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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了解垦区规模牛场奶牛脂肪肝流行病学状况，笔者所在课题组于 2016年 2月至 2017年 11月，

近 2年时间里，对 4个规模牛场进行了脂肪肝流行病学调查。试验结果表明，4个规模牛场均有不同程度脂肪肝

的发生，青年牛平均发生率为 0%，经产牛平均发生率为 19.40%；重度脂肪肝 FFA均值与正常牛的 FFA差异显

著；重度脂肪肝的血清葡萄糖均值显著低于正常值，差异极显著。不管是正常牛还是患脂肪肝的牛，只有少部分

GOT超出正常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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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肝脏内脂肪代谢过程受阻，使脂肪在肝脏

中蓄积，并超过肝脏中正常含量的 5%时，即称为脂

肪肝[1]。由于该病常发生于围产期的奶牛，而且在高

产奶牛中更为多发，所以又叫围产期奶牛脂肪肝。

患病后由于奶牛的肝功能障碍，常导致胆汁分泌不

足，影响消化功能，同时还容易伴发其他围产期疾

病，使患牛的产奶量、繁殖力和免疫力受到不同程

度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试验动物。选择下野地的 121团，安集海的

141 团、142 团，莫索湾的 148 团共 4 个规模化牛

场，分别在 4个牛场随机选取 10～15月龄青年牛

55头和临产 2周的 232头奶牛为试验对象，抽样情

况见表 1。为了叙述方便，分别把 4个牛场编为 A、

B、C、D。

2）血液采集。55头青年牛间隔 1个月连续采血

5次，232头奶牛分别在产前 2周、产前 1周、产后 1

周、产后 2周、产后 3周各采集血液 5次，将以上采

集的血液进行血清分离，冷冻，待用。

3）测定项目与方法。肝活组织穿刺检查是诊断

脂肪肝的精确方法，但是由于操作复杂、费用高，不

适用于奶牛群体日常的脂肪肝普查，本次调查采用

了周建平等[2]报道的方法。清晨空腹从尾根静脉（动

脉）采血，迅速分离血清，立即测定葡萄糖（Glucose）、

谷草转氨酶（GOT）和游离脂肪酸（FFA），并按周建

平等[2]报道的下列公式计算 Y值。

Y=-0.51-0.0032×FFA+2.84×Glucose-0.0528×

GOT

4）结果判定。按照周建平等[2]报道的判定标准

判定奶牛肝脏脂肪浸润程度，当 Y＞1时为正常（肝

脂肪＜20%）；当 0＜Y＜1时为轻度脂肪肝（20≤肝

脂肪＜40%）；当 Y＜0时为重度脂肪肝（肝脂肪≥

40%）。

5）统计学方法。将资料输入 Excel表，用 SPSS 12.0

分析。

脂肪肝发生率（%）=脂肪肝奶牛数 /检测奶牛

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1）4个规模化奶牛场随机抽样和脂肪肝奶牛发

生情况（表 1）。经过血液生化检测，计算 Y值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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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奶牛 3项血液生化指标检测

表 2 产前、产后奶牛脂肪肝发生情况

表 1 4个规模化奶牛场脂肪肝发生情况

项目
奶牛数

量/头
脂肪肝

数/头
发生率/

%
患脂肪肝的奶牛

轻度脂肪肝/头 重度脂肪肝/头
青年牛 55 0 0 0 0
A牛场 62 13 20.97 8 5
B牛场 54 12 22.22 9 3
C牛场 56 13 23.21 8 5
D牛场 60 7 11.67 3 4
合计 232 45 19.40 28 17

项目
产前 2
周

产前 1
周

产后 1
周

产后 2
周

产后 3
周

合计

发生数/头 2 10 16 14 3 45
发生率/% 4.44 22.22 35.56 31.11 6.67 100.00

项目
检测

数/头 FFA/渊U/L冤 Glu/渊mmol/L冤 GOT/渊U/L冤
正常牛 187 293.62依277.59 3.06依0.72 62.57依18.00
A牛场 62 269.12依338.84 2.75依0.81 62.17依18.38
B牛场 54 481.18依293.72 2.87依1.07 65.63依15.73
C牛场 56 174.25依154.48 3.04依0.93 75.04依19.70
D牛场 60 491.90依445.34 3.1依0.75 65.91依27.48

轻度脂肪肝 28 456.26依328.24 2.30依0.47 79.10依20.25
重度脂肪肝 17 633.25依543.48 1.84依0.62 75.59依17.08

