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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肺炎的致病原因及防治策略

慕彦彤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联财畜牧兽医工作站 宁夏 固原 756300

摘� 要：近些年，随着我国畜牧业的蓬勃兴起，动物养殖的种类和数量逐年递增。动物间的传染类疾病传播速度

也日益加快，导致了犊牛种群肺炎发病率明显攀升。犊牛肺炎泛指犊牛生长初期因各种外部原因或自身原因引起的

肺部感染症状，一旦犊牛患病，会给其周围生物带来传染风险。因此要特别注意在犊牛患病初期进行重点治疗，基于

此，本文将从犊牛肺炎的致病原因及防治策略着眼，对动物饲养方式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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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肺炎是一种多发于小牛出生前两个月生长期的

急性传染病，还有少部分犊牛在出生后立刻患病，但是

当他们不再依靠哺乳时会极少患病。依据最新的畜牧科

研数据显示，犊牛肺炎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1]；该病症受

到动物圈舍卫生状况和密集程度影响，在动物生存条件

污染较为严重和牛群密集程度较大的环境中发现犊牛肺

炎的多发。该病主要以牛的上呼吸道感染类传播方式为

传染路径，症状为发热、哮喘等，肺炎高发季节为季节

交替之时，犊牛的免疫系统尚不完善，如果在动物种群

间出现一只患病犊牛，就会造成大面积的病牛出现，危

害不容小觑。所以务必加强畜牧业规范化养殖，从源头

上避免此类状况发生。

1 犊牛肺炎的症状概述

肺炎是附带有严重呼吸障碍的肺部炎症性疾患。初

生至2月龄的犊牛较多发生。犊牛肺炎在发病初期仅仅
附着在支气管中，会有咳嗽、抽搐等现象出现；二至三

天后，从牛鼻中流出脓性炎症液体或鼻涕；犊牛呼吸不

畅，面颊发红。逐渐出现发烧症状，体温相较于为患病

前会增加1-2℃，发热会持续一段时间或忽温忽热。在对
犊牛进行胸部检测的时候，患病部肺泡发音较为模糊，

可能会出现间接性肺部啰音；此时如果对犊牛进行肺部

叩诊，发现肺泡呼吸声音较高，病部伴有浑浊的声音发

出[2]。病牛食欲减退，精神低沉，呼吸变快、心率增速，

多表现为俯趴在地、鼻干流涕、咳嗽不止。

2 犊牛肺炎的致病原因

2.1  细菌类病原体的出现
家畜类动物中容易出现细菌类病原体的大规模爆

发，这是由它们的生长习性造成的。对于刚出生的犊牛

而言，细菌会侵袭它们的肺部。如果动物圈舍内的空气

质量较差，通风循环不良，就会损害犊牛自身对疾病的

防御机制，极有可能感染到相关病原。患病期间，如果

犊牛因应激反应而导致呼吸系统免疫力下降，更易出现

病症加重的情况。革兰氏菌是导致犊牛肺炎的头号致病

因素，当犊牛在生长的过程中不幸感染到类似疾病，就

会诱发传染性肺炎，严重影响了犊牛群体的健康成长。

2.2  养殖环境异常性变化
犊牛的生存和圈养环境对于其免疫力具有不可小视

的影响。一旦外界环境发生变化，就会对犊牛的健康状

况带来不确定因素。养殖管理员需要定期对犊牛生长

环境作出检测，确保其中不会有病毒入侵；只有密切关

注犊牛圈舍是否具有潜在致病因素，才会将病毒拒之门

外。犊牛的存活率主要由自身基因状况和自然因素等确

定，对免疫能力的高低也不尽相同，所以对于养殖环境

的要求也在逐渐改变，需要改善它们的生存环境。在犊

牛的成长过程中需形成特定的养殖规模，这样才可以帮

助它们远离疾病困扰。

2.3  犊牛自身摄入不洁物
刚出生不久的犊牛对于食物的安全与否并不了解，

以至于它们在进食的时候往往会误食大量的致病菌[3]。如

有一种名为抗生素奶的物质会对犊牛肺部健康具有很大

的伤害。奶源中如果出现了抗生素，就会对机体的正常

运转带来阻力。当犊牛患有肺炎时，其之前饮用的抗生

素奶与治疗药品中含有的抗生素重叠，会减慢机体吸收

抗生素的速率，犊牛也会出现一定的耐药性，所以在治

疗肺炎的时候十分不易痊愈。一些含有有害细菌的饲料或

水源如果被犊牛摄入到身体中，这些病菌会趁机进入犊牛

的肺部，并迅速增殖，以至于形成了肺部感染症状。

2.4  生存环境消毒不到位
部分畜牧养殖户由于缺少家畜防病意识，因此在犊

牛出生后，将其圈养在未经过消毒的动物围栏中，这是

具有危险性的。尽管畜牧场会定期进行大规模消毒，但

是一些传播速度极快的致病病毒依然会伺机潜藏在犊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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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为自身的存活创造机会。犊牛圈舍中尚未形成健

