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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门源县北山乡从2016年开始在7个行政村开始了本地黄牛的杂交改良推广工作,成效显

著,得到了养殖户的认可,但因部分养殖户在牛生理知识方面缺乏足够的认知,通过缩短能繁母牛

产后恢复期来求取养殖利益最大化,导致母牛产后子宫各项机能未完全恢复并进行了配种,同时又

不注重环境卫生,致使病原微生物侵入子宫壁引起子宫出现炎症并继发化脓性子宫内膜炎,造成母

牛受孕延迟或不孕和养殖户的经济损失,本文从化脓性子宫内膜炎的概念、临床症状诊断、病因分

析及治疗方面进行论述,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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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shan
 

Township,
 

Menyuan
 

County
 

has
 

started
 

the
 

cross-breeding
 

and
 

improvement
 

of
 

local
 

cattle
 

in
 

7
 

adminis-
trative

 

villages
 

since
 

2016,
 

and
 

the
 

work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This
 

has
 

been
 

recognized
 

by
 

farmers.
 

However,
 

some
 

farmers
 

lack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cattle
 

physiology.
 

To
 

maximize
 

the
 

breeding
 

benefits
 

by
 

shortening
 

the
 

postpartum
 

recovery
 

period
 

of
 

fertile
 

cows,
 

this
 

leads
 

to
 

the
 

incomplete
 

recovery
 

of
 

postpartum
 

uterine
 

functions
 

and
 

the
 

mating
 

of
 

cows.
 

At
 

the
 

same
 

time,
 

they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hygiene,
 

causing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to
 

invade
 

the
 

uterine
 

wall,
 

causing
 

inflammation
 

of
 

the
 

uterus
 

and
 

secondary
 

suppurative
 

endometritis.
 

This
 

results
 

in
 

delayed
 

or
 

infertile
 

cow
 

con-
ception

 

and
 

economic
 

loss
 

to
 

the
 

farm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
 

of
 

purulent
 

endometritis,
 

diagnosis
 

of
 

clinical
 

symp-
toms,

 

etiology
 

analysis
 

and
 

treat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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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山乡位于门源县中北部,距县城5
 

km,东临

西滩乡,西与苏吉滩乡相望,北靠祁连山,南与浩门

镇接壤。全乡总面积11
 

288
 

hm2,辖7个行政村;拥
有耕地面积1

 

680
 

hm2,草场面积7
 

746
 

hm2。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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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牛、羊、生猪养殖育肥贩运为主。
 

2022年牲畜

存栏1.799
 

2万头只,牛9
 

155头,其中牦牛4
 

600
头,西门塔尔牛1

 

260头,黑白花奶牛110头,当地

黄牛335头,杂交后代牛2
 

850头;能繁母牛5
 

810
头,其中牦牛2

 

750头,西门塔尔牛850头,黑白花

80头,当地黄牛230头,杂交后代能繁母牛1
 

900
头,杂交后代能繁母牛占能繁母牛比例为32.7%。

1 化脓性子宫内膜炎概念

化脓性子宫内膜炎(子宫蓄脓)是子宫黏膜发生

炎症后未及时诊治处理,使子宫黏膜病症进一步加

重,引起子宫脓性分泌物蓄积而引起的一种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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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产科疾病,也是引起母畜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
母畜产后早期继发分娩疾病(如:难产或助产造成子

