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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水冲调，生姜、红糖各 20 g，生鸡蛋 1个，候温灌

服，2 d/次，1周患牛痊愈，治疗率达 95%以上。

4 小 结

牛发生子宫脱出，多与饲养管理不当，体质虚

弱，缺乏营养及矿物质、维生素 D、钙、磷不足有关。

子宫脱出要及早手术整复，在手术成功后，要进行

抗感染治疗，配合中药补中益气汤治疗，以及采取

补糖、补钙措施，增强母牛机体抵抗力，促进子宫功

能的恢复。

摘要 牛流行性感冒是牛感染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引起，表现发病急、传播快、发病率高、死亡率低的特点，呼

吸道传播是本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实验室采用 PCR法和 ELISA法能对本病进行确诊。第一时间隔离病牛，加强护

理和消毒可有效预防本病的蔓延，治疗以中药为主，严重发病的牛必须用化药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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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流行性感冒简称牛流感，由牛流感病毒侵入

牛机体后引发的一种全身性传染病，本病呈世界流

行，是养牛生产过程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成年牛

发病后大多耐过，损失较小，但严重发病的母牛可

造成流产和泌乳量下降，从而造成较大损失。

1 病原简介

牛流行性感冒的病原为流行性感冒病毒，归属

于正粘病毒科，流感病毒属，主要通过呼吸道方式

传播，病牛感染后以咳嗽、打喷嚏为主要表现，从而

将病原排出体外，以气溶胶形式传播，病毒还可吸

附于尘埃粒子悬浮在空气中，当健康牛吸入时也会

感染。脱离牛体的病毒抵抗力迅速下降，对热敏感，

50 ℃ 10 min即能将其杀死，沸水中瞬间灭亡，阳

光直射条件下数小时即可失去毒力，常用的消毒剂

和常规消毒方法都能将其杀灭。

2 流行特点

病牛和处于潜伏期的隐性感染牛是主要传染

源，在发病期和感染期内会不断向外排毒，传播速

度较快，呼吸道是主要传播途径，同时，昆虫间接叮

咬、直接或间接接触也能传播本病。流行具有一定

的季节性，冬春和夏秋季节交替时，气温突变，本病

很容易发生。高产乳牛发病较多，黄牛发病率大于

其他牛种。本病的流行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每 3～5

年就会出现一次较大范围流行。规模化饲养场的流

行情况要高于散养户，这和牛群的饲养集中度有

关，管理规范的牛场发病率较低。

3 发病机理

病毒感染后会入侵呼吸道黏膜细胞，对气管和

肺产生侵染，病毒是细胞内寄生微生物，当细胞受

到侵染后，免疫系统会对受害的靶细胞进行识别，

并产生细胞因子，使受侵染细胞启动自身酶系统，

细胞裂解，将病毒释放出来而被清除，同时受侵染

细胞也会死亡。如果感染严重，细胞死亡过多，就会

对牛机体造成严重伤害，尤其是肺损伤严重时，将

影响氧交换，导致呼吸道症状。从中医理论上讲，感

冒多是因外邪入侵引发，肺外合肌肤，开窍于鼻，在

液为涕，并与大肠相表里，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本病

常发生于天气突变时，且发病后以呼吸道症状表现

为主，鼻涕分泌增多，后期还会出现腹泻等消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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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母猪泌乳力高低的方法

