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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皱胃阻塞病的防治

王 琦

辽宁职业学院，辽宁铁岭 112099

摘要 牛皱胃阻塞病为养牛生产过程中常见的内科病，主要由胃中出现积食而造成，根据积食成分的不同，本

病分为饮食性阻塞和异物性阻塞 2 种，病牛主要表现采食量下降，皱胃触之发硬，机体脱水以及碱中毒等，预防本病

需对饲料质量进行把控，采用少饲勤添的原则饲喂，必要时使用微生态制剂来降低发病率；治疗本病可通过体外向皱

胃内注入药物、手术治疗以及灌服中药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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皱胃阻塞病是牛的内科病的一种，常发生于育

肥牛和性成熟后的牛，临床多为个体发病，如未得

到及时治疗，多数病牛最终会因机体衰弱、脱水和

碱中毒等原因而死亡，临床危害较大[1]。

1 皱胃阻塞简介

牛属于反刍动物，一共有 4 个胃，即瘤胃、网

胃、瓣胃和皱胃，其中瘤胃是最大的消化器官，犹如

一个发酵罐，里面含有大量的有益菌和纤毛虫，能

够分泌消化酶将饲料中的淀粉、蛋白、脂类物质、纤

维素等进行分解。这 4 个胃中，只有皱胃的结构和

生理功能类似于单胃动物的胃，故又称之为真胃。

皱胃阻塞临床发病率较低，一旦发生治疗难度较

大，严重的可导致牛的死亡，养殖场一定要重视本

病的预防[2]。皱胃阻塞由积食造成，根据积食成分的

不同，本病分为饮食性阻塞和异物性阻塞 2 种。当

胃内积聚过多的粉碎性饲料或泥沙、木屑、塑料布

等异物时，超出了胃的消化和排空能力，就会造成

胃部聚集，如果短时间内得不到有效治疗，病牛会

出现机体脱水、电解质失去平衡，严重的可引发碱

中毒，病牛不断消瘦，生产性能下降。

2 发病原因

各种品种、日龄和性别的牛都能发生本病，但

临床以使役牛、妊娠期的母牛和奶牛发病率最高，

主要和饲养管理水平低有关 [3]。饲料单一、品质低

劣、干草切得过细等都很容易诱发本病。日粮结构

中若消化难度大的粗饲料单次饲喂过多，也很容易

导致本病的出现，如在花生、红薯收获的季节，很多

花生秧、红薯秧都是经过简单晾晒后饲喂，这种半

干半湿的秧藤其纤维非常结实，瘤胃中的微生物根

本无法完全消化，经过网胃和瓣胃后，在皱胃内经

过胃蠕动作用很容易缠绕成一个球状体，体积过大

时就无法通过幽门进入肠道，导致在皱胃中积聚而

造成堵塞。有些患有异食癖的牛经常啃食自己或别

的牛体表的毛发，最后可积聚在皱胃中形成阻塞性

球状物。牛一次性食入大量泥沙、塑料袋、木屑等难

以消化的异物时，如果这些异物在同一时段到达皱

胃，也容易造成皱胃阻塞。

3 临床表现

病牛主要表现采食量下降或停食，反刍功能减

弱，腹部膨胀，粪便减少，鼻镜发干，鼻孔经常附着

黏性的鼻漏，呼吸和心跳加速，体温一般正常。随着

疾病的发展，病牛开始有脱水症状，眼球凹陷，尿量

减少，颜色发黄，精神高度沉郁，瘤胃蠕动非常弱，

听诊时必须仔细听才能辨别。由于皱胃不断阻塞，

能见到病牛的右腹部季肋下增大，病牛经常呻吟，

表情痛苦。直肠检查时能感触到肠内有少量黏液和

粪便，并可触及到皱胃的后部。血液生化检查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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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血液黏稠，偏碱性，钾离子和氯离子浓度低。

4 预 防

预防本病首先从日粮结构的调整入手，饲草或

秸秆类饲料在切段时不能切得过细，过细不利于反

刍和饲料在瘤胃中的粗消化。尽量不要饲喂单一饲

料，可多种粗料配合饲喂，如秸秆类饲草、青绿饲

料、干草料等混合饲喂，待吃掉 90%左右时，再添入

精料。秋季在饲喂花生秧、红薯秧时，要么新鲜时进

行饲喂，要么完全晒干后饲喂，切记不要在半干半

湿的情况下投料，单次饲喂量也不宜过多，可采用

少食勤添的原则进行。每次投喂粗料前要仔细检

查，发现有带土的根茎、塑料袋、铁钉、破布等异物

及时清除。饲料中常加入微生态制剂，该类制剂中

含有乳酸菌、酵母菌、丁酸梭菌、芽孢杆菌类等益生

菌，可以帮助饲料更充分地消化，进而减轻皱胃的

负担。

5 治 疗

治疗本病可通过体外向皱胃内注入药物、手术

治疗以及灌服中药等方法，临床需根据病牛的发病

严重程度和病情发展阶段，结合养殖场自身条件进

行针对性选择。

5.1 体外注入药物

疾病早期，皱胃中的积食还未完全硬结，此时

可通过体外在皱胃内注入药物对积食进行软化，使

其变得松散而下行。药物需分 2 次注入，第 1 次可

使用硫酸钠溶液或甘油溶液，注入 12 h 后再皮下

注射新斯的明，第 2 天可见排粪增多，表明皱胃已

经通畅。注入硫酸钠溶液和甘油溶液目的是为了将

积食分散，使用新斯的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胃肠的

蠕动，从而帮助散开的食物排出胃，并下行到肠道。

5.2 手术治疗

如果疾病已经发展到后期，通过药物注射仍无

法排出粪便时，表明积食过度，需通过手术进行治疗。

手术采用的是皱胃切开术，开口部位在腹中线和右侧

腹下静脉之间，从乳房基部起向前 12~15 cm，与腹中

线平行切开 20 cm 左右，将皱胃中的沉积物取出，

再进行伤口缝合。术后要做好病牛的护理工作。

5.3 中药治疗

每头成年牛按照大黄 60 g、芒硝 120 g、代赭石

120 g、槟榔 30 g、生地黄 30 g、当归 30 g、桃仁

30 g、地鳖虫 15 g、三棱 24 g、莪术 24 g、香附 24 g、
郁李仁 60 g 的剂量，用文火煎制，之后用纱布过滤，

滤渣拌入饲料中饲喂，滤液可通过灌服或皱胃体外注

入的方法用药，一般使用 2~3次症状可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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