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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乳房水肿是由乳房局部、后躯静脉的血液

循环障碍以及乳房淋巴循环受阻，致使乳房明显肿

胀；是乳房细胞间质浆液性水肿。是由奶牛营养代

谢障碍引发的、多发生在奶牛围产期的乳房疾病。

临床表现为肿胀的乳房无热、无痛，指压留痕；多种

因素能够致病；临床恢复期不定。

根据乳房水肿出现的时间和临床症状，可将乳

房水肿分为急性生理型和慢性病理型 2种，前者出

现于分娩前后，后者是指泌乳期间发生的水肿。乳

房水肿的发生有 2 个过程：最初，乳房皮肤逐渐充

血，乳房极度扩张、膨胀，内充满乳汁；典型临床症

状为压迫水肿的乳房可留下指痕，压痕持续数分钟

不消退；并伴有乳房皮肤增厚，触诊坚实。轻度水肿

范围在乳房基底前缘和下腹部；严重水肿可涉及到

胸下、腹下、会阴及四肢，乳房下垂，后肢张开，运动

困难。乳房水肿严重影响奶牛的生产性能，产奶量

下降，如得不到正确的护理与治疗，极易诱发乳房

炎，增加奶牛淘汰率。

1 材料与方法

1）调研对象。2015年 1月 -2016年 10月，选取

8个规模化奶牛场饲喂的 6 614头成年母牛为研究

对象；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确诊乳房水肿奶牛 1 275

头。平均发病率为 19.28%。出于叙述方便，将 8个规

模奶牛场编号（1～8号）。奶牛场详细情况见表 1。

2）调研方法。

①调研采用临床调查方法，查看诊疗日志并询

问技术人员，对石河子地区 8家规模奶牛场饲喂的

6 614头奶牛乳房水肿的病情进行了相关调查，共

确诊乳房水肿奶牛 1 275头，针对发病奶牛调查了

解病史、临床症状、发病年龄、发病季节、妊娠状况、

所在圈舍环境卫生情况及饲喂日粮配比结构等情

况。根据调研的目的设计了《奶牛场乳房水肿流行

病学调查统计表》。通过调研，调查了解奶牛乳房水

肿发病率与以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提出临床应对

的措施。
表 1 奶牛场成年奶牛数量和发病情况

1 2 3 4 5 6 7 8 合计

成年母牛/头 785 816 842 793 835 946 904 693 6 614
乳房水肿/头 102 113 140 164 209 172 183 192 1 275
发病率/% 12.99 13.85 16.63 20.68 25.03 18.18 20.24 27.71 19.28

摘要 奶牛乳房水肿是影响奶牛正常生产的重要疾病之一，不仅影响奶牛的正常生理活动，还能导致奶牛产奶

量的下降，给奶牛养殖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本文调查研究了 2015年 1月 -2016年 10月，石河子地区 8个规模

化奶牛场 6 614头成年母牛乳房水肿流行病学情况，分析其发病特点。结果显示，确诊乳房水肿奶牛 1 275头，平均

发病率为 19.28%，最高 27.71%；乳房水肿多发生在产前，占总发病牛的 67.84%。奶牛乳房水肿不仅与季节、年龄

胎次、产奶量等因素有关，而且与奶牛机体血清 Na、K离子的代谢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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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胎次奶牛乳发生房水肿情况

表 5 不同产奶量乳房水肿发病情况

2胎 3胎 4胎 5胎 合计

329 198 92 71 1 275
25.80 15.53 7.22 5.68 100

1胎
发病数/头 585
占比/% 45.88

16耀20 kg 20耀25 kg 25耀30 kg 30 kg以上 合计

发病数/头 59 77 374 765 1 275
占比/% 4.63 6.04 29.33 60.00 100

表 3 不同季节月份奶牛乳房水肿发病情况

冬季
合计10月 11月 12月 1月

发病数/头 75 82 65 59 1 275
占比/% 5.88 6.43 5.10 4.63 100

春季 夏季 秋季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58 66 76 154 257 205 96 82

