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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瘤胃积食是指牛采食大量难于消化且易膨胀的饲料，引起瘤胃机能障碍、食物积滞于瘤胃内，使瘤

胃壁扩张、容积增大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会给户主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对 1例耕牛瘤

胃积食的诊治做一报告，与同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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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瘤胃积食在农村常见于农忙时节，由农户为

了耕牛能很好地劳役而饲喂大量精料所致。

1 发病情况

2015年 4月 23日，笔者接到杉树镇某农户求

诊。主诉病牛 4岁，最近几天下雨，本想当天去翻耕

一丘田，之前饲喂了 5 kg左右玉米和黄豆，早上发

现牛不吃东西，肚皮胀得厉害，且牛卧地不起，遂来

求诊。

2 临床症状

病牛右半侧卧躺在地上，驱赶不起，精神沉郁，

反刍停止，鼻镜干，嗳气酸臭，回头顾腹，偶尔呻吟，

触诊左肷窝坚硬而且突出，叩诊呈浊音，听诊瘤胃

蠕动音消失，呼吸音强、快，体温 38.5 ℃。

3 诊 断

根据主诉内容和临床症状，可以诊断为牛瘤胃

积食。

4 治 疗

治疗原则：一是制止瘤胃内容物继续膨胀和发

酵；二是排出瘤胃内容物；三是兴奋瘤胃蠕动；四是

恢复胃肠正常、吸收功能。

1）灌服硫酸钠 500 g，鱼石脂 20 g，常温水 5 000

mL，一次灌服。

2）按摩瘤胃。每次按摩 15 min，间隔 30 min，

连续按摩 4 h。

3）静脉注射氯化钠 250 mL+氯化钙 150 mL+安

钠咖 10 mL一组；林格氏液 1 000 mL一组；碳酸

氢钠 500 mL一组；10%葡萄糖 500 mL+VC 10 mL

一组；一次静脉注射。

4）牛羊反刍健胃散 250 g，常温水 500 mL，灌

服，1次 /d，连用 5 d。

采取以上治疗办法，5 d后回访已痊愈。

5 讨 论

预防本病的关键是加强饲养管理，坚持合理的

饲养制度，精料不可过多，应合理供应日粮，特别是

在农忙季节农户心疼自家的耕牛而盲目增加精料，

要注意精、粗、微量元素及维生素的添加比例保持

营养平衡。

1）调整饲喂方式，及时进行补料。4月份青绿饲

料逐渐增多，许多农户饲喂时使用过多的青饲料，

而使病牛继发瘤胃臌气，故在饲喂时应结合干草饲

喂，保障饲草的适口性。

2）加强饲养管理。治疗积食期间，要加强病牛

的饲养管理，病发初期不能饲喂过于饱胀，每天需

给予适当的淡盐水任其自饮。在预防本病时，应注

意认真加强饲养管理，实行科学喂养，块根茎类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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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应及时切碎，饲料搭配力求多样化，防止牛偷吃

大量精饲料。为刺激瘤胃蠕动可在平坦的地上慢慢

牵遛，并按摩左侧肷部，也可找一个小坡，形成前高

后低姿势，让牛站在坡上呆一段时间，可以减轻症

状。

3）中西结合，辨证治疗。牛瘤胃积食在兽医临

床上是多发病，尤其在牛病中常见，有时结合中医

治疗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

摘要 肉羊养殖疫病防治是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必须在意识到肉羊疫病防治重要性的基础上，结合

其现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提高肉羊养殖的疫病防治成效。本文主要结合基层实践，就肉羊养殖的疫病防

治现状和对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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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羊因其销售量较高而推动了肉羊产业的发

展，然而在养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疫病，这些

疫病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肉羊产业的发展，因而

必须结合其防治现状，切实加强的防治，才能促进

肉羊养殖效益的提升。

1 肉羊疫病防制现状

一是在疫苗方面，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一度

达到供不应求。羊病的防控免疫病种以小反刍兽疫

为主，但是对其他病种防疫则相对较少，例如羊痘、

胸膜炎、羊梭菌等方面的疫苗则少之又少，所以有

的个体兽医就会私自采购和买卖疫苗，而这就难以

确保疫苗的质量。

二是在养殖技术方面，有的养殖户没有严格的

消毒设施，即便是一些规模较大的羊场，在消毒设

施方面也严重不足，尤其是在出入养殖场时的消毒

措施不到位，导致圈舍的卫生情况较差，极大地影

响了疫病的防治成效。

三是在养殖模式方面，当前，随着肉羊养殖规

模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养殖户从传统的放牧转

移到舍饲上来，从传统的散养转移到规模化养殖上

来，从传统的品种转移到多品种上来，而这些均加

剧了疫病的流行。而这正是养殖模式的转变增加了

疫病的防治难度。

四是在基层兽医技术实力方面，由于当前很多

肉羊养殖户并没有专业的兽医，只能分清常见的疫

病，而对一些疫病则无法分别，所以经常存在漏诊、

误诊和延误治疗的情况，导致疾病进一步恶化，且

经常采用某一类抗菌素和驱虫药物，导致肉羊对其

形成抗体，而这就会导致疾病的蔓延，甚至对食用

者带来影响[1]。

2 防制对策

1）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防疫人员水平。为

了更好地防治肉羊养殖的疫病，首先应在基础设施

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尤其是乡镇一级的兽医站，应

对其硬件和软件等方面进行完善。并对疫苗市场进

行不断地规范和完善，尤其是动物防疫经费必须得

到专款专用，并尽可能地提高防疫人员的补助，对

于动物防疫过敏导致的死亡，也应及时补助，并结

合实际，不断提高肉羊捕杀补贴标准。与此同时，还

应加强防疫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使其意识到自身在

整个防疫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其专业技术水

平，尤其是应加强肉羊疫病防控体系的建设，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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