试验的 55 头青年牛没有发生脂肪肝；232 头奶牛

中，有 45头为不同程度出现脂肪肝，平均脂肪肝发

生率为 19.40%。4个牛场中，脂肪肝发生率最高的

是 C牛场（23.21%），最低的是 D 牛场（11.67%），各

场奶牛脂肪肝发生率差异不显著（ ＞0.05）。45头

患脂肪肝的奶牛中，轻度脂肪肝的奶牛 28头，重度

脂肪肝的奶牛 17头。

2）经产的不同程度出现脂肪肝的 45头奶牛，

分别统计产前 2周、产前 1周、产后 1周、产后 2

周、产后 3周发生脂肪肝的情况（表 2）。由表 2可以

看出，产前 2周有 2 头奶牛发生奶牛脂肪肝，发生

率为 4.44%，产前 1周有 10头奶牛发生奶牛脂肪

肝，发生率为 22.22%，产后 1周有 16头奶牛发生奶

牛脂肪肝，发生率为 35.56%，产后 2周有 14头奶牛

发生奶牛脂肪肝，发生率为 31.11%，产后 3 周有 3

头奶牛发生奶牛脂肪肝，发生率为 6.67%。产前 1

周、产后 1周与产后 2周奶牛脂肪肝发生率分别较

产前 2 周与产后 3 周脂肪肝发生率差异极显著

（ ＜0.01），这是由于围产期的奶牛采食量下降，出

现较为严重的能量负平衡，脂肪代谢障碍所造成。

3）血液生化指标。正常奶牛[3-4]、4个牛场、轻度

脂肪肝和重度脂肪肝血液 3个生化指标检测情况

见表 3。对正常牛与患脂肪肝牛游离脂肪酸（FFA）

生化指标的比较可以看到，187头正常牛的 FFA平

均值为 293.62 U/L，有部分牛的 FFA 值偏高，部分

牛的 FFA值偏低。重度脂肪肝奶牛血液 FFA均值

与正常牛的 FFA 值差异显著（ ＜0.05）；由正常牛

与患脂肪肝牛血液葡萄糖（Glucose）生化指标的比

较可以看出，重度脂肪肝的血清葡萄糖均值明显低

于正常值，且差异极显著（ ＜0.01）；正常牛与患脂

肪肝牛谷草转氨酶（GOT）生化指标的比较，正常牛

和患脂肪肝的牛 GOT平均值差异不显著，但有少部

分牛 GOT指标超出了正常值范围，说明患脂肪肝牛

的肝脏还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3 讨 论

1）此次调查发现，青年牛没有脂肪肝发生；围

产期奶牛脂肪肝在产前产后开始出现，奶牛产前 2

周就有极少量的奶牛患有脂肪肝，发生率为 4.44%，

产前 1周开始升高，到产后 1 周时最高，发生率为

35.56%，然后，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渐减少。这是由于

母牛怀孕后期采食量下降，干物质摄入减少，满足

不了胎儿生长发育及产后自身能量和泌乳的需要，

一些牛处于能量负平衡状态，母牛体只有动用体内

贮备的脂肪。体脂分解产生大量的游离脂肪酸随血

液进入肝脏后，一方面不断被酯化成甘油三酯，然

后再与胆固醇和磷脂等结合生成脂蛋白；另一方面

氧化成酮体，然后被运输到各组织，经三羧酸循环

产生三磷酸腺苷，为这些组织提供能量。肝中脂蛋

白是以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形式被肝脏清除。但因进

入肝脏的游离脂肪酸过多，或因患牛低血糖而使肝

脏组织清除极低密度脂蛋白的能力降低，使这种蛋

白运出肝脏过程受影响，最终使甘油三酯在肝中蓄

积而形成脂肪肝。分娩后由于泌乳，致使体内的糖

和其他营养物质不断随乳汁排出，将加重牛体的能

量负平衡，使得脂肪肝发生率明显增加。

2）血中葡萄糖偏低及游离脂肪酸（FFA）值升

高，主要是由于奶牛等反刍动物的营养物质代谢不

同于其它动物，绝大部分（90%）葡萄糖是由肝糖异

生供给的，主要在神经、激素的调节下维持血糖值

的相对平衡；妊娠和分娩的改变易导致机体调节功

能紊乱，并且，怀孕后期的奶牛，生长极快的胎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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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猪换料一直拉稀的防治方法

小猪断奶后主要是小肠绒毛萎缩损伤，影响消化吸收。首先，要改善消化系统，平衡新陈代谢，刺

激仔猪胃肠发育和分泌机能的完善，减少应激反应引起的拉稀。

断奶仔猪从液体奶逐渐变成固体饲料，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变化，很容易造成应激反应，所以在

换料时一定要逐步过渡，可在哺乳期间适当添加教槽料，等断奶后勤添少加，多次进行饲喂，等仔猪全

部适应后可全部换成教槽料。

如果需要换料，可先换 1/3，喂几天后再换 1/3，再喂 4～5 d时间，再全部换过来。这样可以有效

的避免小猪拉稀。并且换料时，一定要观察猪的情况，出现粪便不成形的时候，及时停止增加换料量，

减少饲喂量。

仔猪出现拉稀现象，首先要找出原因，如果因断奶应激产生的拉稀，应该立即停食停水，同时口服

或打一些治疗胃肠道消炎的抗生素，最好配一些抑制胃肠道蠕动的药物。

保持饮用水的清洁，以免导致小猪细菌感染后发生腹泻。要多观察生病的小猪，如果出现腹泻严

重，应该隔离治疗，做好清洁和消毒工作，以免造成细菌感染。

来源：养猪网

用子宫所吸收血糖的 46%[5]，且瘤胃吸收丙酸的减

少，致使血糖水平降低。血糖浓度下降，加大了脂肪

的分解作用，脂肪分解后生成甘油及脂肪酸，血中

游离脂肪酸（FFA）含量逐步增高，脂肪酸等含量的

增高又减弱牛肝糖异化作用，使得血糖进一步下

降。血糖下降和 FFA增加相互作用，导致血糖不断

减少和 FFA不断增加。在干奶期自由采食的高产奶

牛，产后肝 GOT浓度增加，也会伴有血清 FFA增

加。产后妊娠应激的解除、牛机体自身的调节以及

能量负平衡的改善，血液葡萄糖含量逐步增加，血

液 FFA则逐步下降。

3）从检测的肝 GOT数据看，4个牛场的奶牛除

少数牛的 GOT值偏高外，多数牛在正常范围内，表

明这些发病牛肝组织有损坏，但并不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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