宫体损伤、胎衣不下、子宫炎及产道炎等)或配种时

的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如:人工授精时的操作不

当、公母畜体格不成比例、公畜外生殖器官不洁等)
均可引起母畜子宫发生化脓性子宫内膜炎,其主要

病原微生物有化脓性棒状杆菌、大肠杆菌、溶血性链

球菌、布鲁氏菌等,如不及时处理会造成母畜生殖功

能减退、产仔延后及不孕等症状的发生,从而加大养

殖户饲喂成本,给养殖户带来经济损失。

2 化脓性子宫内膜炎病例
   

一列改良后代母牛化脓性子宫内膜炎病的诊疗

与病因分析,2021年8月下旬门源县北山乡北山根

村村民牛某,发现最近一段时间自家养的9岁黑白

花改良当地黄牛后代(F1)母牛卧地时阴户常常流

出一些白色絮状物质、食欲不佳、精神不振,时常喜

卧于阴凉处,日饮水量增加、拱背翘尾,逐渐消瘦以

为牛出现了流产征兆便打电话叫作者前去诊治。

3 
 

化脓性子宫内膜炎的诊断

3.1 问诊
 

经作者详细询问畜主该病牛上一胎受配及产犊

情况,得知该病上一胎是用本村养殖户饲养的西门

塔尔杂交后代种公牛进行本交配种,并于2021年6
月初产一头公牛犊,产犊时因犊牛体重较大,未能顺

产,随即进行了人工助产,2022年7月17日上午8
时左右该病牛有疑似发情现象(产后45d左右),便
驱赶牛到本村种公牛养殖户家进行配种,配种方式

为本交配种,种公牛是西门塔尔种公牛,体型较大,
配种时该病牛不太愿意接受爬跨,便进行了多次强

制交配,配种当天下雨,种公牛在室外拴养,场地比

较泥泞,种公牛腹部粘有粪污和泥水,该病牛配后阴

户有少量流血现象,此后一段时间未发现异常,但近

期病牛卧地时阴户常流出白色物质,食欲不佳,精神

不振,喜卧于阴凉处,饮水较多,拱背翘尾,逐渐消

瘦,畜主怀疑母牛要流产了。

3.2 视诊
 

根据视诊诊断要求、方法和主要事项,通过眼观

查看病牛可视黏膜,姿势及体表,对该病牛进行了视

诊诊断,经诊断,病牛可视黏膜无临床特征性表现,
在静态站立时背腰部稍有拱起,尾根稍微抬起,体表

被毛粗乱不太光泽,阴户周围黏有脓性分泌物,尾根

黏附渗出物并干涸结痂;借助牛用开殖器检查阴道

和产道,发现阴道和产道内有较多脓性物质,查看子

宫颈口时,子宫颈口稍有红肿,同时可见少量白色脓

性渗出物从子宫颈口流出。

3.3 体温测量
 

根据病牛时常喜卧于阴凉处,日饮水量增加,初
步怀疑病牛因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下出现炎

症,导致发烧,而出现喜卧于阴凉处,饮水增加的临

床表现,便对病牛进行了体温测量,经直肠测量体温

为39.2℃,确诊病牛发烧,同时也进一度证实病牛

体内炎症的存在。

3.4 触诊
 

通过分析问诊、视诊和体温测量结果,结合以往

病畜诊治经历,初步怀疑该病牛可能患有家畜产科

疾病中的化脓性子宫内膜炎病,出现了子宫蓄脓现

象,便进行了进一步的触诊检查,检查方法为通过直

肠触诊病畜产道、子宫颈、子宫体、子宫角和卵巢的

大小、质地、卵泡和黄体情况来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直肠检查时病畜努责、拱背、骚动不安,触摸子宫颈

