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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胎衣不下赘物简易防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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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观察云南省峨山县小街镇 462头荷斯坦奶牛，其中 263头可疑为胎衣迟滞，用赘物法简易防治，结果

显示，试验组有 132头可疑牛，胎衣不下发病 26头，发病率 19.7%；对照组有 131头可疑牛，胎衣不下发病 43头，

发病率 32.8%，差异极显著（ <0.01）。试验过程中，总共出现 69例在产后 12 h胎衣不下的奶牛，试验组按治疗量

悬挂沙袋后，试验组奶牛全部在产后 18 h内排出完整胎衣，胎衣排出时间比对照组平均提前 4.3 h，差异极显著

（ <0.01）。用赘物预防和治疗奶牛胎衣不下，操作简便，成本低廉，作用明显，安全可靠，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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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衣不下是指母牛分娩后 8～12 h 仍不排出

胎衣，也称胎衣滞留，正常牛群的发生率约 7%[1]。流

产和舍饲母牛的发病率较高。2013年在云南省峨山

县小街镇及附近的规模化奶牛场、养殖户，观察健

康奶牛 462头中，有 263 头可疑为胎衣迟滞，用赘

物法简易防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试验牛。峨山县小街镇及附近的规模化奶牛

场及养殖户的荷斯坦奶牛 462头。其中，初产奶牛

121头、第 2胎 106头、第 3胎 96头、第 4胎及以上

139头。

2）用具。直径 3～4 mm的尼龙绳，质量为 2 000、

2 500、3 000、3 500、4 000 g的沙袋。

1.2 方 法

1）根据繁殖记录表中的预产期，要求饲养员观

察和记录每头奶牛的分娩过程、结束时间、胎衣排

出的时间。

2）胎衣不下的确定。胎儿娩出后，胎衣 6 h内

完全排出为顺利，6～8 h为正常，8～12 h为可疑，

12 h以上为胎衣不下。

3）沙袋的悬挂方法。将沙袋口紧贴沙面系紧，

预留系环，备用。胎衣完全不排出的奶牛，将手伸入

阴道，引出部分胎衣；胎衣有部分排出的直接处理。

用直径 3～4 mm的尼龙绳，在阴门口，贯穿脱出的

胎衣，打一猪蹄结，再加一个平结，双绳穿入沙袋的

预留环中，打一活结，悬挂沙袋。沙袋悬挂的高度，

以上面碰不到阴门为宜，随着胎衣的排出，沙袋下

移到接近飞节时，再把沙袋拴高至接近阴门。

4 ﹤）可疑胎衣不下的奶牛，体质量 500、500～

600、600～700 ﹥、 700 kg的奶牛，预防，分别悬挂 2

000、2 500、3 000、3 500 g的沙袋；治疗，在预防的

基础上增加 500 g。产后达 8 h，胎衣排出未达 50%

的奶牛，立即悬挂沙袋。

5）分组。被观察的奶牛分组如表 1。

分组依据，顺利排出胎衣和正常排出胎衣的

牛，随机分组；可疑为胎衣不下的牛，得到及时悬挂

沙袋处理的，归 1组（试验组）；饲养管理人员发现

得较晚，未能在可疑期内悬挂沙袋的奶牛，归 2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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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简易防治效果统计表

