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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中暑的诊治及预防措施
向 奎

（四川省平昌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平昌，636400）

摘 要：牛中暑是由于高温环境引起的一种常见疾病，其发生率在夏季高温季节明显增加。牛中暑不仅会导致牛只的生产能力下

降，还会增加其患病和死亡的风险。因此，及时诊断和有效治疗牛中暑对于保障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预防措施的

实施也可以有效地降低牛中暑的发生率。基于此，本文将重点探讨牛中暑的诊断方法、治疗措施以及预防策略，旨在提供给养殖业者

和兽医学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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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病情况

四川省平昌县西兴镇一养殖户养殖本地黄牛12头，
以放养为主，8时左右放至山林，17时左右回归；2023年
5月6日外购肉牛20头，舍养，观察隔离期未见异常，7月
12日，3头肉牛采食下降，精神沉郁，反刍减少，村级
防疫员和畜牧站兽医诊断为牛普通感冒，进行了3d抗菌
消炎治疗，没有好转，病情反而加重，请求县疫控中心

诊断治疗。经检查：3头牛体温分别为39.9℃、40.2℃、
40.7℃，脉搏微弱，但都达到了100次/min以上，最高为
127次/min，均表现为呼吸加快，不愿走动，四肢无力，
步态不稳，精神沉郁、低头半闭眼，眼结膜潮红，肌肉

颤搐，静脉怒张，口中流出泡沫状唾液。经采集新鲜嫩

玉米叶饲喂，发现其中1头已不采食不反刍，2头牛采食
少，不反刍，其他17头牛采食状态和反刍无明显异常，
体温略有升高。本地黄牛采食、反刍、体温均无异常。

2 发生原因与临床症状

2.1 发生原因

首先，高温环境是牛中暑的主要诱因之一。在酷暑季

节，气温升高，空气湿度也随之增加，使得牛舍内的温

度急剧上升。牛只身体无法有效散热，导致体温升高，

进而引发中暑。其次，饲养管理不当也是牛中暑的重要

原因之一。饲养环境的通风不良、饮水不足以及饲料不

合理等因素都会增加牛只中暑的风险。特别是在高温天

气下，牛只需要更多的水分来保持体温平衡，如果饮水

不足，就会加重中暑的发生。最后，牛只本身的体质也

会影响其对高温的适应能力[1]。

2.2 临床症状

牛中暑是牛只在高温环境下由于体温调节功能失常

或无法适应高温而引发的一系列症状。了解牛中暑的临

床症状对于及时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牛中暑的主要临

床症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呼吸急促。受到高温
环境的影响，牛的呼吸频率会显著增加，表现为呼吸急

促、气喘等症状；（2）唇舌干燥。由于体温升高，牛的
唇舌会变得干燥，甚至出现脱屑的现象。这是由于体内

水分不足，牛不再能够正常分泌唾液所致：（3）体温升
高。牛中暑时体温会明显升高，超过正常范围。正常牛

的体温在38.5~39.5℃之间，而中暑的牛的体温可能超
过40℃，甚至更高；（4）精神不振。受高温影响，牛会
表现出精神不振、活动减少的症状，患病牛只可能会躺

倒或倚靠在墙壁上，无精打采；（5）食欲减退。在中暑
的状态下，牛的食欲会明显减退，不再有正常的进食欲

望，这是因为体内的热量无法得到适当消耗，导致牛不

再感到饥饿。

3 病因分析

3.1 望诊

经观察，该圈舍为坐西朝东，高6.5m，无风扇，顶
部为白色彩钢棚，全天太阳直射时间在8h以上，圈舍北
边紧挨着光秃秃的小山坡，南边无天然遮挡物，仅挂有

一层较薄的遮阳网。圈外微风，人体舒适，圈内无风，

燥热，温度明显高于圈外。

3.2 问诊

询问养殖户饮水情况，使用高处堰塘水直喂，不清

楚饮水量，饲料一直使用干草和精料，未改变，经检

查，无霉变情况。病牛身体过瘦，被毛粗乱，5d前开始
减食至不食，反刍下降至不反刍。兽医使用注射青霉素

治疗无效果。

3.3 综合诊断

结合天气温度、圈舍环境、牛的饮食情况、发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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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治疗情况，本地牛情况，诊断为牛因环境温度过