全的消毒制度，消毒装置和消毒设施也不全面，所以没

有形成为犊牛定期消毒的机制。在这样的情况下，犊牛

的生存条件受到了制约，它们患上肺炎的几率也在无形

中有所上升。患病犊牛不能立即被医治，进而造成牛群体

中的交叉感染情况，导致犊牛肺炎发病率居高不下。

2.5  其它疾病的继发致病
受到遗传因素或基因变异的影响，一些犊牛在出生

后就会表现为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变异细胞；这些细

胞在犊牛自身免疫能力下降的时候就会趁虚而入，仅仅

地附着在犊牛肺部，形成潜在的肺炎风险。还有一部分

犊牛受母牛的遗传作用影响，刚出生就携带肺炎基因，

此时如果再有其它来源不明的病毒感染，就会被传染到

肺部炎症[4]。在这些患有肺炎的犊牛身上，通过实验数据

可以证实，先天因素占有很大比例，因此需要畜牧兽医

引起格外重视。

3 犊牛肺炎的诊断方案

3.1  临床型检测诊断方案
当患有肺炎的犊牛被送至医院中时，它们往往身患

重症，需要对其进行入院治疗，以降低病死率。临床监

测病情是十分重要的，依据病牛的咳嗽程度和发热时

间，采用听诊、触诊和观察等形式对犊牛肺炎作出诊

断。也可以通过向病牛主人问询相关病情，进一步作出

科学诊断。听诊器中如果传回啰音、浊音或其它杂音，

就是肺炎的典型症状，需要仔细诊治。

3.2  血液常规化检测诊断
犊牛入院后，应立即采血化验，进而将肺炎控制在

可医治的范围内。向畜牧疾病检验中心送检患病犊牛的

静脉血样一管，经过一系列的试验、化验，再确定患病

犊牛是否应该获得下一步的治疗。化验结果为白细胞数

目显著增多，出现了细胞核向右移动的情况，可以确诊

为肺部感染。在血液常规检查中，犊牛肺炎通常会表现

出较为明显的特征，需要留心观察。

3.3  X射线辅助检测诊断
当犊牛出现典型的肺炎发热症状后，可以送医治

疗。通过X光片的检验可以发现，病牛肺部的纹路明显扩
张变粗，其间均匀分布着云雾状阴影。这些阴影的出现

意味着犊牛肺部具有炎症，需要进行药物治疗或辅助治

疗。医学影像检查可以进一步证实病牛肺部炎症的致病

原，帮助医生完成合理的肺炎治疗。

3.4  医生自主鉴别诊断方案
医生在对犊牛进行疾病预诊的时候，应该依据检验

结果对肺炎病情作出预判，即不同类型的肺炎会导致不

同症状的出现。其中肺小叶疾病和支气管肺炎属于不同

的肺炎类别；可吸入性肺炎与大叶性肺部感染都需要不

同的治疗方法加以应对。由于每种肺炎的发病时间、病

程长短、严重程度不尽相同，因此也需要依照实际情况

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选用不同的治疗方案进行分类

诊断，减轻病牛的病痛。

3.5  化学试剂检测诊断方案
化学试剂检测方案是指将患病犊牛的病毒排泄物及

时送检，将样本中的少部分放置在载玻片中，滴入相应

的化学试剂并在显微镜的观察下发现致病细菌的过程。

它以直观的优势被列为病牛肺炎的诊断首选方案，大大

增加了患病犊牛的诊疗正确率，也提升了诊断效率，可

谓是医生的好助手。此外，化学试剂诊断法可以减少病

牛的误诊率，使犊牛肺炎获得预期的诊疗目标。

4 犊牛肺炎的防治策略

4.1  及时采取抗菌消炎方法进行防治
抗生素的使用可以有效缓解病牛的病痛，如采用青

霉素、阿莫西林等注射类药品能迅速起效，每天一次，

连续使用三至五天，即可见效。如果对此类抗菌消炎药

产生了耐药性，还可以选择头孢类继续注射。当肺炎得

到了初步的控制，可以逐渐减少抗菌素的使用，以降低

犊牛的不良反应。抗菌消炎的防治方法可以降低病牛呼

吸困难的症状，最大限度地控制犊牛出现肺部水肿，对

继发性肺部感染作出有效预防和彻底根治[5]。因此犊牛养

殖户应依据发病的具体情况，针对病牛表现出来的不同

症状进行合理调查，强调是否会存在养殖管理疏漏。及

时将犊牛送至卫生防疫站进行必要的疫苗接种可以有效

地应对细菌感染引起的肺部炎症。及时采取抗菌、消炎

的方法对犊牛肺炎进行防治很有必要，可以有效地应对

突发疾病。

4.2  合理选择药物，制止组织液渗出
选择适当的药物对犊牛肺炎进行治疗和控制是预防

家畜大面积传染病发作的基础。可采用葡萄糖注射药物

或葡萄糖酸钙、维生素混合液对病牛进行治疗，每天二

次，连续注射三至七天，可以有效地对病牛组织液渗出

进行阻止。在犊牛肺炎疗程中，可以循序渐进地采用适

合犊牛的药品对其病情进行控制。遵循适度原则，既不

过量使用药物进行治疗，也不因用量过少而无法起到治

疗效果。犊牛肺炎之所以具有难治疗、难治愈的特点，

