失，本文结合工作生产实际及查阅资料，分析了奶牛皱胃变位的原因，整

理了皱胃左方和右方变位的临床症状，提出了常见的治疗办法及预防措施，以期为生产中预防和治疗奶牛的皱

胃变位提供参考，降低规模化牛场和养牛户的经济损失。

关键词 皱胃变位；变位原因；治疗；预防；奶牛

皱胃（也称真胃）正常的解剖学位置发生改变，

称为皱胃变位，根据其变位的方向分为皱胃左方变

位和皱胃右方变位，在临床病例中多是左方变位。

本病主要发生于成年高产奶牛，尤其是 4~6岁的经

产奶牛，在冬季舍饲期间，分娩后 8 d内是发病高峰

期。随着规模化与集约化饲养的加强，每年都有不

少奶牛因皱胃变位导致产奶量下降甚至死亡[1]，图 1
为某奶牛场皱胃变位的实际产生数据。

2 变位原因

目前对该病的病因认识并不统一，一般认为胃

壁平滑肌弛缓是皱胃发生膨胀和变位（尤其左方变

位）的病理学基础，细分病因主要是体形因素、妊娠

分娩、饲养管理和疾病因素。

2.1 体形因素

在育种中，为提高产奶量，常选育后躯宽大的

品种，腹腔也相应增大，增加了皱胃移位的可能性。

此外，临床数据显示，皱胃变位在黄牛上发生的概

率低于奶牛，因黄牛体型小，后躯相对狭窄，而奶牛

后驱宽大，呈大三角形，脏器可移动空间大，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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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某奶牛场真胃移位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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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位变位的机会[2]。

