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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沙门氏菌病是由沙门氏菌属的多种沙门氏菌引起牛及多种动物的细菌性传染病，临床表现类型多

样，如出现败血症、肠炎，孕牛发生流产，胃肠炎、肺炎、关节炎，幼龄牛多发，成年牛也时有发生。本文介绍了牛沙

门氏菌病的病原体、发病特点、症状和防治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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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养牛产业发展较快，规模化的牛场不

断出现，疾病发生率也随之提高。如一些常发的细

菌性传染病，不仅导致养牛生产性能下降，严重的

还会导致死亡，严重影响经济效益。现就牛沙门氏

菌病的诊治方法介绍如下。

1 病原体特点

本病的病原体是沙门氏菌，属于肠杆菌科，沙

门氏菌属，革兰氏染色为阴性，是两端钝圆的杆菌，

本菌大多无荚膜。具体引起发病的沙门氏菌有鼠伤

寒沙门氏菌、纽波特沙门氏菌和都柏林沙门氏菌，特

别是鼠伤寒沙门氏菌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1]。

沙门氏菌对外界的干燥、紫外线照射具有一定

的抵抗力，可生存数周。对常用的化学消毒剂抵抗

力不强，如 0.3%过氧乙酸、2%的火碱溶液均可作为

消毒剂使用。

2 发病特点

牛沙门氏菌病也叫牛副伤寒，以下痢症状为

主，多发生于 10～30日龄的犊牛，成年牛多为散

发，犊牛常呈流行性，一年四季均有发生，夏秋放牧

时发病率高[2]。发病牛和带菌牛是主要的传染源。沙

门氏菌常存在于牛的消化道和淋巴组织中。当外界

环境存在不良因素时，如营养不良、感染其他疾病，

都会使牛机体抵抗力降低而发生内源性感染。

易感牛通过污染的牛舍、水源、草料可经消化

道感染。带菌母牛有时还可以通过乳汁排出病菌，

通过人工授精也可以交叉感染。环境拥挤，卫生不

良，气候多变，长途运输，感染体表或体内寄生虫等

情况均可促使本病的发生和传播。

3 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犊牛表现发热，体温高达 41 ℃甚至更高，腹

泻，排出恶臭的稀粪，有的含有血丝或黏液，食欲下

降或不食，喜窝，随着病程发展，逐渐衰竭，经 5～7 d

死亡，病死率可达 50%甚至更高。病程稍长的可出

现关节炎和肺炎症状。

成年牛初期表现发热、食欲不振或废绝、呼吸

困难，下痢，有的带有血丝、黏液或有恶臭。病牛腹

痛剧烈，病程长的可见消瘦、脱水、眼球下陷、眼结

膜充血发黄[3]。怀孕牛会发生流产。个别成年牛有时

表现为顿挫型经过，表现为发热、食欲减退、精神萎

顿，不久这些症状即可消失。妊娠母牛感染后于妊

娠后期可发生流产。一些病例可呈隐性经过，会从

粪便排出病菌。

急性死亡的犊牛，多数出现败血症病变，全身

淋巴结肿大，心壁、腹膜及胃肠黏膜出血，肠系膜淋

巴结水肿、出血，肝脏、脾脏和肾脏有坏死性病灶，

关节腔内含有胶样液体，肺炎病灶区多数呈败血症

病理变化，脾脏肿大 2～3 倍，被膜紧张，有出血斑

点及坏死灶[4]。

成年牛主要表现为出血性肠炎，肠黏膜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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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绿饲料喂鹅四注意

1）青绿饲料要现采现喂，饲喂前最好进行适当的调制，如清洗、切碎、打浆等，以利于鹅采食和消

化。剩下的青草浆不能喂鹅，以防鹅发生亚硝酸盐中毒。

2）使用青绿饲料时应考虑其在不同生长时期养分含量和消化率的变化，做到适时刈割。另外，青

绿饲料含水量大，喂鹅时应适当搭配一些精饲料。

3）含皂素多的豆科牧草喂量不宜过多，因为过多的皂素会抑制雏鹅的生长。含草酸多的青绿饲料

如菠菜、甜菜叶等不可多喂，以防雏鹅患佝偻病或瘫痪，也防止母鹅产薄壳蛋或软壳蛋。

4）放牧或采集青绿饲料时应了解青绿饲料的特性和生长地的情况，严禁到有毒或刚喷过农药的

菜地、草地里采集青绿饲料或放牧，以防鹅中毒。

来源：河北农民报

出血，严重的黏膜脱落。大肠有局限性坏死区，肠系

膜淋巴结不同程度水肿、出血，特别是回肠和大肠

较为明显。脾脏充血、肿大。其他病理变化与犊牛相

似，流产母牛可见到子宫黏膜增厚，绒毛叶坏死，胎

盘水肿。

4 诊 断

根据本病的发病特点、主要症状和病理变化可

作出初步诊断，确诊可采发病牛或病死牛的血液、

内脏器官或流产胎儿内容物等材料做沙门氏菌的

分离培养。

5 防 治

预防本病首先要给予牛良好的饲养管理，提供

清洁干燥的环境，减少应激因素，提高机体抗病力。

尤其是防止鼠类污染饲料和水源。平时定期消毒，

保持畜舍周边环境及舍内清洁卫生。高发地区可采

用添加抗生素的饲料添加剂预防本病，还可促进牛

的生长发育，注意控制剂量和疗程，防止产生耐药

性。本病高发地区还可以定期进行牛副伤寒氢氧化

铝菌苗的免疫接种，肌肉注射，1岁以下的牛每次

1～2 mL，2岁以上每次 2～5 mL。

平时可以对牛群进行检查，采用直肠拭子和阴

道拭子，及时检出带菌牛，进行治疗或者淘汰。避免

多种动物混养，防止其它动物，尤其是羊、猪等动物

进入易感牛群，牛与羊、猪等动物混养也是不科学

的，这样可能会增加患病的机率。为防止疫病的发

生，更好地进行疾病防控，场区最好采取封闭式管

理，采用全进全出的模式。

牛群一旦发病，及时隔离病牛，采取消毒等措

施。选用敏感药物如卡那霉素、链霉素、盐酸环丙沙

星或磺胺类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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