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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巴氏杆菌病又称牛出血性败血症或牛出败，

是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一种败血性传染病。患

牛常以发生高热、急性胃肠炎和组织器官的广泛性

出血为主要特征。2014年 10月份，三江县八江乡某

村屯饲养的黄牛发生巴氏杆菌病，经笔者诊治后康

复，现将诊疗报告如下。

1 发病情况

三江县八江乡的某村屯是一个环境优美，天然

牧草资源丰富的侗族群众聚居地，该屯有农户 162

户，存栏黄牛 29头。2014年 10月 3日，杨某饲养的

2头黄牛开始出现流涎、跛行等临床症状。村级动物

防疫员用抗生素进行治疗，较早出现临床症状的 1

头病牛 5 d左右痊愈、康复。但牛又陆续发病，村级

动物防疫员便向八江乡水产畜牧兽医站报告，技术

人员到场了解病例的一般情况后，立即向三江县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笔者接到报告后及时到

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了解到 8 d的

时间内病牛相继发展到 11户 15头，但没有发现死

亡病例。全村牛群已经进行过秋季集中免疫。

2 临床症状

病牛体温升高至 41～42 ℃，肌肉震颤，精神沉

郁，行走摇晃不稳，皮温不匀，食欲减退或废绝，反

刍停止；鼻镜干燥或出汗，鼻孔呼出热气，有黏液性

鼻液流出；轻度流涎，嘴外没有泡沫状及牵丝状的

涎水，唇内面、齿龈、舌面和颊部黏膜也没有溃疡；

眼结膜潮红；患病初期病牛的粪便为褐色粥样，后

期为水样含有黏液、气泡和血液伴有恶臭；乳房和

蹄冠部没有水泡和溃疡。

3 实验室检验

取病牛血液在培养基上进行细菌分离培养，用

革兰氏染液染色培养出的病菌，镜检可见卵圆形短

杆状、两极呈明显浓染、革兰氏阴性小杆菌；碱性美

蓝染液染色病菌，镜检可见两极浓染的椭圆形小杆

菌。

4 诊 断

根据流行病学特点、症状表现及实验室检验结

果，诊断该病为牛巴氏杆菌病。

5 防治措施

1）病牛停止放牧和劳役，并与健康牛进行有效

的隔离。

2）加强饲养管理，做好牛舍清洁卫生，用含氯

消毒剂对栏舍及周围环境进行消毒，早、晚各 1次。

3）药物治疗。

方案一：青霉素 400 万 IU、链毒素 500 万 IU，

生理盐水稀释后肌肉注射，3次 /d，连用 3～5 d。

方案二：20%磺胺嘧啶钠，按每千克体质量 0.07

g（首量加倍），肌肉注射，2次 /d，连用 3 d。

方案三：2%氧氟沙星针剂，每千克体质量 3～5

mg，复方庆大霉素针剂，每千克体质量 2～4 mg，两

摘要 介绍了 1例黄牛巴氏杆菌病的发病情况、临床症状、实验室检验、诊断及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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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分别肌肉注射，2次 /d，连用 3 d。

4）给未被感染的健康牛注射牛出血性败血症

灭活疫苗。

采取以上防治措施后，该村无牛死亡病例，5 d

后全屯牛群恢复正常，无新病例发生。

6 小 结

1）巴氏杆菌为条件病原菌，病牛和带菌动物是

本病的传染源，细菌常存在于健康畜禽的呼吸道，

与宿主呈共栖状态。当牛受冷、过度疲劳、营养不

良、拥挤、闷热、长途运输或饥饿等机体抵抗力降低

时即可致病，经淋巴液进入血液引起败血症。本病

为细菌病，发病快、死亡率高，发生本病后应及时注

射大量抗生素，以减少牛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2）该病多经消化道，其次为呼吸道，亦可经皮

肤黏膜损伤或吸血昆虫叮咬而传染。该病常年可发

生，也可与其它病毒或细菌病继发感染。故应做好

牛栏环境卫生，定期对栏舍进行消毒，灭虫灭蚊等

措施可减少此病的发生。

3）牛巴氏杆菌病常在老疫区暴发，故老疫区应

每年注射 2次牛出血性败血症灭活疫苗进行防疫，

避免老疫区暴发此病。

摘要 焦虫病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主要通过蜱进行传播。调查结果显示，焦虫病主要发病于 3-10月

份，易发病于高原地带以及牛羊群居地。本文介绍了焦虫病的来源以及传播途径，并对如何控制该疾病进行具体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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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多个临床症状表现显示，焦虫病是一

种可防治的畜牧类疾病，发病季节多为 3-10月份，

众多资料记载也显示焦虫病发病高峰期在 4-5月

份，容易感染疾病的牛群或羊群多为外来引进的，

并且一旦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较高。

1 焦虫病的来源及传播途径

1.1 病原以及流行情况

焦虫病的病原主要有 2种，分别是绵羊焦虫病

病原和山羊焦虫病病原，这 2种病原主要发生在西

北和西南的高原地区。焦虫病最初发现于埃及，而

后在我国的四川、青海等省发现了焦虫病，此病的

发生有很大的规律性和季节性，一般情况下多发生

于森林或灌木丛地带，深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发

病的多是 1周岁以内的羔羊或是小牛，据调查结果

显示，超过 1岁的家畜很少患有此类疾病，即使有

极少数感染此类疾病的家畜，也是病情较轻且容易

治愈。此类疾病的传染源主要是蜱。在气候温暖的

季节，蜱的活动非常频繁，一旦出现降雪或是雨季，

山羊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就会降低。

1.2 临床症状

焦虫病在前期有一些临床症状。被蜱叮咬过的

牲畜在潜伏期会出现淋巴结肿大，其中以肩前淋巴

结肿大最为明显。潜伏期之后会出现体温升高，大

约在 40～42 ℃，并且伴有呼吸急促、心跳加快等症

状。在觅食的时候牲畜会表现出反常的症状，初期

会出现采食量少、呼吸急促等症状。随着病情的加

重，会出现四肢僵硬，举步困难，眼部分泌物增多，

流泪，结膜贫血和黄染等症状。一旦出现此类症状

家畜的病情就非常危急。在临床症状中，很多病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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