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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 1例羊尿素中毒的案例分析，指出当反刍动物摄入过多的尿素时，瘤胃内纤毛虫对尿素的利用

能力有限，过多的尿素会在水中分解成氨气，引起肝脏和全身中毒。可以通过立即切断水源、强心、保肝、促进氨

气转化为无毒化合物的方法解救反刍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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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动物尿素中毒的原理及解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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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尿素中毒实例

2015年 7月，河北省万全县黄兰庄村一名李姓

养羊户，准备好给菜地施肥的一桶尿素溶液（内有

水 15 kg、尿素 3 kg）被放牧归来的 26只羊抢喝。

15 min后羊出现明显中毒症状：患羊肌肉颤抖、站

立不稳，反刍停止、结膜潮红，呼吸急促，口流涎液，

瘤胃臌气、迅速倒地、四肢划动，眼球凸出，有的高

声咩叫。畜主采取灌服肥皂水、耳尖放血等措施抢

救无效，发病 30 min时已有 3只羊死亡，其它羊症

状越来越重，遂请笔者出诊。在确诊为尿素中毒后，

立即开展抢救。每只成羊肌注 10%樟脑磺酸钠注射

液 10.0 mL、复合维生素 B注射液 10.0 mL（羔羊酌

情减量）；在注射药物的同时每只成羊灌服食醋

50.0 mL、味精 10.0 g、25%葡萄糖 60.0 mL。用药

15 min后患羊症状开始减轻，用药 1 h后症状明显

减轻，精神状态明显好转。在第 1次用药后 4 h对

所有患羊统一进行第 2次用药，用药量减为一半。

次日早晨观察（距最初发病过了 12 h），患羊精神、

食欲和反刍全部恢复正常。又跟踪观察 2 d，未见病

情反复。

2 尿素中毒的原理

牛和羊等反刍动物的瘤胃中有一种特殊的生

物———纤毛虫，纤毛虫在自身的生命活动过程中能

把瘤胃内的粗纤维分解成易于消化吸收的小分子

物质（反刍动物的这种特殊的消化方式叫“生物消

化”），故反刍动物对粗纤维的消化非常彻底，排出

来的粪便十分柔软、粪便内纤维末十分细微。瘤胃

纤毛虫的数量越多，对粗纤维的消化能力就越强，

粪便就越细腻。瘤胃纤毛虫对饲料蛋白质以外的氮

元素即平常所说的“非蛋白氮”（如尿素中的氮）有

一定的利用能力，它们能够利用一定比例的非蛋白

氮来合成自身的虫体蛋白。纤毛虫一批批生成，又

一批批死亡，死亡后的纤毛虫虫体被瘤胃磨碎，下

到小肠段被动物吸收，相当于反刍动物吃了优质动物

蛋白质饲料。也就是说，反刍动物吃食的时候是尿素

（非蛋白氮），吸收的时候是虫体蛋白（动物蛋白）。

但反刍动物利用非蛋白氮必须满足 5 个基本

条件：一是尿素的喂量最多不能超过常规蛋白质饲

料的 1/10；二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适应过程，这

一过程大约需要 7～10 d的时间；三是必须现拌现

喂，而且要与饲料混合均匀；四是必须在专业人员

的指导下进行；五是饲喂尿素的时间必须与饮水时

间隔开 1 h以上，即饲喂尿素前后 1 h内都不能给

动物饮水，否则会使尿素在水中快速分解成氨气，

大量的氨气被瘤胃壁吸收，通过门脉系统进入肝

脏，引起肝脏和全身中毒。

在生产实践中，有些人不懂尿素的饲喂技术，

就盲目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尿素，有的则是因为对

尿素或尿素溶液管理不善被动物偷食、误食造成动

物尿素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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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尿素中毒的临床症状

尿素中毒一般在饲喂尿素 0.5 h 左右开始发

生，主要呈现神经系统机能障碍症状，患畜体温一

般不高。

1）牛尿素中毒初期，主要表现为骚动不安，大量

流涎，瘤胃急性臌气，肌肉振颤，共济失调，呼吸困难，

口鼻流出泡沫样液体，心跳加快；牛尿素中毒后期，表

现为瞳孔散大，肛门松弛，瘤胃反复臌气等症状。

2）羊尿素中毒时的症状很剧烈，病程仅数十分

钟就会死亡。主要表现有反刍停止，瘤胃臌气，眼球

凸出，呼吸急促，肌肉颤抖，角弓反张，站立不稳，迅

速倒地、四肢划动，死前体温升高。死亡率的高低与

吃食尿素的量和患畜的体质有密切关系，吃食量多

的很快就会死亡，死亡率可达 90%以上。

4 尿素中毒的解救方法

1）动物发生尿素中毒后，必须立即切断水源，

更不能灌服肥皂水等液体，否则会进一步加快尿素

的分解速度，加速动物的死亡。

2）尿素中毒的解救原则以强心、保肝和促进氨

气转化成无毒化合物为主。具体方法包括：①口服

高糖（25%葡萄糖注射液）、维生素 C 注射液，增加

机体保肝解毒能力；

②肌注或静脉注射 10%葡萄糖、维生素 C和樟

脑注射液。其中樟脑起强心和兴奋呼吸中枢的作用，

葡萄糖起保护肝脏和增加肝脏解毒能力的作用。

3）在临床实践中，用土法解救尿素中毒的方法既

操作简单、取材方便，又见效迅速。具体做法是食醋 5

钱、味精 2钱、25%高糖 60 mL一次性灌服，可迅速

缓解尿素中毒症状，促进患畜康复。其解毒机理如下：

①食醋（主要成分是醋酸）可与氨气生成醋酸氨，从

而化解氨气的毒性作用；②味精（主要成分是谷氨

酸钠）可与氨气生成谷氨酰氨，既化解了氨气的毒

性，又提高了肝脏解毒能力；③葡萄糖能转化成葡

萄糖醛酸与氨气分子结合成葡萄糖醛酸氨，从而解

除氨气中毒。在使用土法解毒的时候，同时肌注樟

脑、静脉注射 10%葡萄糖和维生素 C效果更好。

摘要 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又称牛红眼病，是由牛摩拉氏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病牛以发生角膜炎、

结膜炎，伴有大量眼泪以及角膜浑浊为主要临床特征，可导致体重减轻，产奶量下降，甚至失明，严重威胁养牛业

的发展。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对本病的病原、流行特点、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及防治措施进行了简要阐述，以

期为临床诊治该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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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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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病 原

本病的病原为牛摩拉氏杆菌，大小约为 2 μm×

1 μm，成球杆状，短而粗，无鞭毛，不形成芽孢，有

荚膜，无运动性；本病原为革兰氏阴性短杆菌，对常

用消毒药物及理化学因素都比较敏感，对四环素、

青霉素等敏感，对红霉素、泰乐菌素及林可霉素等

有抗药性；加热至 59 ℃可在 5 min将其灭活。

2 流行特点

1）不同年龄、性别、品种的牛均易感染，但本病

多发于犊牛群以及 2岁以下的青年牛，成年牛对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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