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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泸水县最低海拔 738 m，最高海拔 4 162

m，呈典型的立体气候，包括亚热带至寒带的 7个气

候带。早年，牛出血性败血症仅在怒江沿线和周边

海拔 1 700 m以下的山区流行，在海拔 1 800 m以

上的地区很少发生。自 2004年以来，六库镇的石缸

河村、老窝乡的凤凰山和分水岭等海拔 2 000 m以

上的地区也有发生，笔者共诊治 33例。

1 流行情况

根据临床观察，牛出血性败血症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在怒江江边及海拔 1 700 m以下的地区，每

年 6月上旬出现病例，7-10月份发病率较高，多呈

地方性流行。

海拔 2 000 m以上的山区则在 9-10月，湿度

较高、温差较大的时期发病。尤其在长时间下雨、潮

湿、冷热交替的多雨季节较多见。多呈散发性流行，

水牛、黄牛不分年龄大小均易感染，病牛如果得不

到及时救治，病死率高达 90%以上。进入 11月后，

出现重霜或有积雪的区域，基本不再出现病例。

2 临床症状

观察结果显示，潜伏期约 2～5 d。病牛主要表

现为突然发病，采食和反刍停止，体温迅速升高到

40.0～41.6 ℃，呼吸困难，心律加快，精神沉郁，站

立不稳，全身衰弱。

根据病牛的病程长短及临床表现，可分为败血

型、水肿型、肺炎型 3型。

1）败血型。多见于犊牛、产犊母牛或膘情较好

的牛。病牛精神极度沉郁，继发急性胃肠炎，腹胀、

稀粪呈黑红色，静脉血液呈紫黑色酱油样。舌下、口

腔及软皮部皮下有出血点。尿液混浊，带黄黑色或

血色。严重的牛呈昏睡状态，12～24 h内死亡。

2）水肿型。多见于壮年牛或膘情偏瘦的牛。病

情发展迅速，病牛的喉头、前胸、臀部及四肢肌肉发

生炎性水肿。还可见口腔黏膜潮红，舌肿大，呈蓝紫

色。结膜发绀、流泪、口鼻流出长丝状黏液，有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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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血样鼻液。末期排出糊状或液状稀粪，间有黏液或

血液，恶臭。有时肌肉肿块发展迅速，乃至病牛呼吸

及吞咽困难，头颈伸直，难以转动，四肢强拘，倒地呻

吟，伴有喘鸣音。病程 1～3 d，有时数小时内死亡。

3）肺炎型。此型较为多见，主要呈纤维素性胸膜

肺炎，开始表现为痛性干咳，渐进性呼吸困难。在咳

嗽时，初期排浆性鼻液，后期排脓性鼻液。胸区压痛，

啰叩诊有浊音区，听诊有 音或胸壁摩擦音。病牛头颈

伸直，张口吐舌，衰竭虚脱死亡，病程约为 2～5 d。

3 诊 断

根据发病急、高热、肺炎、呼吸困难；急性胃肠

炎、腹胀、腹泻；口腔流长丝状黏液；舌、喉、脖颈、前

胸肌肉、臀部及四肢肌肉急性肿胀；咳嗽、胸部有浊

音区，死亡速度快等临床特点，结合流行病学，血液

涂片检查及病理解剖等综合诊断。

4 治疗措施

4.1 预 防

对同群或周围农户的健康牛，使用牛出血性败

血症氢氧化铝甲醛菌苗进行紧急免疫注射，体质量

100 kg以下 4 mL/头；体质量在 100 kg以上的牛

6 mL/头。加强饲养管理，预防感冒等普通疾病的发

生，使牛保持良好的抵抗力。

4.2 治 疗

以消除病原，对症治疗为原则。

1）复方磺胺嘧啶钠，按 0.07 g/kg体质量肌肉注

射，12 h/ 次。或 10%氟苯尼考注射液，0.05～0.07

mL/kg体质量肌肉注射，每 12～24 h/次。或硫酸链

霉素，1 万 IU/kg；复方磺胺间甲氧嘧啶钠 0.10

mL/kg分别肌肉注射，1次 /d，至症状完全消除后，

再注射 1次。

2）体温高的病牛，用柴胡、安乃近 10 mg/kg，肌

肉注射。

3）因呼吸困难出现酸中毒的病牛，静脉注射 5%

碳酸氢钠注射液 250～1 000 mL。必要时用麻黄碱

10 mL平喘。

4）水肿严重的病牛，50%葡葡糖液 150 mL，

20%安纳加 20 mL，氢化可的松 20 mL混合 1次静

脉注射。

5）进食困难或食欲废绝的病牛，静脉注射 5%葡

萄糖液、能量合剂 ATP、氨基酸、细胞色素 C、肌苷等。

6）出现消化机能障碍的病牛，肌肉注射 0.15～

0.40 g黄连素；口服酵母片 120～150 g；前胃机能

不足的病牛，将 4～10 g酒石酸锑钾稀释成 3%～

5%溶液口服，或按 1 mL/kg静脉注射 10%氯化钠注

射液。

5 小结与体会

1）从 2004年开始，在海拔 2 000 m以上的山

区发现的牛出血性败血症病例，全部分布在 9～10

月，发病季节与低海拔地区有很大的差别。同时，低

海拔地区败血型和水肿型较多，在高海拔地区则以

肺炎型为主。高海拔地区夏季凉爽，牧草丰茂，牛只

健壮，抵抗力较强；秋末以后，昼夜温差大，草场上

的牧草营养价值降低，牛的抵抗力下降，容易发生

感冒，呼吸道内的巴氏杆菌有机会大量繁殖，导致

牛出血性败血症的发生。

2）牛出血性败血症在泸水县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在易发病季节来临前，应作好预防工作。每年接种