表 1 试验牛分组情况表

（对照组）。

6）治疗试验。对于预防失败和对照组中出现胎

衣不下的奶牛，按治疗的质量悬挂沙袋。

2 结 果

2.1 简易防治的试验结果（表 2）

1）顺利排出胎衣的奶牛占观察总数的 2.8%，随胎

次降低。试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0.05）。

2）正常排出胎衣的奶牛占观察总数的 40.3%，随

胎次显著（ <0.05）降低。试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

异不显著（ >0.05）。

3）可疑为胎衣迟滞的奶牛占观察总数的 56.9%，

随胎次显著（ <0.05）增加。试验组和对照组之间的

差异不显著（ >0.05）。

4）可疑为胎衣迟滞的奶牛，采用悬挂沙袋进行

简易预防后，试验组 132头，发病牛 26 头，发病率

19.7%；对照组 131头，发病牛 43头，发病率 32.8%，

差异极显著（ <0.01）。

5）胎衣不下的奶牛占观察总数的 14.9%，其中

试验组 11.1%，对照组 18.9%。试验组和对照组之间

的差异极显著（ <0.01）。

2.2 治疗结果

观察过程中，总共出现 69例在产后 12 h胎衣

不下的奶牛，其中试验牛 26例、对照牛 43例，全部

按治疗的质量悬挂沙袋。结果显示，试验组全部在

产后 18 h内排出完整的胎衣；对照组全部在产后

23 h内排出完整的胎衣。胎衣不下的治疗试验牛，

胎衣排出时间比对照组平均提前 4.3 h，差异极显

著（ <0.01）。

2.3 不同胎次的胎衣不下发病率

胎衣不下的发病率与胎次呈负相关（表 2）。其

中，前 3胎之间，发病率差异极显著（ <0.01）；第 4

胎与第 3胎之间，发病率差异显著（ <0.05）。

2.4 不同管理条件的发病率

同时统计发现，手工挤奶牛、挤奶站内机械挤

奶牛、走到挤奶站挤奶的奶牛，胎衣不下发病率分

别为 17.7%、14.3%、8.2%。

3 分析与讨论

3.1 奶牛胎衣不下的发病率

正常健康的奶牛，胎衣不下发病率为 3%～

12%。而根据观察结果，初产牛的胎衣不下达

10.3%，2胎、3胎显著增加，第 4胎及以上则呈极显

著增加，达 29.0%，与李琰等[2]、百合地开力地等[3]的

结果一致。运动量较大的牛发病率较低。特别地，产

双胎的奶牛胎衣不下发病率为 74.6%；早产的奶牛

发病率为 82.9%，产公犊的母牛胎衣不下发病率高

于产母犊的奶牛，冬季的发病率高于夏季；怀孕期

过长或过短与正常怀孕时间的奶牛胎衣不下发病

率相比，有显著差异。

3.2 胎衣不下的危害

发生胎衣不下，处理方式有药物治疗、手术剥

离、等待自然排出 3种。无论采用何种处理方式，势

必造成子宫内膜的伤害，除临床观察到的产道危害

之外，还会造成子宫内膜炎，子宫复旧延迟，内分泌

紊乱，进一步导致奶牛空怀期延长，甚至不孕，给奶牛

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实际生产中应高度重视[4]。

3.3 胎衣不下的主要原因

自然放牧的本地黄牛胎衣不下的比例极低，当

然奶牛胎衣比本地黄牛的胎衣面积大，脱落及排出

需要更多的时间。舍饲，运动不足[5]；饲料单纯，营养

组别 初产 2胎 3胎 4胎及以上 总计

试验组 1 63 52 49 70 234

对照组 2 58 54 47 69 228

121 106 96 139 462

项目
初产 2胎 3胎 4胎及以上

1组 2组 1组 2组 1组 2组 1组 2组

样本数 63 58 52 54 49 47 70 69

顺利 4 3 3 2 1 0 0 0

正常 34 31 24 26 17 18 19 17

可疑 25 24 25 26 31 29 51 52

不下 2 6 4 7 7 10 13 20

可疑率 /% 39.7 41.4 48.1 48.1 63.3 61.7 72.9 75.4

发病率 /% 3.2 10.3 7.7 13.0 14.3 21.3 18.6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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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全，缺少微量元素硒；体况较差，妊娠后期饲养管

理不当；怀孕期间子宫受到病原微生物感染，发生

隐性子宫内膜炎和胎盘炎；奶牛配种过早和个体较

小，流产和早产；天气炎热、噪音、机械性刺激和饲

料的突然改变，特别是热应激和围产期低血钙；奶

牛产后子宫颈收缩过早和使用皮质类固醇等妨碍

胎衣排出；牛群结构、年份、季节、激素紊乱，胎衣受

子宫颈或阴道隔的阻拦；饲料变质，胎盘内绒毛和

腺窝壁间组织坏死，胎儿胎盘和母体胎盘发生粘

连；剖腹产时误将胎膜缝在子宫壁切口上等，均可

以引起胎衣不下[6]。有时，引起胎衣不下不是只有一

种原因，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7]。

3.4 简易防治法

在农村，有些养牛户为促使胎衣排出，在暴露

于阴门外的胎衣上，拴系诸如鞋底、小木块、啤酒瓶

等物件，具有一定的效果。本试验将悬垂在胎盘上

的赘物（沙袋）增加到 2 000～4 000 g，加快胎盘脱

落与排出的效果明显，与不作处理的对照组相比，

差异极显著。说明早期（在疑似胎衣不下时）尽早悬

挂重物，对预防胎衣不下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胎

衣在子宫内滞留超过 12 h后，水肿难以消除，更不

利于胎衣脱落[8]。当然，赘物过重，强行拉出胎衣，也

可能引起出血，延迟子宫复原，增加危险。

3.5 简易防治法的意义

简易赘物法防治荷斯坦奶牛胎衣不下的试验

结果显示，试验组各胎次奶牛的胎衣不下发病率平

均降低 59.4%。使多数奶牛避免胎衣延迟排出、局部

或全身使用抗生素、手术过程造成的感染，对预防

不孕症等具有重要意义。

4 结 论

263头可疑为胎衣迟滞的荷坦奶牛，用赘物法

简易预防胎衣不下，试验组发病率 19.7%，对照组发

病率 32.8%。胎衣不下的治疗试验牛，胎衣排出时间

比对照组平均提前 4.3 h。该法操作简便，成本低

廉，效果明显，安全可靠，具有较高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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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圆环病毒病的表现形式与防治措施

1 圆环病毒病的两种表现形式
1）猪皮炎肾病综合征。本病常发生于 12周龄以上猪只。病猪食欲减退，轻度发热，不愿走动，皮肤

发生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的隆起，呈现周围红色或紫色而中央为黑色的病灶，病灶通常出现在后躯和腹

部，逐渐蔓延到胸部或耳部，融合成条带状和斑块状。此类型在夏季猪场多见。

2）仔猪断奶后多系统衰竭综合征。本病常发生于保育阶段猪和生长期猪，表现为生长发育不良或停

滞，消瘦、被毛粗乱、皮肤苍白和呼吸困难，有时腹泻、黄疸等。早期常出现腹股沟淋巴结肿大、眼睑水肿。

2 防治措施
加强饲养管理及环境卫生，定期驱虫；降低饲养密度，加强通风，减少应激；做好猪场的灭蚊蝇工

作；保持猪群合理、均衡的营养水平；自配料场应定期添加。

来源：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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