高，通风条件不好，导致体内热量散不出去而中暑。

4 综合治疗

4.1 物理降温

降温是抢救的关键，立即将牛赶至通风阴凉的地

方，使用深进水对牛体，特别是牛头颈部进行冲浇。体

温下降至39℃左右时，应停止降温，以防止虚脱。立即
给圈舍加装风扇，对彩钢棚喷水降温，把圈舍温度控制

在27℃以下[2]。

4.2 放血治疗

通过颈部静脉、耳尖、尾尖放血200~1000mL。
4.3 西药治疗

静脉滴入5%碳酸氢纳500~1000mL，0.9%氯化钠溶液
1000~2000mL；静脉滴入20%甘露醇500~1000mL，5%葡
萄糖500~1000mL，VC100~200mL。给症状较轻的牛在饮
水中加入适量电解多维。

4.4 中药治疗

给3头病牛分别用牛羊反刍健胃散150g，兑水
1000mL灌服。全群牛在饲料中加入香薷散。
经2d中西医结合治疗，第2d病牛病情明显好转，

病情较轻的两头牛精神状态较好，反应较灵活，反刍

9~15次，开始吃料，能食正常时候的一半左右，体温基
本正常，其他牛恢复正常，停止用药。经连续用药3d，
第3头牛病情好转，停止用药。
5 预防措施

5.1 控制环境温度

5.1.1 改善周围环境降温。改善牛圈周围环境，进
一步减少圈舍受到阳光照射产生的热量。可以在圈舍周

围种植饲草作物、农作物或栽树，在圈舍上方放置稻

草、秸杆、防晒网等进行遮阳。也可以栽种藤蔓植物搭

架爬上圈舍、减少圈舍顶部及四周对太阳直射热量吸收

达到降温。

5.1.2 改善圈舍条件降温。在圈舍顶部装上自动喷
淋设备，在圈舍门上装水帘，圈舍内装电风扇，温度高

时向圈舍顶部及圈舍内喷水降温；圈舍内空气干燥时，

在10时、12时、2时、4时温度较高时段在舍内水泥地面
喷凉水降温（最好不要直接、长时间对畜禽进行直接冲

水降温）；在圈舍内高温潮湿时加强通风，多开窗透气，

有效降低圈舍内的温度[3]。

5.1.3 降低养殖密度降温。通过分圈的方式降低饲
养密度，减少动物自身产热量，从而降低圈舍温度，但

应该注意减少应激影响。

5.1.4 适当放牧降温。放牧的动物要早出晚归，尽

量避开中午高温时间放牧，对于养殖大户，要在水源食

物充足的地方搭建遮阴棚，以利于动物适时休息，防止

中暑。

5.2 加强饲养管理

5.2.1 改变喂养时间。中午前后是气温较高时段，

动物吃食减少，甚至拒绝采食，因此可以改变投喂时

间，可以在早上8点前和下午6点后投喂饲草饲料，中午

不喂或者少喂，或喂一定量的青绿季节饲草料（如玉米

叶、青草、黄瓜、红薯藤等）。

5.2.2 保障充足的饮用水。高温天气牛的饮水量是

冬天的4倍，必须保证牛及时喝到清洁的凉水，若是自来

水要特别注意检查水管的出水温度。

5.2.3 适当添加中药，增加采食量。可以在饲料中

添加一些助消化、适口性好的中药，如山楂、麦芽、神

曲等开胃消食的中药。

5.2.4 适当投喂防暑药物。在饲料或饮水中加入香

薷散、十滴水、藿香正气水；也可以采集用于清热除

湿、抗炎抗菌的车前草、夏枯草、紫苏叶、灯心草、鱼

腥草、石菖蒲、樟树叶等煮水凉冷后饲喂，每周2~3次。

5.2.5 尽量减少应激因素。高温天气应避免运输、

转群、接种疫苗等人为因素，若必须进行，应选择在早

晚或天气凉爽的时间。

5.3 严格卫生消毒措施

牛的粪便内含有氨、硫化氢等有害物质，气温越

高，散发出来的气味就越大，对牛的影响也很大。要及

时打扫好圈舍内的清洁卫生，清除粪便和垫料；做好预

防消毒工作，及时对栏舍、水槽、食槽进行清洗消毒，

保持每周消毒2次以上，要选择高效、无刺激、气味小、

腐蚀性小的消毒药品，确保圈舍内空气清新。

6 结束语

经流调监测，全县有12家中小规模养殖场57头牛出

现不同程度的牛中暑症状，用该方法治疗，未发生死

亡。全县牛场均采用上述预防措施，截止目前，全县未

再发现牛中暑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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