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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据中医辨证思想，采用中医药方剂治疗牛感冒，纠正动物疫病诊治中的错误思维，且加深认识感冒

的发展过程，可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牛；感冒；中医辨证

中医辨证治疗牛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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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顾名思义，是机体感受邪气，郁冒为病。

感冒是动物常见疫病之一，也是畜主最不重视的疫

病之一，由于不重视，往往使病情复杂化而引起其

他疫病的暴发流行。感冒多以外感六淫邪气致病为

多，六淫邪气侵袭机体，机体表达不一，有的 1种邪

气，有的 2种或 2种以上同时受邪，使临床症状复

杂多变。单纯地使用抗生素、解热药、抗病毒药往往

收效甚微，笔者在实际临床中使用中医辨证治疗 1

例牛感冒，收到满意效果，现将诊治过程报告如下。

1 发病情况

某养殖大户因补栏需要外购一批 10～12月龄

的牛 10余头。主述，刚运来时精神、食欲、排泄都正

常，隔 3～5 d后，发现有咳嗽，流涕，寒战，部分牛

体温升高，刚发病时食欲正常，时间一长食欲逐渐

变差，不愿活动，反刍停止。本场兽医给予抗菌药、

解热药、抗病毒药治疗，有的见好，但时有反复，严

重的张嘴喘气，不日死亡。怀疑是传染病，所以向笔

者求诊。

2 中医辨证分析

刚从集市买回的牛只，由于运输路程长，没有

保温设施，机体受寒邪侵袭，又因“风为百病之长”，

风邪夹杂着寒邪同时袭扰机体，因为风行轻扬，寒

性凝郁，使机体气机不利而逆行，故咳嗽。寒邪侵袭

机体，郁闭机表，身体代谢热的机能受阻，故发热。

不愿活动，肢体困重，又有湿邪参与。《伤寒论》说，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

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又说，太阳病，头痛，发

热，身痛，腰痛，骨节疼痛，恶寒，无汗而喘者，麻黄

汤主之。

3 中医辨证治疗

自拟中药“双解饮”，桂枝 20 g，干姜 25 g，甘草

20 g，麻黄 15 g，杏仁 15 g，桔梗 15 g，细辛 10 g，

陈皮 15 g，苍术 25 g，茯苓 20 g，连翘 20 g，黄芩

15 g。上药粉碎，温水 1次灌服，1次 /d。

方解：桂枝、麻黄调和营卫，和细辛、干姜疏表

去寒，杏仁、桔梗、陈皮调理气机，甘草、苍术健脾燥

湿，黄芩、连翘清上焦已有的郁热。共凑一剂“疏风

解表，清解郁热”的粉剂。上牛投 1剂热退身凉，咳

嗽平复，食欲增加，正常反刍，再进 1 剂而愈，疗效

确实。

4 诊治体会

1）感冒，中医分为伤寒、中风和温病，本病例是

以发热，咳嗽，恶寒为主要症状的“伤寒”病。临床

中，如何通过机体的表现确定是何种类型的病，中

医辨证就显得至关重要。

2）刚发热恶寒时不要给予抗生素、抗病毒治疗，

这样不但对机体不利，同时也给机体造成负担，降

低肝肾的功能。大量的抗生素、抗病毒药在杀死有

害菌的同时也把有益菌杀死，特别是牛的特殊消化

生理，长时间应用抗生素会造成菌群失调。再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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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到机体中的抗生素、抗病毒药，都要靠肝肾来

代谢，这些人为的负担会造成肝肾不堪重负，免疫

力低下，是易患疫病的原因之一。

3）感冒虽然是常见病，极易被人们忽视，但它

是一些疫病的“领路者”，一些疫病的开路“先锋”。

当其没有得到合理治疗时，往往会发生更为严重的

疫病。

4）抗生素的限制使用，同时中医药的独特疗效，

会使人们逐渐走出刚发现感冒就用抗生素的错误

治法。

摘要 黑山羊羊痘病是由存在于病羊的皮肤、黏膜的丘疹、脓疱、痂皮内及鼻黏膜分泌物中的羊痘病毒引起

的传染病，具有较高的死亡率。本文通过对某养殖场 100只患有羊痘病的黑山羊进行治疗，提出了有效的防控措

施，即强化饲养管理、重视寒冷季节防寒保暖工作、科学合理注射疫苗、提升饲养管理员素质等。

关键词 黑山羊；羊痘病；病因；防控措施

黑山羊羊痘病的防控措施

封 雪

重庆市大足区宝顶镇畜牧兽医站，重庆 402360

收稿日期：2017-01-07

封 雪，女，1986年生，兽医师。

1 发病情况

选择某一养殖场患有羊痘病的 100只黑山羊，

作为此次治疗对象，其中羔羊 10只、小羊 35只、成

羊 55只。100只黑山羊当中，有 11只羊为突然发

病，有 1只羊已经死亡。其中羔羊、小羊均发病，35

只小羊中有 2只死亡，10只羔羊中有 4只死亡。

2 病因分析

对 100只患病羊进行分析，发现饲养不当、季

节变化、体外寄生虫传播、疫苗因素以及饲养管理

员人为因素是导致羊痘病发病的主要因素，其中因

季节变化使黑山羊发病的有 90只，占比 90%；饲养

不当使黑山羊发病的有 81只，占比 81%；疫苗因素

使黑山羊发病的有 43只，占比 43%；体外寄生虫传

播而使得黑山羊发病的有 27只，占比 27%；饲养管

理员人为因素而使得黑山羊发病的有 33只，占比

33%。

3 防控措施

1）临床症状。对患病的黑山羊进行观察，结果

发现患病羊的体温均在 40～42 ℃，同时表现为食

欲减退，有部分黑山羊存在不食现象。患病羊精神

不振，观察鼻孔发现，有脓性分泌物、浆液分泌物流

出，患病羊的鼻子、眼部黏膜呈充血现象。多数患病

羊存在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咳嗽以及叫声凄惨等

表现。100只患病羊当中，患病部位多集中在毛较少

或无毛的地方，如口唇周围、眼部周围、四肢、鼻子、

阴唇、尾内侧以及乳房等部位。患病后 1～2 d，患病

羊身上的痘疹，以丘疹的状态，不断扩大发病部位，

其颜色逐渐转变为淡红色、灰白色，而后形成结节，

结节之后逐步转变为水泡，观察水泡发现，初始里

面的液体为透明，而后逐步形成脓性液体。部分患

病羊的痘疹会形成痂块，呈棕色，随着疾病时间的

延长，脱落痂块之后，会留下明显的红斑现象。

疾病表现程度较轻的患病羊，体温逐渐提高的

同时，可伴发黏膜卡他性炎症，通常痘疹都不十分

明显，或皮肤上存在明显的硬结，但硬结不会向着

脓泡、水泡的形式转变。局部病变的患病羊，皮肤会

呈脓性现象，发生坏疽，最终表现为溃疡，恶臭味十

分明显。

解剖检查已经死亡的患病羊，发现病死黑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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