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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疫病是牛场常见的疾病，本文主要介绍了病毒类、细菌类、真菌类和寄生虫类病原。病毒病的防控重

点在于疫苗免疫和加强消毒，细菌病的防控重点在于药物，真菌病的防控重点在于抓好环境和饲料管理，寄生虫

病的防控重点在于药物防治和杀灭中间传媒。防控本病需要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牛群和加强

牛场管理 4个方面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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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消费水平越来越高，畜牧业蓬勃发

展，养牛业作为畜牧行业重要组成部分，每年为市

场提供大量的肉、奶和皮革等制品，极大地改善了

人们的生活。但与传统养牛模式相比，现代化的养

殖牛群饲养密度更高，疫病暴发机率更大，从某种

程度上讲，牛能否养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疫病能否

防控好。下面笔者重点谈一下牛场的疫病防控技

术。

1 疫病简介

疫病不同于内外科或产科疾病，病因一般为生

物性的病原感染，且病原都有自我繁殖能力、寄生

能力和感染能力，甚至能在环境中单独存活很长时

间，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生殖道、血液、直接接触或

中间媒介的辅助等方式传播，造成的结果往往是群

体发病，损失巨大。养殖业发展至今已经有数千年

的历史，疫病在古代也存在，但由于当时人们的认

识有限，对疾病识别能力差，很多疫病没能很好地

防控。随着科技进入现代化，病原的分离、鉴别、识

别和防控水平空前提高，这为临床疫病的防治打下

坚实的基础。

2 疫病防控技术

疫病防控需要将生物性病原分类后，针对性防

控，临床最常见的生物性病原有病毒类、细菌类、真

菌类和寄生虫类等。

1）病毒类。病毒是一种结构非常简单的微小生

物，只有遗传物质核酸和外衣蛋白，感染后必须将

核酸整合入寄主细胞后才能进行自我复制，一旦感

染通常都会造成破坏。病毒的清除需要细胞免疫和

体液免疫共同作用，且目前没有一种能特效抗病毒

的化学药物，临床常使用高免血清、单克隆抗体、干

扰素和中药多糖口服液来治疗，但治愈率低，成本

较高。病毒病防控重点在于预防，疫苗免疫是防止

健康牛感染的最好措施，加强消毒、切断传播途径

是防止进一步传播的最好举措，牛场有病毒病发生

时及时将感染牛隔离，对易感牛群紧急免疫，加强

环境、牛舍和牛体的消毒来进行防控，故本类病的

重点在于疫苗免疫和加强消毒。

2）细菌类。细菌是一种比病毒高等但又比真核

生物低等的微生物大类，细菌有着成熟的自我繁殖

和代谢机能，且不需要依靠宿主就能完成。不同于

病毒，细菌性的感染性疾病是能够通过药物进行防

治的，最好的药物是抗生素。常见的有青霉素类、头

孢类、氨基糖苷类、大环内酯类、氯霉素类、林可胺

类、四环素类、多肽类、喹诺酮类、喹乙醇类和磺胺

类等，具体品类加起来能达数千种之多。牛常见的

细菌性疫病有大肠杆菌病、沙门氏菌病、魏氏梭菌

病、巴氏杆菌病、链球菌病、葡萄球菌病等，抗生素

不但对这些病的治疗效果理想，还能用于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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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鸡气管堵塞防治方法

随着鸡蛋价格的持续走稳，养殖户雏鸡补栏热情高涨。冬季育雏阶段应防范的饲养管理细则很

多，但尤以防范雏鸡气管堵塞为主。

1）主要原因。冬季育雏因其外界温度偏低，舍内相对保温困难，基于当下养殖户取暖通风等基础

设施配备不太齐全，保障不了鸡舍内的空气质量。舍内尘埃、羽绒、料末及煤气等各种有害因素直接刺

激雏鸡呼吸道黏膜，因其个体小，免疫力差，局部黏膜免疫保护力低，气管咳出异物的反射能力差，导

致吸入的尘埃等颗粒性物质吸附在气管黏膜表面，由于异物刺激，气管黏液分泌物增多，颗粒性物质

混杂于大量黏液中，堵塞气管而致死。

2）防治措施。①加强饲养管理，改善饲养环境，保证空气质量，给雏鸡提供舒适的生存环境。多加

采暖火炉，并保证烟筒、烟道畅通。窗户能正常开关，保障舍内高效通风换气；②可以适当投服抗菌素，

如环丙沙星等，防止继发感染大肠杆菌、支原体等病原菌；③及时投服扩张气管，稀释痰液，促进痰液

排出的药物，保证气管顺畅无阻，可明显降低死亡率。

来源：鸡病专业网

预防。由于目前抗生素滥用现象较为普遍，临床使

用时，最好采集病料将病原菌分离扩大培养后，通

过药敏试验进行选择，故防控细菌病的技术重点在

于药物。

3）真菌类。养牛生产中常见的真菌性病原主要

为霉菌，霉菌高于细菌，属于真核生物，其繁殖过程

能够产生各种毒素，一旦感染常导致牛呕吐、下痢、

假发情、不孕、免疫功能降低和组织器官损害等病

症。对生产造成的损失很大，对于霉菌病的治疗，临

床很多抗霉菌药效果也不十分理想，本病必须以预

防为主。由于过高的湿度和合适的温度是霉菌生长

的必要条件，因此牛饲草、精料仓库一定要建在通

风向阳处，保持干燥，最好相对湿度全天低于 50%，

干燥使得霉菌失去生长环境，是预防霉菌的最好方

法。除此之外，饲料中添加抗霉剂、吸附剂等抑制霉

菌繁殖并对其产生的毒素进行吸附，减少胃肠吸

收，可降低霉菌危害，故防控真菌病的技术重点在

于抓好环境和饲料管理。

4）寄生虫类。寄生虫在自然界分类上高于真

菌，单细胞或多细胞组成，大多有独自的生活史，需

要至少 1种宿主参与才能完成。寄生虫感染后可大

量消耗牛体营养，导致牛营养不良，生产能力下降，

还容易形成继发感染。尽管大多数的寄生虫感染都

是慢性的，但长期的消耗使得养殖效益大大降低，

损失较大。临床常见的寄生虫有原虫类、蠕虫类和

节肢动物类三大种，目前抗寄生虫药物很多，且疗

效确切，可以通过药物进行防治。另外，由于很多寄

生虫都需要中间媒介或第二、三、四等宿主进行传

播，防控本类病时，可通过杀灭这些媒介和宿主来

切断传播，因此，防控本类病重点在于药物防治和

杀灭中间传媒。

除了上述提到的病原外，支原体、衣原体、立克

次氏体、放线菌等病原微生物感染在养牛临床上也

不陌生，能造成全身感染、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病、

关节炎和繁殖障碍等。对于这些疾病的防控需要根

据病原传播的特点进行综合性的防控，主要包括药

物预防、加强消毒、疫苗免疫、提升管理水平和预防

应激等措施。

3 讨 论

疫病在养牛生产中很常见，虽然每种疫病都有

各自防治的技术重点，但从大方面讲只要是疫病都

离不开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牛群

和加强牛场管理 4项举措。日常生产过程中，抓好

引种管理，防止感染动物的引入，保持牛舍环境卫

生的整洁，适当降低饲养密度，避免运输应激，确保

饲料的营养全面和合理用药等措施都能对疫病的

预防起到较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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