疫苗的时机，低海拔地区和高海拔地区应该有一

定的时间差，要提前对养殖户作好宣传和动员工

作，加强牛的饲养管理，改善牛舍环境，提高牛群

抗病力。

3）在常发病的疫区，应严密监测疫情动态，一

旦发病，尽快诊断，及早进行隔离和治疗。难以确诊

的病牛要及时采血送检，汇报疫情，查明原因，杜绝

传染。

4）被病牛污染的圈舍要及时消毒处理。禁止食

用病死牛的尸体。应对病死牛作深埋或焚烧等无害

化处理。避免健康牛与病牛接近或直接接触，以消

灭传染来源，切断传播途径。

5）选用抗生素或化学治疗剂做好对症治疗，同

时，加强护理，这是提高治愈率的有效措施。用药时

主、次兼顾，对危重病畜要掌握好用药剂量。

6）牛出血性败血症的败血型、水肿型和肺炎型 3

个型之间，仅是由于病牛的抵抗力及巴氏杆菌的感

染强度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病程长短不同。死亡快的

只能看到败血表现。病程稍长（2～3 d）的才能表现

水肿症状。病程更长的（3～5 d）肺炎症状较明显。

7）诊疗过程中发现，健康牛的鼻液涂片，镜检

不容易看到典型的巴氏杆菌。病牛咳嗽时排出来的

痰液中，可见较多的革兰氏阴性、两极着色的球杆

菌，可以作为诊断依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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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的寄生虫病约有 20余种，在生产中看似

没有细菌、病毒病等传染病对奶牛的危害大，其实

寄生虫病的危害也不可小觑。有些寄生虫可以直接

汲取奶牛机体的营养，导致奶牛生长发育不良，生

产性能下降；有的寄生在肠道里，吸盘附着在奶牛

的肠壁，造成黏膜损伤，引起奶牛器官组织发炎或

损伤，严重的发生肠道阻塞或破裂；有的释放代谢

产物或毒素，引起应激反应，造成免疫抑制，使奶牛

抗病能力下降；特别是犊牛，可以造成营养不良，发

育停滞，甚至死亡等。了解奶牛常见寄生虫病的流

行特点，做好驱虫保健，是确保奶牛正常生长发育

和提高生产性能的关键环节。

1 流行特点

1.1 奶牛焦虫病

奶牛焦虫病也叫奶牛梨形虫病、血孢子虫病，

是一类经硬蜱传播，由牛巴贝斯虫和牛泰勒虫引起

的血液原虫病的总称。本病在世界许多地区发生和

流行，我国各地也常有发生，尤其是奶牛场多发，影

响奶牛的生长、发育和繁殖，降低奶牛生产性能，使

产奶量下降 20%～30%；患牛逐渐消瘦、贫血，严重

者引起死亡。

蜱是焦虫病的中间宿主，焦虫可在其体内进行

有性繁殖。焦虫病的发生流行与蜱的活动规律密切

相关，一般发生在春、夏、秋季节，夏季多发。从年龄

上看，牛巴贝斯虫病以 2岁以内的牛发病最多，但

症状较轻，容易自愈；成年牛发病率低，但病情重，

死亡率高，特别是年老体弱、高产和妊娠牛，病情更

为严重。牛泰勒虫病不同年龄和品种的牛均易感，

1～3岁牛多发，其他年龄的牛虽有发病，但多为带

虫者。

1.2 球虫病

是由艾美耳属球虫寄生于牛肠道引起的寄生

性原虫病，以出血性肠炎为特征，主要发生于犊牛，

常呈地方性流行。

各品种的牛均易感，2岁以内的犊牛易感性高，

成年牛多为隐性感染，为带虫者，夏季多发。牛群感

染程度与球虫卵囊的数量、外界环境条件和饲养管

理水平有关。多雨年份及在沼泽、低洼地方放牧的牛

群易发本病。圈舍污浊、饲料变更等不良应激以及感

染其他传染病，造成抵抗力下降，均易诱发本病。

1.3 肝片吸虫病

是由片形吸虫寄生于牛的肝脏、胆管中所引起

的一种寄生性蠕虫病，其病原为肝片吸虫和大片吸

虫，虫体寄生在牛的胆管里，能引起胆管炎、肝炎和

肝硬变。牛、羊、骆驼、猪、鹿、兔、马、犬等皆能感染，

人也可以感染。中间宿主为椎实螺，因此夏季多发，

多雨年份流行重，干旱年份发病轻。常在低洼地、湖

泊、草滩、沼泽及其附近放牧的牛群易感染。

1.4 绦虫病

牛绦虫病是由裸头科的多种绦虫寄生于牛的

小肠所引起的一种寄生虫病，我国许多地区呈地方

奶牛常见寄生虫病的流行特点及防治

胡永献

河南省濮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濮阳 457000

收稿日期：2015-03-14

胡永献，男，1966年生，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濮阳市动物疫病控制中心主任。

疫病防控4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