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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等含糖量高的饲草，同时饲喂黄连解毒散。

2）合理放牧。8-10月中午温度较高，水牛汗腺

不发达，通过泥塘打滚降温。因此采用上午、下午放

牧，中午舍饲。雨天尽量舍饲，以防气候的突变对水

牛的影响。

3）降低牛舍内氨气对眼黏膜的刺激。牛舍保持

通风透气，保持干燥、卫生，做到冬暖夏凉。

5 结 论

水牛“翻眼骨”多发生在 8-10月，消除病因，合

理的饲养管理是降低发病率最有效的措施。通过多

例的治疗发现，症状比较轻的，可采用自家血疗法

治疗，症状比较重的可以进行手术疗法，两者都有

很好的治疗效果。但两者配合使用效果更佳。

摘要 牛恶性卡他热是由恶性卡他热病毒引起牛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易感动物主要是黄牛和水牛，病

死率很高，危害较大。本文介绍了该病的病原体、发病特点、临床症状、病理变化、诊断和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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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养牛业发展较快，效益有所增加，但是

疾病的发生降低了经济效益，饲养中要时刻预防传

染性疾病的发生，尤其是一些难以控制的疾病，如

牛恶性卡他热，现将该病介绍如下。

1 病原体和发病特点

牛恶性卡他热的病原体是恶性卡他热病毒，属

于疱疹病毒，有 2种类型，与本病有关的是发生亚

临床感染、在绵羊中流行的绵羊疱疹病毒 2型[1]。恶

性卡他热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不强，一般的消

毒药物（如 4%的火碱）等可作为消毒剂使用。

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以春、冬季节发病

较多。绵羊也感染，但呈隐性经过，是本病的自然宿

主及传播媒介，黄牛和奶牛均易感，本病多发生于

1～4岁的牛，老龄牛及 1岁以下幼牛发病较少。在

自然条件下只有牛具有易感性，但发病牛多与绵羊

有接触史，如同群放牧或同栏喂养。本病以散发为

主，病牛不能通过接触的方式传染给健康牛，主要通

过绵羊、吸血昆虫等传播[2]。如果妊娠母牛感染本病，

则犊牛可通过胎盘而感染。

2 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

本病自然感染的潜伏期平均为数周甚至更长，

病初体温升高，达到 41～42 ℃，临床症状主要表现

为精神沉郁，食欲减退或废绝。不久后出现典型的

眼睑水肿、结膜发炎，羞明流泪症状，常有脓性及纤

维性分泌物，角膜浑浊，眼球萎缩、溃疡及失明[3]。鼻

腔、喉头、气管、支气管有卡他性或伪膜性炎症，流

黏稠的鼻液。口腔黏膜潮红，有的糜烂。病牛呼吸困

难，咳嗽和气喘。病牛鼻镜、鼻黏膜充血、坏死、糜烂

和结痂。口腔黏膜潮红肿胀，口、咽、食道糜烂、溃

疡，出现灰白色丘疹或糜烂。头部和全身淋巴结肿

大，皱胃充血水肿，溃疡，小肠充血、出血。脑膜充

血，呈非化脓性脑炎变化。肾皮质有白色病灶是本

病特征性病变[4]。

3 诊 断

根据本病的发病特点、主要症状和剖检变化，

如与绵羊有接触史，呈散发，病牛发热，眼睑水肿、

发炎、流泪、有脓性或纤维性分泌物以及病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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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鸡三戒

1）原粮喂鸡。有些养鸡户习惯用玉米或稻谷等原粮喂鸡，这样既降低饲料的利用率，又对鸡有害。

正确喂法：将玉米等原粮粉碎，按配方搭配其他原料，如麸皮、豆饼、鱼粉、骨粉、石粉等，再喂鸡。

2）肛门摸蛋。有些养鸡户习惯用手伸入鸡肛门摸蛋，这样做很不好，因手指不卫生，易将细菌带入

鸡体，造成局部发炎、红肿、破裂、脱肛等。

3）突然更换饲料。目前大多数养鸡专业户普遍采用全价配合饲料喂鸡，可一些人一听说某种饲料

如何好，便立即换用新饲料，结果是产蛋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持续下降。原因是鸡对所采食的饲料有

习惯性，若突然更换，将影响鸡的食欲和产蛋量。

来源：中国农业推广网

使用抗生素治疗无效等可以做出初步诊断，确诊还

应该通过实验室诊断。

本病目前无有效的防治方法，由于绵羊有传播

本病的可能，在本病的发生地区，禁止牛和羊同群

放牧或相互接触，发现病畜应立即隔离、消毒和对

症治疗。应用抗菌素和局部治疗以防止继发感染。

诊断时注意与本病有相似症状的疾病，要加以

区分。口蹄疫有传染性，传播迅速，病牛口腔黏膜有

水疱、糜烂，流涎。蹄趾间、乳头部位也有水疱糜烂，

眼鼻不发炎，不流分泌物。牛病毒性腹泻多发生于

6～18月龄的犊牛，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为 7～10 d，

患病牛以黏膜发炎、糜烂、坏死和腹泻为特征。牛传

染性鼻气管炎口腔无病变，不流涎，角膜不发炎，无

溃疡，不发生腹泻。牛蓝舌病口唇水肿，褪色苍白，

腿僵硬跛行，蹄叶炎甚至蹄壳脱落。牛副流感鼻镜干

无糜烂，口黏膜无丘疹、糜烂、不流涎；角膜无溃疡。

4 防 治

预防本病主要是加强牛场的饲养管理，增强

牛的抵抗力，注意清理栏舍的脏物，保持卫生。如

果牛场是不仅养牛，同时还饲养羊的环境，则一定

要分开饲养，分群放牧，避免直接或间接接触。另

外，应该避免从发生过本病的地区引入绵羊。发现

病畜后按照防疫法的有关规定，采取控制疫病蔓

延的扑杀措施。

有治疗价值的可使用龙胆草、黄芩、车前草、柴

胡、地骨皮、淡竹叶各 60 g，僵蚕、薄荷、板蓝根、牛蒡

子、二花、玄参、连翘各 30 g，栀子 45 g、茵陈 120 g

水煎服，1次 /d。有眼睛病变的先用 2%的硼酸溶液

冲洗，再用金霉素眼膏或氯霉素眼药水点眼。控制

继发感染使用磺胺嘧啶注射液 100 mL，一次肌肉

注射，2次 /d，连用 5 d，首次量加倍。同时配合强心

补液及其他对症治疗。

或者服用“龙胆泻肝汤”，处方为黄芩、龙胆草

各 60 g，薄荷 30 g，茵陈 12%，柴胡 60 g，牛蒡子、

僵蚕和板蓝根各 30 g，栀子 45 g，双花、连翘、玄参

各 30 g，淡竹叶、车前草、地骨皮各 60 g，共煎汤，每

日灌服 1剂，连用 3～5 d可有明显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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