2.2 分娩因素

分娩是引起皱胃变位最常见的因素，尤其是过

早的不合理助产是引发皱胃变位的最直接原因[3]。

高产奶牛的皱位左方变位大约 65%是在分娩后 8 d
内发生，原因是奶牛妊娠后，随着胎儿不断长大，瘤

胃被逐渐膨大的子宫从腹腔底部向上推，在瘤胃下

方的皱胃则被逐渐挤至左前方；而到分娩时由于子

宫回缩，瘤胃快速下沉，分娩时的应急状态使胃肠

机能紊乱致皱胃迟缓不能迅速复原，仍被挤压在瘤

胃 与 左 腹 壁 之 间 ，从 而 导 致 皱 胃 的 左 方 变

位[4]（图2）。

2.3 饲养管理

首先，为保证产奶量和奶品质，高产奶牛通常

需要饲喂大量精料或饲喂易发酵型的优质谷物，加

快了瘤胃食糜的后送速度，并因产生大量的挥发性

脂肪酸(CO2、CH4、N2等)使皱胃内酸浓度增加，导致

皱胃弛缓和扩张而发生变位。其次，若饲料中含有

较多泥沙，采食后沉积于皱胃内，引起皱胃溃疡和

弛缓，也易导致皱胃变位。再次，季节性交替和冬

季奶牛采食粗饲料的量减少，瘤胃所占空间缩小，

皱胃活动空间相对增大，也会增加皱胃变位的几

率[5]。最后，奶牛的横卧保定、剧烈运动、母牛发情

时的爬跨，环境突变等应激状态也会引起皱胃

变位[6]。

2.4 疾病因素

代谢疾病和感染类的疾病也是导致皱胃变位

的重要因素，如子宫内膜炎、乳房炎、产后的低血钙

症、产后瘫痪、胎衣不下、酮病、皱胃炎等也容易引

起皱胃变位[7]。

3 临床症状

3.1 左方变位

皱胃左方变位通常在分娩数日或者是 1~2周内

出现症状，主要表现为食欲减退或废绝，不喜谷物

类饲料，青绿饲料的采食也大大减少，对粗饲料仍

会有一些食欲，反刍稀少且延迟无力，产奶量也随

之下降，严重时会降低一半，体温及脉搏正常。排

粪出现便秘与腹泻交替出现，粪便呈糨糊状。有的

奶牛可能会出现继发性酮病，表现为酮尿症或酮乳

症[8]，除急性病例会出现明显腹痛和皱胃及瘤胃鼓

胀外，多数病例无腹痛症状。

腹部视诊、触诊、听诊、扣诊检查情况：尾侧视

诊可见左侧肋弓突起，左侧观察更为明显；左侧肩

关节和膝关节连线与第 11肋间交点处听诊，能听见

与瘤胃蠕动音不同的皱胃音（带金属音调的流水

音），此时扣击左腹，可听到叩击金属发出来的回响

（钢管音）；在出现钢管音的区域深部穿刺可抽取到

褐色、酸臭、浑浊的皱胃液[9]；直肠检查可发现瘤胃

背囊后移和左肾中度变位。

3.2 右方变位

皱胃右方变位会导致食欲急剧减退或废绝，产

奶量也快速下降，神情不安，背部下沉，因腹痛而出

现后肢提腹。奶牛体温正常或偏低，呼吸正常或减

少，心率在 60~120次/min。瘤胃蠕动停止，粪便呈

黑色带血糊状。

腹部视诊、触诊、听诊、扣诊检查情况：尾侧视

诊可见右腹膨大，右肋窝可触摸到半月状隆起；右

图2 皱胃在腹腔的位置（左图）和皱胃左方移位（右图）的位置（腹腔横切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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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腹部听诊和扣诊可在第 8~12肋间听到高亢鼓音

或砰砰声（俗称“钢管音”）；穿刺检查可抽出带血液

体；直肠检查可触摸到膨胀而紧张的皱胃。

4 治疗方法

4.1 翻滚法

翻滚法是治疗单纯皱胃变位的常用方法，具体

操作是：病牛禁食1~2 d并限制饮水，使牛瘤胃变小，

将病牛右侧横卧约1 min，然后使其背部着地，四肢朝

天，转成仰卧保定约1 min，随后以背部为中心，左右

来回滚转 45°，每次回到正中时，停留 2~3 min，重复

若干次，最后使牛左侧卧，转成俯卧后使牛站立[1]。

检查是否复位，如若没有复位就继续滚转，直到复

位为止。相较手术法，此法不需切腹，成本低，简单

易行，但易复发、需要人手多，要求操作人员有经

验[3]，且复发后不建议继续采用此法复位。

4.2 药物疗法

考虑成本及养护管理因素，药物疗法常作为治

疗皱胃左方变位的首选办法。常口服制酵剂和缓

泻剂（如植物油），利用促进反刍和拟胆碱药物，增

强胃肠蠕动，加速胃排空，促进皱胃复位。低血钙

时，可静脉注射 10%葡萄糖酸钙，同时可胃管投服

氯化钾 30~120 g，2次/d。生产中，药物疗法和翻滚

法可配合进行，同时在用药后多给病牛饲喂优质干

草，促进胃肠蠕动防止变位复发。

4.3 手术疗法

若上述 2种方法均无效，则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手术疗法主要是将皱胃直接固定在腹壁上，这种方

