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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酮病诊疗方法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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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牛酮病是高产奶牛常发病之一,是由碳水化

合物供应不足导致机体动员体脂代谢,引起奶牛体

内酮体大量积聚,进而引发全身代谢障碍致机体功

能失调的一种疾病。近年来,由于奶牛饲养技术水

平不断提高,奶牛的产奶性能也随之提升,从而使奶

牛酮病的患病率也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目前我国

奶牛酮病的发病率为15%,日本则高达17%[1]。高

得吼等[2]对天水市5个奶牛场的奶牛进行酮病调查

时发现,临床酮病发病率为6.54%、亚临床酮病发

病率占泌乳奶牛的13.95%。尽管患牛死亡率低,
但该病可使奶牛的繁殖性能降低、奶产量及乳品质

下降,是影响奶牛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疾病之一。

1 发病机理及病因

酮体包括乙酰乙酸、β-羟丁酸和丙酮,是脂肪

酸氧化过程中的中间产物。机体中血糖浓度下降

时,可引起脂肪组织中的脂肪大量分解,生成大量的

乙酰辅酶 A。乙酰辅酶 A可与草酰乙酸缩合成柠

檬酸,经三羧酸循环氧化供能。当生成草酰乙酸的

先质丙酸不足时,大量乙酰辅酶A不能进入三羧酸

循环,导致大量酮体蓄积而致酮病。当奶牛机体缺

乏能量在动用体脂的同时,体蛋白也会被动员,产生

的生酮氨基酸因没有足够的草酰乙酸而经丙酮酸的

氧化脱羧作用生成大量的乙酰辅酶 A和乙酰乙酸

辅酶A,最后生成β-羟丁酸、丙酮和乙酰乙酸,使
酮体增多。

从以上机理可以看出,饲料中碳水化合物不足

导致生成草酰乙酸的先质丙酸减少,是导致酮病发

生的主要原因。妊娠后期,奶牛需摄入大量的营养

物质来维持胎儿的生长发育以及满足自身的生理需

求,若饲料中能量供应不足,就会出现能量负平衡;
泌乳初期,泌乳量的快速增加使大量乳糖随乳汁排

出,而奶牛产后体质尚未恢复、食欲不好、摄入营养

物质不足,也使奶牛处于能量负平衡的状态。这种

能量负平衡状态促使奶牛动用体脂和体蛋白来满足

机体对能量的需求,从而产生大量酮体。

2 奶牛酮病的诊断

临床型酮病可根据患牛食欲下降、产奶量减少、
消瘦、尿和血及乳甚至呼出气体有酮味(坏苹果味)、
呈犬卧姿势等特征性症状进行诊断;而亚临床型只

表现为血、乳及尿中酮体含量超标以及血糖水平下

降,无肉眼可见的临床症状,只能根据临床病理学特

征加以诊断。

2.1 酮粉法

取亚硝基铁氰化钠0.5g、无水碳酸钠10.0g、
硫酸铵20.0g,研磨混匀;将0.1g粉剂放于载玻片

上,加新鲜尿液或乳汁1~2滴,观察颜色变化。出

现颜色变化即为阳性,变化越大,酮体含量越高,此
法主要测定乙酰乙酸和丙酮[3]。张寿等[4]曾用此法

对青海省3个奶牛场的420头泌乳奶牛进行检测,
发现不同奶牛场酮病的发生率有所不同,其中1个

奶牛场的发病率高达24.10%,而其他2个奶牛场

的发病率接近(8.30%和6.36%)。

2.2 试剂法

先在试管中加入新鲜尿液或乳汁5.0mL,然后

加入10%的氢氧化钠溶液和5%的亚硝基铁氰化钠

溶液各0.5mL,混合后再加20%醋酸1.0mL,充
分混合,观察结果[5]。颜色呈鲜红色者为阳性,加入

20%醋酸后红色又消失者为阴性[6]。根据颜色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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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可估计酮体的大致含量:浅红色为弱阳性,酮体

含量3~5mg/mL;红色为阳性,酮体含量10~15
mg/mL;深 红 色 为 强 阳 性,酮 体 含 量 20~30
mg/mL;黑 红 色 为 极 强 阳 性,酮 体 含 量40~50
mg/mL[6]。