主要是由于犊牛的免疫系统还不完善，无法从源头上控

制其病理。所以在治疗的过程中一定要特别注意选择合

理的肺炎治疗药物，将病牛的患病时间降至最低，以多

元化、实效性的治疗方案对犊牛肺炎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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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选用口服试剂促进病体吸收药物
犊牛如果被肺炎病毒所感染，就会出现干咳、流涕

等上呼吸道症状，呼吸频率明显加快，这对于它们恢复

健康而言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只有采用行之有效的

口服试剂才有可能减轻这些不良症状，可以口服复方甘

草合剂或者氯化铵试剂，将咳嗽等症状加以控制，同时

可以进行化痰。犊牛因为体质虚弱，对于外在的治疗或

许会有不耐受的情况出现，因此选择口服试剂是一种不

错的选择。口服试剂一方面可以帮助犊牛病体进行药物

吸收，使它们尽快摆脱肺炎的困扰；另一方面，口服试

剂可以直达病灶，具有见效快、副作用小的独特优势。

所以应重视口服试剂的特点，辅助犊牛积极配合肺炎治

疗，从源头上改善传统治疗犊牛肺炎的机械式疗法，减

轻病牛患病痛苦。

4.4  依据实际病情采取对症治疗方案
医生在应对犊牛肺炎时，需充分考虑不同犊牛的药

物耐受程度，针对不同症状为它们制定合理的治疗方

案、诊断方法[6]。及时了解犊牛肺炎的成因和发病机理，

在没有误诊的前提下对病牛的发病症状作出合理解读。

针对具体的病症来化解犊牛肺炎的实际表征。如果犊牛

发烧、发热，就可以采用退烧药进行诊治；犊牛呼吸不

畅较为严重时就应将氧气瓶放置在牛鼻子的位置，以便

可以随时吸氧，增强其呼吸的兴奋程度，减轻胸闷、憋

气的症状。当患病犊牛伴有心脏衰竭的情形时，就必须

在用药中加入强心类药品，将其病牛的死亡率；若患有

肺炎的犊牛出汗较多或体温偏高的时候，就要对它们进

行补充液体的治疗方法，修正水电解质的体内酸碱失衡

的症状。对于重症患病者一定要立刻用激素类药物迅速

短期治疗，将急病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只有这样，才

可以将犊牛肺炎彻底治愈。

4.5  适当引入中药治疗作为辅助疗法
常言道，西药治标、中药治本。采用中西医结合的

治疗方法可以科学、规范地应对犊牛肺炎的不同症状。

犊牛有异于成年牛，它们的中药用量需酌情递减。采用

麻杏石甘汤可以有效地医治犊牛肺炎。其中所需中药材

原料为麻黄、杏仁、甘草、金银花、连翘等，研磨成粉

末状并适量加入蜂蜜为中药饮，开水冲服，每天一至两

次，每次五十克左右，接连服用三至七天，就可以有效

地缓解犊牛肺炎的外在症状。此外，在服用中药期间，

一定要将病牛的体表特征变化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出现

好转就应适量减少药品剂量。在中药饮片的辅助下，犊

牛肺炎会获得良好的医治，也提升了犊牛的机体免疫

力，可谓是一举两得。依据中药配伍方法获得根治的犊

牛在短期内重复发病的几率非常低，这是因为标本兼治

的治疗方法可以增强犊牛的抗病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犊牛养殖行业中存在着肺炎感染的风

险。只有优化动物生存环境，加强环境通风，及时更换

腐蚀饲料并积极调整犊牛养殖方案，才能从源头上切断

犊牛肺炎的发病源。除此之外，还应密切关注犊牛肺炎

感染的发病规律和实际特点，最大限度地降低犊牛患病

风险。秉承着预防为主、治疗为辅的原则，积极采用免

疫增强方法对犊牛进行疫苗接种，使其远离传染性肺炎

的困扰。从犊牛的日常饮食结构来看，如果希望提升它

们的自身免疫力，则需要从丰富饲料种类开始适当增加

饲料的营养成分，切实对犊牛机体进行养分的补充，以

便在后续对抗肺部疾病的时候可以迎刃而解。万一犊牛

不小心被感染到肺炎，可以在第一时间请畜牧兽医前来

诊治，不要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并依据合理的治疗方法

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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