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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流行热是由牛流行热病毒引起的牛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不同年龄、种类、性别的牛均可发生

该病，以炎热、潮湿、蚊虫多生的夏秋季较多发生，病牛是该病的主要传染源，吸血昆虫是该病的主要传播媒介，

采取有效防控措施可以控制该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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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流行热是由牛流行热病毒引起的牛的一种急

性、热性传染病，由于感染该病的病牛多数经过 3 d

左右即可恢复正常，故也称“三日热”或“暂时热”。

该病具有病势迅猛、传播较快、流行面广、发病率高

等特点，该病的死亡率虽较低，但会对部分病牛的

生产性能产生较大影响，使其瘫痪而淘汰，养殖户

若不积极采取防控措施，易造成较大损失。笔者仔

细分析了该病的流行病学，并将该病的防控措施总

结如下。

1 流行病学

1）易感动物。不同年龄、种类、性别的牛均可发

生该病，其中尤以乳牛、黄牛、3～5岁的青壮年牛最

易感染，犊牛及老年牛则较少发病。母牛尤其是妊

娠母牛的发病率比公牛高，产奶量高的母牛发病率

更高。肥胖牛倘若发生该病，则病情一般较为严重。

2）传播途径。病牛是该病的主要传染源，吸血

昆虫是该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吸血昆虫吸取了病牛

的血液后，病毒进入其体内，经由其叮咬其它牛只，

则形成了病牛与健康牛之间的传播。病牛发热期

间，病毒存在于其血液、呼吸道分泌物及粪便中，取

患牛全血与鼻孔分泌物实施人工感染试验，发现可

感染上该病。

3）流行规律。该病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以炎热、潮湿、蚊虫多生的夏秋季较多发生。该病的

发生还呈一定的周期性，约 3～5年呈一次大流行，

病牛多为良性经过，在没有继发感染的情况下，死

亡率非常低；然而，大流行过后，往往会有一次较小

的流行。

2 防控措施

日常管理中，应勤于打扫牛舍、经常清洗用具，

确保牛舍清洁、通风、透光、温度适宜，用具清洁、卫

生。饲养员应密切关注牛群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

牛群表现异常，应及时报告兽医，做到“早发现、早

隔离、早治疗”。针对疑似病牛，除立即隔离、尽快确

诊、积极治疗外，还应停止使役，指派专人护理，饲

喂易消化、营养好的饲草料。在诊断的过程中，应注

意牛流行热与牛蓝舌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牛副

流感的区别，准确诊断，以对症下药。一旦确诊病牛

感染了牛流行热病毒，在积极治疗病牛的同时，应

采取多种措施消灭蚊、蝇、蠓等吸血类昆虫，减少传

播；使用消毒液对牛棚、用具、设施等进行严格消

毒，定期清理粪便并进行发酵处理；对未发病的健

康家畜严格隔离饲养，限制其活动，采取相应的保

护措施。

治疗病牛时除使用常规牛流行热药物控制病

情外，还需对症下药。对于呼吸道症状明显的患牛，

应肌肉注射 30%的安乃近 30 mL、青霉素 300万～

400万 IU，1～2次 /d，约 3 d基本可痊愈。对于体温

过高的患牛，应肌肉注射庆增安注射液 50 mL。对于

病情比较严重的患牛，除注射安乃近、青霉素外，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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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卡那霉素 5 g、葡萄糖氯化钠溶液 1 500 mL。

在积极治疗病牛的同时，应加强对健康牛群尤

其是易感牛群的保护。除加强日常管理、定期清洁

和消毒、全面灭虫外，为健康牛群注射抗流行热高

免血清 200～250 mL，可起到较好的预防效果。对

于牛流行热流行区域，养殖户应制定科学的免疫程

序，每年使用牛流行热灭活苗对牛群进行免疫预

防，12月龄以上的牛群免疫 2次，第 1次于颈部皮

下注射 4 mL，间隔 3周后再进行第 2 次免疫；12

月龄以下的牛群免疫 3次，即在以上 2次免疫后，

过 2个月左右再免疫 1次，可有效防控牛流行热的

发生。

摘要 创伤性网胃 -心包炎又称创伤性网胃腹膜炎，是牛羊等反刍动物的常见病，致死率较高，对牛羊养殖

业的威胁较大。本文对该病的发病原因、临床症状、诊断以及综合防治措施进行了简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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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网胃 -心包炎又称创伤性网胃腹膜炎，

是指反刍动物，例如牛、羊等在采食时吞下尖锐的

金属或者其他异物，并被穿过网胃壁、膈肌后刺入

心包，从而引起的网胃损伤、机能障碍及腹膜和心

包炎症[1]。该病虽然是牛、羊的常见病，但是致死率

颇高，严重威胁着牛羊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应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或者杜绝该病的发生。

1 发病原因

本病主要是由动物在进食时，不小心进食了夹

杂钉子、铁丝等铁质或者其他金属异物的饲料，或在

活动场所舐食金属异物所引起。由于牛的采食较快，

其口黏膜对异物的敏感程度也较差，同时由于舌、颊

部黏膜上朝向后方的乳头也利于食物和异物的下咽，

因此本病在养牛生产中较为常见。在被吞咽的异物

中，如果异物的形状怪异或者体积较大时，就不易于

排出体外，大部分都会长期滞留在瘤胃中。如果食糜

中的尖锐异物随着瘤胃的收缩 -扩张运动进入网

胃，同时又由于网胃的体积较小，收缩力强，此时异物

就很有可能刺伤或者刺穿网胃壁，从而造成创伤性的

炎症。当动物处于分娩、驱赶使役、打斗等剧烈运动状

态，或者发生瘤胃积食、瘤胃胀气而导致腹内压急剧

增高时，刺入网胃壁的异物就很可能进一步刺穿膈肌

而刺伤心包，最终引起创伤性网胃 -心包炎。

2 临床症状

该病在发生、发展直至形成危害时，实际包括

了创伤性网胃炎、创伤性心包炎等多个病理过程。

除了金属或者其他异物对动物造成的物理性创伤

外，瘤胃或网胃内的化脓杆菌、腐败杆菌等细菌也

可导致网胃炎、腹膜炎和心包炎等病变。创伤性网

胃炎，其临床症状主要与创伤的程度、炎症发生范

围和异物成分以及动物个体之间的差异等因素有

关。如果造成网胃损伤的金属异物只是损伤了网胃

黏膜而且发生炎症的范围较小，则临床症状往往表

现为轻度的前胃迟缓症状。如果胃壁已经被金属或

者其他异物刺穿或者发生严重的炎症反应时，动物

则可能表现为精神不振，停止进食，反刍困难，前胃

的蠕动音很弱或听不到蠕动音，表现为顽固的前胃

蠕动弛缓。动物常现拱背，四肢聚拢于腹下，肘头朝

外，并伴随肘肌震颤；不愿俯卧，转弯或者卧下时表

现为痛苦、小心。发病初期动物可能体温升高，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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