2.3 试纸法

用尿酮试纸蘸取少量新鲜尿液,颜色变红者为

阳性;同时,根据颜色的深浅,可推断酮体含量的多

少。检测乳中β-羟丁酸含量的试纸条,检测准确

率很高,乳中阈值为200μmol/L,高于此值者表示

奶牛已患有亚临床酮病,颜色越深表示β-羟丁酸

含量越高[7]。刘仕军等[8]比较乳酮和尿酮试纸对酮

病的诊断效果发现:乳酮和尿酮试纸均能较好而快

速地检测奶牛酮病,在奶牛酮病的诊断效果方面无

显著差异。

3 奶牛酮病的治疗

3.1 补糖疗法

静脉注射50%的葡萄糖注射液500~1000
mL,配合VC、VA、VB1、VB12可快速解除病症,但
需反复使用。同时,应补充电解质,防止高渗糖进入

血液经肾排出时引起失水和电解质平衡失调。另

外,适量补充丙酸钠、生糖氨基酸等生糖物质,也可

提高疗效。

3.2 木糖醇疗法

研究证明,木糖醇能刺激胰腺分泌胰岛素,从而

提高体内胰岛素浓度,并能够长时间保持高血糖状

态。注射葡萄糖15min后,血糖浓度就会开始下

降;而注射木糖醇120min后,奶牛血糖浓度不但不

会下降,反而可升高到注射前的近2倍[9]。同时,木
糖醇还可降低血清游离脂肪酸的浓度,提高甘油三

酯浓度,并增强天门冬氨酸转氨基作用,进而可改善

酮病的临床症状[2]。

3.3 激素疗法

肌肉注射胰岛素,可提高肝脏合成肝糖原的能

力;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不仅能促进组织蛋白进入糖

异生作用环节,还能使患牛长时间保持高血糖浓度

状态;肌肉注射可的松后48h内,患牛食欲恢复,

2~3d后患牛泌乳量显著增加、血糖浓度升高、血酮

浓度降低[10]。

3.4 复合菌发酵剂疗法

利用体外有益酵母菌来调控瘤胃微生物发酵、

改变挥发性脂肪酸代谢的模式,进而改善瘤胃内环

境,也可达到治疗奶牛酮病的目的。朱金风等[11]将

体外优选的4种酵母菌作为奶牛新型复合菌发酵剂

对酮病患牛进行了治疗试验,发现试验期间患牛未

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并证明了所选4种酵母菌降血

酮、升血糖的效果明显,说明对奶牛酮病具有较好的

治疗作用。

3.5 其他疗法

据报道,内服0.1%的高锰酸钾对奶牛酮病具

有较好的治疗效果,且费用低。静脉注射碳酸氢钠,
可解除酸中毒,有利于酮病好转。静脉注射10%氯

化钙或葡萄糖酸钙溶液,有利于缓解慢性酮病的神

经症状。

4 奶牛酮病的预防

1)加强奶牛产前、产后的饲养管理,可有效预防

奶牛酮病。首先,在奶牛场建立酮病监测制度,及时

发现酮病患牛并进行治疗。其次,若奶牛产前过度

肥胖,分娩后将严重影响采食量的恢复,使机体的生

糖物质缺乏,引起能量负平衡、产生大量酮体而发

病[12]。因此,要防止奶牛过度肥胖,同时,在泌乳期

饲喂全价日粮,以提高奶牛食欲,从而降低能量负平

衡的程度,可有效防止酮病的发生。

2)有些添加剂在酮病预防中具有明显效果。对

由蛋白质和糖原的合成前体缺乏而导致的酮病,日
粮中可添加过瘤胃蛋白或氨基酸[13]。试验证明,于
奶牛日粮中添加丙二醇,可显著提高血清胰岛素的

浓度、抑制脂质分解,从而降低酮病的发生率。Ing-
vartsen[14]报道,奶牛产后口服丙二醇,30min内可

使血清胰岛素提高2~4倍,并可降低血浆游离脂肪

和血清β-羟丁酸的浓度,同时也可降低肝脏甘油

三酯、乳汁脂肪及酮体的含量。每天于经产奶牛日

粮中添加300g丙三醇,可改善奶牛能量状况,使血

糖升高,血清β-羟丁酸、血浆游离脂肪及尿酮降

低[15]。于奶牛日粮中添加莫能菌素,可改变瘤胃的

新陈代谢,减少乙酸的生成,增加丙酸盐生成量,从
而降低奶牛酮病的发生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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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老残牛育肥技术

1)不使役。牛买来后要让其充分休息,不再使役。

2)驱虫。内服敌百虫,0.05g/kg体重,1次内服,1次/d,连服2d;或每千克体重用2.5~10.0mg
丙硫咪唑拌料饲喂。

3)健胃。可用中药健脾开胃,方法是:一是将茶叶400g、金银花200g,煎汁后喂牛。二是用姜黄

3~4kg,分4次与米酒混合喂牛。三是用香附75g、陈皮50g、莱菔子75g、枳壳75g、茯苓75g、山楂

100g、六神曲100g、麦芽100g、槟榔50g、青皮50g、乌药50g、甘草50g,水煎,1次内服,每头每天

1剂,连用2d。

4)育肥。放牧育肥:野外能放牧时,应尽量延长放牧时间,每天放12h以上。若条件允许,可夜间

放牧或补饲,以使牛尽量多吃,减少开支。舍饲育肥:农区及城郊不能放牧则进行舍饲,可根据饲料资源

分别进行。一是割青草饲喂,并适当加喂糠麸和精料。二是喂酒糟或豆腐渣。开始喂时牛不习惯,应由

少到多增加用量。喂牛的酒糟或豆腐渣要新鲜,一旦发霉变质则不能使用。三是喂青贮料或氨化料,每

头牛可喂13~30kg,并适当补喂精料、矿物质和食盐。

5)草料控制。前期30d:青草75%、优质干草5%、玉米面5%、豆饼5%、麦麸10%,并喂适量食盐。
中期30d:青草45%、优质干草15%、豆饼15%、麦麸5%、玉米面或高粱面20%,并适量添加食盐。后

期30d:青草25%、优质干草10%、豆饼25%、麦麸5%、玉米面或高粱面35%,并喂适量食盐。

6)注意事项。不论采用哪种方法育肥,饲料都不要过分单一,应尽可能多样化;还要提高饲料的适

口性,并遵循先饮后喂、先粗后精的喂料原则,促使牛多采食。
来源:中国执业兽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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