4.55 5.18 5.96 12.00 20.20 16.00 7.53 6.43

表 2 产犊前后、泌乳期及干奶期乳房水肿发病情况

产犊前 产犊后 泌乳期 干奶期 合计

发病数/头 865 384 26 0 1 275
占比/% 67.84 30.12 2.04 0 100

②血清中电解质离子监测。采集乳房水肿奶牛

血液 4～5 mL，4 000 r/m 离心 10 min，血清 -20

℃冷冻保存，待用。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

电解质分析仪、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

③调研数据的处理。将现场修蹄记录的数据资

料采用 SPSS 19.0 软件和 Excel 2007 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

* 乳房水肿发病率 =乳房水肿奶牛数 /成年母

牛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1）1 275头发病奶牛，产犊前后、泌乳期及干奶

期发病情况见表 2。

可以看到，乳房水肿主要发生在产犊前，占总

发病率的 67.84%，其次，发生在产犊后，占 30.12%，

再次，泌乳期发病占 2.04%，干奶期奶牛没有乳房水

肿发生。

2）不同季节乳房水肿发生情况见表 3。

由表 3 可知，奶牛乳房水肿发病情况随着季

节月份的不同呈现不同的情形，1年中总体趋势是

随着气温的上升发病率逐渐上升，又随着气温的

下降发病率同时逐渐下降，而以 6～8月呈现发病

率最高的态势。调查发现，1年中随着春季、夏季的

到来，饲草料贮备不足的奶牛场往往饲料单一，导

致营养代谢障碍，加之热应激的作用，发病率逐渐

上升，又随着秋季的来临饲草料充足而发病率逐

渐下降，可见季节与奶牛乳房水肿的发生存在一

定的关系。

3）不同胎次奶牛乳房水肿发生情况。1 275头

发生乳房水肿奶牛，按其年龄胎次的不同，分析奶

牛乳房水肿的发病情况见表 4。

由表 4可见，乳房水肿的发病数和发病率主要

发生在头胎、2胎和 3胎奶牛身上，头胎发病率占

45.88%，2 胎的发病率占 25.80%，3 胎发病率占

15.53%，然后随着胎次的逐年增加而发病率呈现减

少趋势，可见，胎次与奶牛乳房水肿的发生存在一

定的关系，耿杰等[3]也认为，头胎及高产奶牛发病较

多，可导致产奶量降低；薛玉霞 [4]也认为，乳房水肿

初产奶牛、高产奶牛和老龄奶牛多发。

4）不同产奶量乳房水肿发病情况见表 5。

由表 5中数据看到，随着产奶量的提高，乳房

水肿发病数量呈上升的趋势。薛玉霞[4]也同时认为，

乳房水肿与奶牛产奶量呈显著正相关。

5）电解质离子代谢水平与乳房水肿的关系。使

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长春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型号迪瑞 CS-400型）、全自动电解质分析仪

