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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对于食品需求和要求越来

越高。在这种背景下，肉牛养殖行业发展壮大起来。但是就当前各大肉牛养殖场的发展状况来看，其

中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影响着肉牛的生长与副产品质量。尤其是肉牛的病毒性疾病，如果不能够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甚至会蔓延至整个养殖场内。而牛呼吸道与消化道病毒性疾病对于牛的损害较大，

同时不易发现。基于此，本文针对牛呼吸道与消化道病毒性疾病的防治策略进行具体分析和探究，希

望能够为养殖场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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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 demand for food has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In this 

context, the beef cattle breeding industry has developed and expanded.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major beef cattle farms,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that affect the growth of beef cattle and 

the quality of by-products. In particular, the virus disease of beef cattle will even spread to the whole farm if 

effective measures are not taken in time. However, viral diseases of respiratory tract and digestive tract of cattle 

cause great damage to cattle and are not easy to fin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of bovine respiratory and digestive tract viral diseases, hoping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f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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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养殖行业得

到了迅速发展。而作为养殖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牛养殖场的

工作情况以及发展趋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1]
。但是就

当前牛养殖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由于养殖环境、饲料喂养、

气候条件、病毒防疫等各方面因素影响，因而导致病毒性疾病

时有发生。这不仅影响牛的健康生长，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还会导致大面积感染，甚至造成肉牛死亡。而牛呼吸道与

消化道病毒性疾病对于牛的身体损害 大，会影响牛的生长和

发育进程。因此，养殖户应该充分重视起牛呼吸道与消化道病

毒性疾病，并积极采取有效防治策略减少该类疾病对牛的损

伤，进而推动我国牛养殖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 牛消化道病毒性疾病的表现症状及防治策略 
1.1 急性肠炎 

表现症状。牛在感染急性肠炎后，主要表现为食欲不振、

高温、精神萎靡，甚至腹泻腹胀等情况
[2]
。同时牛排出的粪便

恶臭，甚至一些体质较差的牛会出现粪便中有血液以及白色粘

膜的情况。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养殖户不能够及时发现并采取有

效措施，牛肠炎疾病将会持续恶化，会出现脱水、休克等症状，

甚至还会导致牛死亡。 

防治策略。首先，在日常养殖活动中，养殖户应该加强对

于牛生长情况以及状况的关注度，如若发现牛出现腹泻高热等

情况，及时选取针对性药物进行治疗。此外，如果到了发病中

期，养殖户还应该对牛的生活环境进行定期消毒，这样才能够

有效避免病毒性疾病的蔓延和传播。养殖户还应该在牛饲料中

掺杂一些抗生素以及抗菌类药物，提高牛的抗病能力，抑制细

菌滋生。如果在饲料中掺杂药物效果不显著，养殖户还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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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为牛注射相关药物，缓解牛急性肠炎的相关症状，进而避免

