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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胃肠炎主要是指胃肠道组织出现严重的炎症，从而导致胃肠出现器质性损伤，甚至还会引起机能

异常，该疾病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牛的机体产生严重的影响。本文主要对牛胃肠炎的发生原因、临床症状及防

治措施进行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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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和肠的生理结构和机能具有相对紧密的联

系，2种脏器出现器质性损伤及机能异常，会相互产

生较大的不良影响。因此，牛胃部炎症和肠炎会出

现同时发生或者是相继发生的状况。牛胃肠炎的临

床症状通常表现为腹泻、体温飙升、酸中毒、碱中毒

以及脱水等，一般情况下该疾病多发于犊牛。

1 发病原因

1）原发性。一般情况下，可诱发牛胃肠出现异

常的因子都称之为可引发牛胃肠炎的原因，但是牛

胃肠卡他与牛胃肠炎有明显的区别，抗感染能力不

同，病原体的刺激性大小也有所区别。因此，胃肠炎

病情更加严重，影响效果较大。主要诱发原因是环

境较差、饮食营养跟不上、饲养不合理等导致牛群

抵抗力减少，在受到病原体侵害时其机体能动性降

低，即使在正常情况下寄宿在牛肠胃内的病毒因子

都难以抵抗，其出现较强的毒性，使得牛胃部难以

抵抗。不仅如此，过度的使用抗菌性药物会导致牛

可承受抗体变质，耐药性增加，致使牛群肠道细菌

群难以平衡，最终引发病菌感染[1]。

2）继发性。主要是指由其他病症引发的，或在感

染其他传染病后，其体内尚存的寄生虫、病菌或残留

的内科疾病病毒或后遗症，引发牛体肠胃发生炎症。

2 临床症状

大部分情况下，胃肠炎病牛的临床病症表现近

似于牛胃肠卡他。主要呈现出萎靡不振、食欲大减、

饮水需求量增加，鼻头发干，眼内膜呈现暗红参杂

黄色杂物，甚至变化为青紫色。口腔发干异味，舌体

表面出现严重褶皱缩小，舌苔较厚并泛黄泛白。牛

日常表现站立不安，易爬地。望向腹部，较为明显的

症状是表现为长时间的急性腹泻，粪便较稀，偶夹

血，异气熏天，恶臭伴有黏液。严重时还会致使病牛

肛门松懈，偶伴抽搐、大便难以自控，但却难见排泄

物，粪便主要集中在牛体大肠内，炎症也集中在大

肠。当炎症集中在小肠或胃部时，会有排泄物，数量

有所减少但仍依稀可见，呈现干燥状态并掺伴黏

液。严重腹泻后，病牛会呈现出脱水病症，双眼凹陷

无神、皮毛干燥无弹性、口唇发红、皮肤无光泽，腹

部异常、尿量异常，排泄异常。严重时，肾脏会遭受

到严重干扰，极易引发牛体尿毒症，甚至还会致使

病牛抽搐、昏迷晕死[2]。

3 诊断要点

在饲养过程中，可以先对牛的日常表现进行观

察，然后将异常牛进行详细诊断，综合评判其精神状

况，检测体温，测量心率，观察其眼鼻口症状、排泄物

状态，若四肢呈现发亮状况，口气较臭、舌苔泛黄，排

便减少伴有黏稠杂物，严重时甚至便血，据此可以做

出诊断，以判定是否是胃肠炎病状。

4 治疗方法

1）清理肠胃是常用的方法，该方法效果明显，

清理肠胃阶段可选用鱼石脂、液体石蜡油，进行胃

疫病防控 65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8年第 5期

管式投服，当病牛病情较重时，可以增加药物服用

次数。

2）抑菌消炎。内服药：主要是磺胺脒、黄连素、

加水进行搅拌，随后进行胃管投服，1次 /d。也可以

选用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加水煎汤，1次 /d。

3）磺胺类联合碳酸氢钠联合用药，用适量水搅

拌进行内服，每天 2～3 次；或内服少量黄连素；选

服氯霉素；或使用 2～3次痢特灵。同时，可进行青

霉素肌注连同链霉素，或静脉注射抗生素[3]。

4）用生理盐水联合复方氯化钠，5%葡萄糖氯化

钠，静脉注射，2～3次 /d。可用强尔心 10～20 mL

作为强心剂，进行静脉或肌肉注射。

5）解除酸中毒，可静脉注射 5%碳酸氢钠液恢

复肠道功能，促进牛进食，适当使用健胃剂，伴水饮

用，一次内服。

5 预防控制

1）均衡日粮营养供应、增强体质及免疫力。在

进行营养喂食时，需要合理控制添加精细料的数

量，需要以粗纤维喂养为主，如野草、秸秆、牧草添

加 40%左右的精料。一般为每天早中晚喂食 3次，

为实现短期内肥肉增长的目的可以添加 2 次左右

的增加料，并且控制每次喂食与添食间在大约 3 h

间隔差上。通过合理调控间隔时间保证牛胃肠可进

行消化与休息。对于饮食应当控制不要全饱，更不

应该暴饮暴食，应提供大量饮水。

2）加强日常管理，严防发生牛前胃疾病。因牛

是反刍动物，有 4个胃，分别是瘤胃、网胃、瓣胃和

皱胃。在牛发生的内科疾病当中，以牛的前胃疾病

发病率较高，所以重视前胃疾病的预防十分关键，

加强对牛群的监管，减少其对难以消化异物的吞

食，减少因饮食不当造成的失误留置，减少胃部的

饱胀。严禁使用过期变质饲料，对于户外难以保证

质量的草料减少食用，避免或减少前胃食物病菌感

染。此外，在牛群饮食中可适量添加豆制材料，把控

添加量，配合粗纤维食物，禁止单独使用，减少喂食

可能引发的积食、胃胀、中和胃部酸碱[4]。

3）提供良性宜居的养殖环境。把控牛饲养过程

的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细菌对牛机体的侵蚀，增加

牛群的抵抗免疫力。首先要进行选址调研，合理布

局，保证各个工作区可区分，便于喂食管理，方便分

区消毒；其次，合理规划牛群的活动场地，合理布控

牛群建设的运动用地，保证牛群可充分享受日光，

并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保证其饮食后可充分消化，

降低发病的可能性。同时必须严格落实牛舍的安全

管理，加强清洁工作执行力度，保证干净整洁、无菌

通风良好的居住环境。进行大面积消毒，降低养殖

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病原体，控制病菌的传染率。

总之，作为相关人员，不仅要做好平时的饲养

管理工作，当面对该病症的时候，更需要以明确的

治理方案为指导，充分听取相关兽医建议，积极配

合治理，才能取得更为有效的效果，保证其不受到

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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