（日本常光株式会社、型号 EX-Z）、紫外分光光度计

（上海棱光技术有限公司、型号 Gold Spectru

mLab-54）利用实验室方法检测乳房水肿奶牛机体

内相关电解质离子、微量元素代谢状况，分析掌握

奶牛乳房水肿发病与电解质离子、微量元素代谢情

况的关系。

①检测对象。钾（K）、钠（Na）、钙（Ca）、镁（Mg）、

磷（P）、氯（Cl）、铁（Fe）、铜（Cu）、锌（Zn）。

②检测方法。钠（Na）、钾（K）、氯（Cl）采用离子选

择电极法；钙（Ca）采用偶氮胂Ⅲ法；磷（P）采用终点

法；镁（Mg）采用络合指示剂法；铁（Fe）采用比色法；

铜（Cu）采用比色法、锌（Zn）采用比色法（去蛋白）。

③检测试剂。生产厂家为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和日本常光株式会社。

④健康正常奶牛与乳房水肿奶牛血清中电解

疫病防控 67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6期

表 6 健康正常奶牛与乳房水肿奶牛血清中

电解质离子、微量元素检测结果

检测对象

K

健康奶牛血

清/份
300

平均/
渊mmoL/L冤

5.81

乳房水肿奶

牛血清/份
300

平均/
渊mmoL/L冤

5.13

Mg
P
Cl

300
300
300

0.97
1.62
112

300
300
300

0.83
1.61
133

Fe
Cu
Zn

300
300
300

32
13.5
15.4

300
300
300

17.2
9.6
14.5

Na
Ca

300
300

151
2.11

300
300

169
1.93

质离子、微量元素的检测。本试验对 300头健康正

常奶牛和 410 头乳房水肿奶牛血清中的电解质离

子、微量元素进行了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了分

析（表 6）。

由表 6可以看出，乳房水肿奶牛血清中的 K、

Ca、Mg、Fe、Cu 电解质离子和微量元素含量水平都

低于健康正常奶牛；而乳房水肿奶牛血清中的 Na、

Cl电解质离子含量水平都高于健康正常奶牛；健康

正常奶牛与乳房水肿奶牛血清中的 Fe、Cu 含量水

平差异显著（ ＜0.05），健康正常奶牛与乳房水肿奶

牛血清中的 P、Zn含量水平差异不显著。

3 讨 论

调查分析发现，奶牛场奶牛乳房水肿的发病率

平均为 19.28%，总体平均低于有些资料的报道，可

能存在地域、环境的差异影响。

多数文献报道认为，奶牛乳房水肿的发生有 2

个较大的诱因，一是淋巴液回流受阻，妊娠末期出

于盆腔胎儿压力，造成静脉血流和淋巴液流出乳房

受到限制或淤积，或者说流入乳房的血液增加而流

出乳房的血液没有相应增加；乳牛干奶期的乳腺淋

巴血流量是 14～240 mL/h，而在泌乳早期，乳腺血

液循环迅速增加，毛细血管的有效滤过压增大，因

而淋巴液生成增多，回流量升高到 2 600 mL/h。出

于长期淋巴回流增多，使淋巴管被动扩张，管内瓣

膜关闭失灵，降低了淋巴泵在促使淋巴液回流中的

作用，大量组织液不能及时通过淋巴系统回流，导

致乳房水肿，如刘国红[5]认为，妊娠后期奶牛胎儿明

显增大，导致妊娠牛血液及淋巴回流受阻，引起乳

房水肿；二是抗氧化功能异常，围产期奶牛代谢活

动加强产生过多的活性氧代谢物（如超氧化物和过

氧化氢），或者过多接触黄曲霉毒素，都会引起异常

的氧化反应，导致脂质过氧化，蛋白质、多糖和 DNA

被破坏，细胞及细胞器结构不再完整，组织受到损

伤，从而释放出大量的自由基；同时由于细胞受损

使内源性清除自由基的 SOD减少，使自由基清除进

一步减少，这两方面协同作用使机体抗氧化能力下

降，加剧了细胞损伤，有可能形成了引起乳房水肿

的诱因。

通过对新疆地区奶牛乳房水肿发病原因的调

查发现，季节、奶牛年龄胎次、产奶量、妊娠状况及

奶牛机体内电解质离子和微量元素的代谢水平也

是影响因素，任贺挺[6]认为，奶牛乳房水肿严重影响

正常的产奶机能，能显著降低产奶量，同时钾、钠摄

入过多，可能是导致乳房水肿的致病因素，慢性乳

房水肿还与贫血、低血镁有关，但综合影响机制还

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能够有效减少奶牛乳房水肿发生的对策

是减少应激因素、增强奶牛体质、保持奶牛机体电

解质离子和微量元素的代谢平衡，保障奶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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