牛因脱水出现休克、死亡
[3]
。其次，做好防治工作是有效减少

牛出现急性肠炎的重要举措。牛患上急性肠炎的主要原因是受

到风寒刺激或者食用变质草料所引发的。因此，在实际养殖过

程中，养殖户应该对牛的饲料进行定期检查，监督杜绝喂牛过

期饲料。同时养殖户还应该根据牛的生长状况进行饲料合理配

置，及时补充牛生长所需元素，进而增强牛免疫力。此外，养

殖户还应该对牛舍进行定期清理，并结合气候变化做好保温工

作。这样既能够避免细菌滋生，还能够有效减少牛因伤寒出现

的急性肠炎疾病。 

1.2 前胃迟缓 

表现症状。前胃迟缓也是牛消化道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疾病

类型，主要表现为食欲不振、反刍减缓、精神萎靡、便秘等症

状。如果养殖户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并采取有效治理措施，

将会导致牛前胃迟缓症状加剧，进而出现积食、腹胀等情况发

生
[4]
。牛一旦患上前胃迟缓，体重以及免疫能力将会持续下降，

进而极其容易感染其他疾病，甚至还会导致牛死亡。 

防治策略。首先，在前胃迟缓疾病防治工作中，养殖户应

该加强对该疾病的认识与重视度，并在实际饲养过程中，注重

对饲料的科学配比，加强饲料管理。避免出现饲料发霉、饲料

配比失误等情况。同时养殖户还应该根据牛的实际生长情况对

饲料进行针对性配比。养殖户还应该定时、定点对牛进行饲料

喂养，养成牛科学进食的良好习惯。避免出现牛暴饮暴食导致

的前胃迟缓疾病发生也难怪。在养殖过程中，养殖户还应该督

促牛进行适量运动，帮助其快速消化体内积食，进而有效实现

对前胃迟缓疾病的科学防治。其次，如果牛感染上前胃迟缓，

养殖户应该在前期阶段对牛进行停食处理，时间长度大概为 1

至 2天，并配以充足的水资源。这样就能够给牛留有充足的时

间进行体内消化。同时养殖户还应该停食后，给牛喂食多汁好

消化的饲料，避免过硬饲料对牛肠胃的刺激，造成前胃迟缓病

状反复
[5]
。除此之外，养殖户还应该结合牛前胃迟缓疾病的轻

重程度，对牛进行药物注射。例如，含有高渗盐水、安纳咖、

葡萄糖溶液等，进而保障牛在停食过程中，能够获取到身体所

需养分。 

1.3 气涨 

表现症状。气涨作为牛消化道病毒性疾病的其中一种，主

要发生于牛进食之后，表现为腹部胀大、右肋部出现明显起伏

状态，并且在叩诊过程中发出类似鼓声。如果养殖户在牛患气

涨疾病初期不能够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将会导致牛出现

心跳加快、张口吐舌等情况，甚至出现牛死亡。气涨在初期表

现较为细小，不易发现。因此，养殖户应该在养殖过程中加强

对牛身体状况的关注度。 

防治策略。首先，在牛养殖以及病毒性疾病防疫工作中，

养殖户应该对气涨疾病发生原因进行了解和重视。一般来说，

牛患上气涨疾病，主要是由于食用过多发霉饲料，导致饲料在

牛胃中无法得到有效消化，进而堆积并产生大量气体。因此在

牛养殖过程中，养殖户应该注重对饲料食用期限的严格审核，

同时在饲养过程中，严格遵循少量、多次饲料，以便牛更好的

吸收和消化饲料，进而有效避免牛患上气涨疾病
[6]
。除此之外，

养殖户还应该定期对牛进行按摩，这样不仅能够便于养殖户及

时发现牛患染气涨疾病，还能够在日常饲养中加强牛对饲料的

有效吸收，进而促使牛茁壮生长。其次，一旦牛患上气涨疾病，

养殖户应该在疾病症状较轻阶段，让牛处于斜坡位置站立，并

对其气涨部位进行按摩。这样不仅能够避免气体在牛胃中的停

滞，还能够加速气体排出，进而减缓牛气涨症状。此外，养殖

户还可以在木棍上涂抹煤酚皂溶液或者酵消沫，并放于牛口

中。这样就能够便于胃中气体从牛口中排出，进而缓解牛气涨

疾病。 

2 牛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表现症状及防治策略 
表现症状。牛呼吸道疾病的主要表现为患病牛体温迅速升

高并且伴有呼吸急促和气喘情况。牛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爆发及

传染具有一定的季节性。通常来说，牛患染呼吸道病毒性疾病

的季节通常是冬季和春季。这两个季节的气候温差较大，尤其

是在早春，昼夜温差较大，容易导致牛出现应激情况，进而造

成牛身体机能和抵抗力下降，较为容易患染呼吸道病毒性疾

病。此外，呼吸道病毒性疾病在牛各个生长阶段所表现的症状

略有不同。而牛犊在患染上呼吸道病毒性疾病后其表现症状

为明显和严重。牛呼吸道病毒性疾病一般是慢性或者隐性等，

牛在患病初期不易被养殖户所发现，但是一旦症状明显时，则

处于患病中后期，对于牛身体损伤较大。牛在患染上呼吸道病

毒性疾病后，还会较为容易传播其他牛并且呈现出持续性等特

点，此外，牛乳喂养、交配等环节都能够导致呼吸道病毒性疾

病的传播与蔓延
[7]
。因此，在实际的牛养殖过程中，养殖户应

该加强对于牛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重视度，并积极采取各种措

施有效防治和治理牛呼吸道病毒性疾病，进而保障牛茁壮生

长，推动牛养殖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防治策略。首先，在牛养殖以及病毒性疾病防治过程中，

养殖户应该加强对于牛生长状况的关注度，并学习 新牛养殖

知识以及病毒性疾病防疫与治理知识，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和

防疫水平，这样才能够在养殖过程中有效避免牛患染呼吸道病

毒性疾病，一旦出现该类疾病，养殖户也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治

理措施，避免造成牛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大面积传播与蔓延。

其次，一般牛患染呼吸道病毒性疾病是由于气候温度变化。因

此，养殖户应该在春季和冬季牛呼吸道病毒性疾病高发期，做

好养殖场的保温工作。进而为牛营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减少牛

因气候变化出现的应激反应。此外，养殖户还应该在饲料中增

添抗生素药物，提高牛身体免疫能力，减少牛患染呼吸道病毒

病疾病的可能性。再次，养殖户还应该帮助牛适当运动，有条

件的养殖场还可以定期进行放养，这样就能够有效强健牛的体

魄，进而避免牛患染呼吸道病毒性疾病
[8]
。 后，牛一旦患染

上呼吸道病毒性疾病，在患病初期，养殖户应该及时将患病牛

与其他牛进行隔离，避免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传播与蔓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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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应该对患病牛注射青霉素或者链霉素等抗生素药物，帮助

牛缓解高热症状，进而减少呼吸道炎症。如果养殖户不能够进

行及时隔离，将会导致养殖场内部牛大面积感染，进而造成巨

大经济损失。除此之外，在牛养殖过程中，养殖户还应该提前

为牛注射有关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预防疫苗，这样也能够有效

避免呼吸道病毒性疾病的大范围传播。同时，养殖户还应该加

强对牛舍的清理工作，合理控制养牛密度，避免呼吸道病毒性

疾病发生与传播。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强牛呼吸道与消化道病毒性疾病有效防治是

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顺应市场需求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提

高牛养殖工作效率和质量，推动牛养殖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

要前提与基础。养殖户只有加强对于牛呼吸道与消化道病毒性

疾病的关注度，才能够有效避免疾病的发生，进而保障牛的健

康生长。因此，养殖户应该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丰富养殖知识，

加强对各类牛疾病的了解与认识，并制定针对性防治与解决策

略。这样一旦发现牛出现呼吸道与消化道疾病，养殖户就可以

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造成经济损失，进而推动牛养殖行业

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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