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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肺炎，肺脏充血严重，质地变实，重量增加，肺脏

的肺小叶增宽，严重时可见整个肺脏发生炎症反

应。母畜的大脑出现血管炎症，胸腔积液，腹腔积

液，肠系膜淋巴结异常肿胀，胸膜发生出血或充血

现象。流产的胎儿出现心肌炎，脑炎症状。

5 诊 断

该病的诊断可以结合流行病学特点、临床中的

特征性症状和病理变化进行初步诊断，如果需要进

一步确诊可以采集病料进行实验室检测[3]，如病毒

分离、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血清中和试验和间接荧

光抗体试验等。

6 防控措施

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如必须引进种猪要从无

疫病的地区引进，而且要有相应的检测证明。对于

引进后的种猪要先隔离一段时间后才可合群饲养。

定期清扫卫生和消毒，要有严格的消毒制度，对于

外来的人员和车辆也要进行消毒后才能进入；对饲

养场的猪进行免疫接种。对于检测结果为阳性的

猪，应立即淘汰，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对饲养场内的

隐性带毒猪也要进行严格的淘汰处理，消毒，防止

隐性带毒猪散毒使大量的健康猪发生感染，防止浪

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7 小 结

猪蓝耳病的预防主要在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免

疫方案，并严格执行免疫接种。此外，应加强日常的

饲养管理，加强对病原的检测，淘汰病原为阳性的

猪。对健康猪和患病猪进行分群饲养，防止造成大

群发病。总而言之，养猪过程中要积极预防此病，降

低此病的发生率，促进养猪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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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传染性腹泻主要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所引发的病症，临床症状主要集中表现为非传染性

腹泻、传染性腹泻。从临床传染性腹泻症状来看，疾

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细菌、寄生虫以及病毒等因素

所引发的腹泻症状，相应的寄生虫主要涉及隐孢子

虫、球虫、线虫等，临床常见的病毒类型主要涉及沙

门氏菌、魏氏梭菌以及大肠杆菌等，如果临床上不

能及时进行诊断与治疗，往往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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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严重的犊牛甚至会面临生命安全隐患[1]。

1 临床症状

一般情况下，犊牛腹泻主要包含非传染性腹泻

与传染性腹泻 2种类型。传染性腹泻主要是因为细

菌、病毒以及寄生虫等因素所引发的犊牛腹泻症

状。一般来说，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轮状病毒是较

为常见的致病因素。由大肠杆菌所引发的犊牛传染

性腹泻，病牛临床主要表现为腹泻、体重降低、快速

脱水以及食欲不振等，主要集中于 7~14日龄的病

牛群体，其会导致犊牛在 3~5 d内死亡。由沙门氏

菌引发的犊牛传染性腹泻，病牛在发病 12~24 h便

会存在带血块的粪便，随后存在体温增高、腹泻、体

温降低等症状，表现为卧地、拒食、快速衰竭，也会

导致犊牛在 3~5 d内死亡。由轮状病毒引发的犊牛

传染性腹泻，病牛主要表现为流涎、精神不振、粪便

带血，病情发展迅速，传播速度快，往往会在养殖场

内进行大面积传播。

2 综合防治措施

2.1 治疗措施

养殖场需要第一时间针对病牛进行隔离处理。

针对感染病牛，将其隔离至干燥、单独、干净的区

域，同时铺设干燥、清洁的垫草，避免引发二次污染

的情况。彻底隔离完成以后，深入分析犊牛传染性

腹泻发生的对应因素，综合参考犊牛传染性腹泻发

生因素，制定针对性的处理措施。综合参考犊牛传

染性腹泻临床治疗方案来看，治疗措施主要包含如

下几点：首先，采取饮食治疗方案。在针对犊牛传染

性腹泻进行对症治疗的进程中综合参考病牛营养

需求，科学合理搭配对应的饮食，尽可能保障饲料

摄入的均衡、营养，致力于提升犊牛综合体质，从而

有效避免疾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针对

母牛哺乳进行严格的控制，避免因为哺乳引发二次

感染的问题。其次，合理选择药物进行治疗。当确诊

犊牛传染性腹泻以后，综合利用 0.1~0.3 g呋喃西

林、1~2 g 金霉素、10~20 g 磺胺嘧啶进行治疗，主

要通过灌服给药的方式，每天用药 3次。除此之外，

给予肌肉注射庆大霉素进行治疗，一般选择 24万

单位的庆大霉素进行治疗，3次 /d，并结合犊牛恢复

情况综合性采取解毒、补液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需要注意的是，在治疗进程中若犊牛发生脱水的问

题，应根据犊牛实际情况给予 5%的碳酸氢钠，从而

有效提升补液效果，发挥抑菌、强心作用[2]。

2.2 预防方案

1）由于犊牛传染性腹泻通常是因母牛因素所导

致的一种病症，临床预防自然需要从母牛层面着

手，致力于提升母牛身体综合素质，各个养殖场在

全面提高母牛妊娠阶段营养干预工作的过程中还

需要引导母牛进行合理的锻炼。从而有效促进母牛

体质的不断提升，减少犊牛传染性腹泻的发生。

2）进入妊娠阶段的母牛，需要严格按照要求进

行预防药品的注射，并给予适量维生素。即选择在

临产前 20 d，给予 2 500单位的 VD、VE，20 mL的

亚硒酸钠，25 000单位的 VA。

3）犊牛出生后强化管理及护理干预。对于牛舍，

需要严格落实卫生管理工作，针对牛舍进行定期的

清洁处理，并按照要求换草。此外，全年提高犊牛饲

养工作的合理性，初乳饲喂需要坚持恒温、定量以

及定时的基本原则，以此来促进犊牛群体综合体质

的不断提升。

3 结 语

综上所述，犊牛传染性腹泻本身并不可怕，应

综合参考犊牛传染性腹泻临床症状进行准确的诊

断，同时系统分析其对应的发病因素，采取针对性

的措施，针对疾病进行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犊牛

传染性腹泻并非不可预防，需要养殖户综合参考犊

牛传染性腹泻发病原因，分别从强化母牛妊娠期体

质、犊牛管理以及药物预防等着手，以此来降低犊

牛传染性腹泻的发病率。

参 考 文 献

[1] 谭珊珊.犊牛传染性腹泻常见的类型、症状及防治措施[J].现代

畜牧科技，2018（4）：93.

[2] 徐兵.犊牛传染性腹泻的主要症状与综合防治措施[J].现代畜牧

科技，2017（6）：131.

【责任编辑：胡 敏】

疫病防控92· ·


	2020-11养殖与饲料目录.FIT)
	2020-11养殖与饲料.F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