法直接治根，成功率高达 90%以上，术后 24 h可康

复，但过程复杂，主要操作如下：

1）术前准备

手术器械：手术刀柄、手术刀片、止血钳、持针

钳、圆针、三棱针、缝皮针、直针、刮毛刀、长臂手套、

放气针管等。

药物：新洁尔灭、75%乙醇、碘酒、普鲁卡因青

霉素、青霉素 400万单位 10支、链霉素 100万单位

10支、生理盐水。

动物准备：术前禁食 1 d，适当饮水；站立保定，

肌肉注射 0.02 mL静松灵（镇静作用）；术部用刮毛

刀将毛刮除干净，然后用普鲁卡因青霉素进行浸润

麻醉，碘酒消毒后75%乙醇脱碘[10]。

2）手术

铺好手术纱布，执笔式拿刀将皮肤切口，大约

20~25 cm，平刀切口肌肉层，止血钳止血，用手术刀

柄将肌腱拉开后切口腹膜。术者手沿着腹壁伸入

腹腔，瘤胃往前会摸到光滑像气球一样鼓胀的皱

胃，用放气针管将气体放出，沿腹壁将真胃拉出，找

到胃大弯，在胃大弯处用 18号线做十字缝合将其固

定在开刀口的右下方，打结。

将配好的青链霉素倒入腹腔内（青霉素 400万
单位 5支，链霉素 100万单位 10支溶于 500 mL生理

盐水），12号线弯圆针连续缝合腹膜，12号线弯三棱

针连续缝合肌肉层，每缝完一层后上青霉素粉（400
万单位），18号线缝皮针结节缝合皮肤，最后用碘酒

涂抹伤口。

3）术后护理

术后的奶牛应单独喂养，多饲喂优质干草，保

持圈舍干燥卫生，高温天气应注意给术部消毒，防

止伤口感染和化脓。

4.4 盲针疗法

盲针疗法操作简单，但成功率低，且皱胃的右方变位

不能采用该方法。治疗前先检查牛的左侧（倒数第2到第

3肋骨）是否有钢管音，若有，将牛右侧翻倒，拴住四肢蹄

使其成仰卧姿势进行保定，右侧肋弓下方进行叩诊和听

诊（是否有钢管音），避开血管选2个可听到钢管音的位

置，清除被毛，消毒后固定。用大号穿刺针进行穿刺，取

出后通过气味判断是否插入皱胃（呈褐色有酸臭），随后

将盲针固定棒从套管针送进皱胃，第2个位置同第1个一

样，再将两根盲针固定线拉紧，在半个巴掌宽处打结，碘

酒消毒，撒上青霉素粉，肌肉注射5支青霉素（400万单

位），最后将牛往左侧卧倒将绳子松开，使牛自行站立。

6 预 防

6.1 营养保证

奶牛的日粮配方应合理，满足蛋白质和能量需

求的同时补充维生素，提供充足钙磷且保证优质干

草的供应。此外，还应注意去除饲料中的泥沙等异

物，并增强奶牛的运动量。

6.2 加强产后护理

奶牛的皱胃变位高发于产后奶牛，故对于干奶

期的奶牛应减少精料的饲喂，妊娠后期的母牛在保

证营养的同时也要控制好精料的饲喂量。在实际

生产中要掌握好接产助产的时间，不宜过早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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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固原地区犊牛腹泻的原因及防治
措施

王进宽 1 杨雪瑶 2*

1.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张易畜牧兽医工作站，宁夏固原 756000；
2.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宁夏固原 756000

摘要 犊牛腹泻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其发病率高、发病速度快、致死率高，严重影响了犊牛的生长发育和养

殖场的收益。该病与肉牛品种、饲养管理、季节和气温等有关。在当前无抗饲养的大环境下，多采用中药或中成

药治疗此病，可用抗生素治疗细菌导致的犊牛腹泻。预防此病可采取加强饲养管理、及时免疫接种、人工授精、

控制犊牛出生季节等措施。

关键词 犊牛；腹泻；原因；防治措施

固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一个地级市，因

其历史原因，牛肉及其相关制品一直是当地重要的

肉类消费品[1]。 2019年底固原市基础母牛存栏

38.63万头，其中经产母牛 25.4万头，育成母牛 13.23
万头，年繁殖犊牛 18.45万头，肉牛产业区位优势明

显，在促进农民增收、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犊牛腹泻作为一种常见的发病率高、发病速度

快、致死率高的疾病[2]，在养殖生产上一旦控制不

当，易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也影响肉牛产业健康

发展。针对这一现状，笔者对固原地区的规模化肉

牛养殖场、肉牛养殖合作社及农户散养肉牛的犊牛

腹泻情况进行调查，全面掌握不同养殖方式下该病

收稿日期：2021-01-24
*通讯作者

王进宽，男，1970年生，高级兽医师。

对于产后发病率较高的奶牛应灌服健胃散，注射缩

宫素，促进子宫收缩，恢复奶牛的体质。

6.3 做好疾病预防

产后的奶牛体质弱，易感染各种疾病，应加强

对奶牛的产后护理，预防奶牛乳房炎、子宫炎、胎衣

不下及产后瘫痪等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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