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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母牛难产的类型及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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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牛生产中,母牛常由于产力不足、产道异常、
胎儿异常等原因造成难产疾病频发。笔者总结多年

实践经验发现:改善母牛的饲养管理和及时治疗母

牛的疾病,可降低难产的发生率;发病后根据胎位进

行手术助产外加药物辅助治疗,可提高母牛难产的

救治率。

1 难产类型

根据难产的原因可将难产分为母体型难产和胎

儿型难产。

1.1 母体型难产

母体型难产的致病原因主要有:饲养管理落后,

致使母牛的营养水平低下、体质虚弱;分娩前3个月

给母牛饲喂高蛋白质饲料,使母牛过肥;过度使役、
运动造成母牛疲劳;母牛自身染有疾病;外界环境的

干扰;母牛骨盆畸形,子宫颈、阴门、阴道粘连;母牛

产道狭窄、过早配种等。

1.2 胎儿型难产

胎儿型难产的致病原因主要有:母牛营养水平

低下,使胎儿活力不足,甚至造成畸形、死胎;母牛营

养过盛,使胎儿过大;胎位不正等。

2 临床症状

妊娠母牛常表现为呕吐,烦躁不安,阵缩或努

责,阴唇松弛而湿润,阴道流出羊水、污血、黏液,回
顾腹部及阴部,但经1~2d仍不见产犊;有的母牛

产犊后仍表现不安,触摸腹部时发现还有胎儿未产

出;有的母牛在产出胎儿的头或腿后,长时间不能产

出整个胎儿,随着难产时间的延长,疼痛加剧,表现

为呻吟、怕动、精神沉郁、鼻镜干燥、心率加快、呼吸

加快、阵缩消失或减弱[1]。

3 诊 断

首先应了解母牛的基本情况(包括预产期、年龄

和胎次),并查看母牛的分娩情况,然后对母牛和胎

儿进行检查,以掌握母牛的健康情况、产道的松弛度

及润滑程度、子宫颈的开张程度、骨盆腔的情况、胎
位、胎儿大小及是否存活等。

4 救 治

先将母牛侧卧保定(保定场地一般选用前低后

高场地),再对术者手臂、助产器械、母牛外阴和尾根

部及露出的胎儿进行严格消毒(消毒可采用高锰酸

钾溶液冲洗,术者手臂经消毒处理后需用石蜡油进

行润滑),然后将手臂伸入母牛产道对胎位、产道及

胎儿情况进行检查[2]。

4.1 母体型难产的救治

对于阵缩或努责微弱的母牛,若子宫颈开张完

全,可直接缓慢地拉出胎儿,也可注射促子宫收缩药

物(一般可注射垂体后叶素3~10mL)让其自行产

出;若促子宫收缩药物无效,应施行剖腹产手术。对

于阵缩或努责过强的母牛,可驱赶其运动15min
(也可肌肉注射镇静剂),可起到暂时缓解的效果,当
母牛卧倒时宜垫高其后躯。对于阴门、阴道及骨盆

腔狭窄的母牛,首先应向其阴道灌注润滑油,然后立

即用产科绳缓慢拉出胎儿(助产者应尽量用手扩开

阴道,以顺利拉出胎儿);胎儿难以拉出时,应切开阴

道狭窄部的阴道黏膜,拉出胎儿后立即进行缝合。
对于阴门及阴道有较大肿瘤的母牛,如果严重妨碍

胎儿的产出,需切除肿瘤或施行截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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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胎儿型难产的救治

救治方法主要是矫正胎位、助产。对正生、两前

肢出、头向下向后弯曲胎势的,术者需用手握住胎儿

下颌,慢慢提拉,将胎头拉入骨盆腔内,再用产科绳

缚住其下颌齿槽间隙和两前肢,术者扶正胎位,助手

向外拉出。对正生、头和一前肢出或倒生、一后肢出

的,术者应将胎儿内推,用手握住或用产科绳缚住其

异常肢腕部,慢慢疏理并拉向骨盆腔内,再借力拉

出。对胎儿特别大产不出的,胎儿成活时要及时请

专业兽医进行剖腹产术取胎;胎儿死亡时可施行产

道内手术分解后再取出[3-4]。

4.3 中药治疗

对于由气血虚弱或气淤血多引起的难产,可进

行中药治疗。一般采用“催生汤”:黄芪、党参各

60g,制附子、制乳香、制没药各30g,共为末,开水

冲调,再煎10min,温服即可。

5 小 结

1)提高母牛的饲养管理水平对于防止难产的发

生有重要作用。对妊娠母牛要进行合理的饲养管

理,以保持牛体健康、防止胎位不正和过大。妊娠早

期按一般水平饲养;中期适当增加精料;分娩前2~
3个月由于胎儿挤压瘤胃,母牛采食量减少,要调整

粗、青、精料比例,适当增加精料。不能喂给妊娠母

牛霉变、有毒、有害的饲料,同时母牛需进行适当的

运动,以防止死胎和增强其分娩力。

2)若母牛在分娩前有未治愈的疾病(尤其是阴

道和子宫疾病),会致使母牛没有足够的产力,所以

对于母牛的疾病应及时、有效地进行治疗,以降低难

产发生的可能性。

3)临产检查过早难以准确确定胎位、胎势及胎

向,检查过迟可能已出现难产,所以一般生产中临产

检查应在从母牛出现努责到胎囊露出或羊水流出的

期间进行。临产检查若发现胎儿无异常,可让母牛

自然生产;若发现异常,应立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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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淄博:农业机械研究出新型饲料颗粒机

淄博市农业机械研究所设计研制出9KLH-5型新型饲料颗粒机,该饲料颗粒机配套5kW电机使

用,主轴转速为320r/min,工作效率为200~300kg/h。9KLH-5型新型饲料颗粒机具有以下优势:
一是结构简单紧凑,适应性广,噪音低,故障率低;二是使用粉状饲料等不需(或少许)添加液体即可进行

制粒,颗粒饲料的含水率基本为制粒前物料的含水率,更利于储存;三是干料加工生产的饲料颗粒度高、
表面光滑、内部熟化,可以提高营养的消化吸收;四是颗粒形成的过程能使谷物、豆类中的胰酶抵制因子

发生变性作用,减少对消化的不良影响,同时能杀灭各种寄生虫卵和其他病原微生物,减少各种寄生虫

病及消化系统疾病。总体说来,使用新型饲料颗粒机制备饲料同混合粉装饲料相比,可以获得更高的经

济效益。近年来,淄博市的畜牧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各种畜牧机械需求量激增,淄博市农业机械研究

所依靠自身科研优势,开始从事畜牧机械的设计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相信以9KLH-5型新型

饲料颗粒机为代表的更多的新型畜牧机械将会被设计研制出来。

来源:中国农业机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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