母猪泌乳力是种猪生产性能的最直观表现，它对猪场的生产效益至关重要，鉴别时以下几点意见

供养殖户参考。

1）食欲。哺乳期间，母猪的食欲比较旺盛，可食大量的青绿多汁饲料或全价日粮，其每日摄食量在

6 kg以上，在群体表现上为“母瘦仔壮”，一般来说这样的母猪泌乳力较好。

2）膘情。有的母猪在怀孕期间增重不明显，哺乳期间掉膘也不明显，这样的母猪泌乳力不够好。

3）泌乳次数和哺乳时间。泌乳力高的母猪每昼夜的放乳次数为 28～32次，每次放乳时间在 20 s

以上，泌乳力低的母猪放乳次数少，并且放乳的时间也短。

4）乳房。如果母猪的乳房丰满，间隔明显，乳头有光泽和弹性，仔猪很少“叮奶头”，这样的母猪一

般泌乳量高；如果前后乳头有“叮奶头”现象，常见仔猪嘴含着奶头睡觉，或者仔猪不时地哼哼到处寻

找奶头，这说明母猪的泌乳量已经开始减少了，若整窝仔猪都在“叮奶头”，则表明母猪的泌乳量已经

很少了。

5）背。一般来说，肩宽背厚、后臀肥大、全身肥胖的母猪泌乳量少，而“单背脊”的母猪泌乳量表现居多。

来源：中国农业新闻网

症状。

4 临床症状

临床上该病分为风寒型和风热型 2种，风寒型

经常发生在寒冷季节，但也不是绝对的，夏季有时

也会出现。风寒型主要表现鼻液分泌增多，呈清水

样，性状较稀，鼻端发凉，颜色发白，鼻尖、耳尖及四

肢下端触之发凉，偶发咳嗽，大便稀薄，带有少量泡

沫，尿液澄清。病牛畏寒怕冷，喜扎堆，爱待在温暖

干燥的地方。大多数牛可耐过，死亡率较低，部分牛

体温升高，影响采食，发病期间出现掉膘现象。风热

型以炎热季节发病较多，和风寒型一样发病时机也

不是绝对的，寒冷的冬季也能出现，只是发病机率

较低。风热型主要表现鼻液黏稠，呈黄色，常堵塞鼻

道，鼻端干燥，发红，皮肤发热。病牛精神不佳，喜

卧，容易昏睡，喘气较粗，四肢软弱无力，不喜欢走

路，放牧牛易出现掉队，经常咳嗽，咳出的痰液也呈

黏稠的黄色，大便干燥，有时出现便秘，尿液发黄，

尿量减少，喜饮水，口腔分泌减少，采食量下降，舌

苔变厚发黄，口色发红，死亡率不高，大多数牛在治

疗后 1周内能康复。

5 诊 断

根据临床症状和发病特点很容易诊断，如本病

发病急，传播快，常呈暴发式流行，疫情结束也快，

发病有一定规律，3～5年为 1次大流行周期，发病

率高但死亡率低，季节交替时容易发生。血液检查

可见白细胞数量增加，以中性粒白细胞增加最为明

显，并出现核左移现象，淋巴球则下降至 10%以下。

用无菌棉签从病牛的鼻腔或喉咙部位取分泌液，生

理盐水稀释后，采用 PCR方法对病毒的遗传物质进

行扩增，如果结果呈阳性则可确诊。

6 防 治

发现病牛后及时隔离，因为本病传播非常快，

隔离时间在一定程度上能明显影响到经济效益，将

病牛饲养在温暖干燥的地方，下面铺上干垫草，饲

喂方式以少量多餐为原则，增加青绿饲料和蛋白饲

料的供给，饮水中加入电解多维和补液盐，防止脱

水。病牛待过的牛舍，一定要及时消毒，每日 1～2

次，以喷雾消毒为主，将空气传播的机率降至最低，

牛群白天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减少集中度。

治疗本病必须辨证施治，未出现继发感染的情

况下，以中药治疗为主，风寒型流感宜祛风散寒，可

口服荆防败毒散或麻黄桂枝汤，而风热型感冒宜辛

凉解表、清肃肺热，口服清瘟解毒口服液、麻杏石甘

汤、板青颗粒等。机体发热严重时，必须退热，肌注

柴胡注射液、安乃近注射液或氟尼辛葡甲胺注射液

等都能在短时间退热，如果出现继发感染，全身症

状明显，则必须使用广谱抗生素肌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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