稍有肿大,两侧子宫角及子宫体较大,分界不明显,
子宫壁变厚,但整个子宫的薄厚及质地不一致,有明

显的波动感,双侧卵巢大小质地无明显变化,右侧卵

巢触摸是有明显的黄体存在,按压子宫时,病畜疼痛

加剧,并从阴户流出大量白色絮状或块状脓性物质

且恶臭难闻,随着按压回送次数的增加,排除的脓状

物量开始减少,波动感同时也减弱。

4 化脓性子宫内膜炎诊断结果

根据病牛食欲不佳、精神不振,时常喜卧于阴凉

处,饮水增加,卧地时阴户流出一些白色絮状物质等

病史结合临床检查发现,病牛体温升高,说明炎症的

存在;视诊发现病畜静态站立时背腰部拱起,阴户有

黏性分泌物,尾根黏附渗出物并干涸结痂,并且尾根

抬起;直肠触诊子宫时病畜疼痛明显,触摸发现宫颈

肿大,两侧子宫角及子宫体较大,子宫壁变厚,整个

子宫的薄厚及质地不一致,有明显的波动感,按压子

宫时,阴户流出大量白色絮状或块状脓性物质且恶

臭难闻,随着按压回送次数的增加,排除的脓状物量

开始减少,波动感同时也减弱等临床症状判断出该

病畜所患疾病为典型的化脓性子宫内膜炎,也叫子

宫蓄脓。

5 化脓性子宫内膜炎的治疗

5.1 治疗原则
 

冲洗子宫、清除脓物分泌物、抗菌消炎防止感染

扩散、补充营养,恢复机能,活血祛瘀、温经止痛,加
强科学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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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局部麻醉、子宫冲洗及给药
 

为减轻冲洗子宫时病畜疼痛和努责,确保子宫

冲洗的顺利进行,在病畜1、2尾椎间,用2%普鲁卡

因溶液10
 

mL进行硬膜外腔封闭;子宫及产道冲洗

3
 

000
 

mL凉开水中加入高锰酸钾配成0.1%~
0.3%的高锰酸钾溶液,溶液量可根据病畜治疗情况

进行加减,冲洗液温度应保持在37~39
 

℃,此法能

增强子宫及产道血液循环,从而改善生殖器官的代

谢,用子宫冲洗器,由外向内进行冲洗,冲洗的同时

用另一只手通过直肠给子宫向产道方向的轻度推

理,以便脓性分泌物和冲洗液从冲洗枪流出体外,需
多次冲洗,每次冲洗要尽可能将脓性物质冲洗干净,
高锰酸钾溶液冲洗完毕后,用500

 

mL0.9%生理盐

水进行最后的冲洗,防止后面注入的药物与高锰酸

钾发生反应,降低疗效;冲洗完毕后,采用人工授精

方法子,向宫及产道给药,用一次性输精枪外套向子

宫颈及子宫内注入10%的土霉素注射液30
 

mL;用
消毒好的长镊子向产道深部投放甲硝唑泡腾片

4片。

5.3 静脉输液

静脉输液,第一步,用0.9%生理盐水300
 

mL
注射液加头孢噻呋钠(以头孢噻呋计0.2

 

g)2支再

加地塞米松2支;第二步(水乌钙),用0.9%生理盐

水200
 

mL加氯化钙100
 

mL,加水杨酸钠100
 

mL,
再加乌洛托品20

 

mL;第三步,用5%葡萄糖注射液

500
 

mL加维生素C30
 

mL,上述三部药液依次通过

静脉进行缓慢滴注给药。

5.4 灌肤中药

根据病畜由化脓性子宫内膜炎引起病畜食欲不

佳,体温身高等病症,中药采取宜化湿健胃的“完带

汤”:党参、白术、茯苓、山药、薏苡仁各45
 

g,苍术、川
芎、杜仲、芡实米、车前子各30

 

g,水煎灌肤,每日早

晚灌肤各一次。以上治疗方法每日治疗一次连续治

疗5
 

d。

6 化脓性子宫内膜炎的疗效

治疗结束后第3d进行复诊,该牛体温恢复正常

38.6℃、阴唇及产道无明显脓性分泌物,直肠触诊子

宫及子宫颈大小正常,未触到波动感,子宫比治疗前

向骨盆腔有明显回收,询问采食情况,采食正常,确
定此法治疗有效,建议畜主加强饲养管理,科学繁

育;该牛于2021年10月17日早晨开始发情,阴道

流出分泌物透明清亮,粘性良好,经直肠触摸卵巢右

侧卵巢有发育卵泡,子宫及子宫颈大小正常,下午7
时采取人工授精方法进行配种,为考虑到犊牛出生

重问题,选用西门塔尔蒙贝利亚品系出生中小的种

公牛冻精进行人工授精,此后再无发情现象,于

2022年7月下旬顺利产下一头母牛犊。再次验证

牛患化脓性子宫内膜炎及化脓性产道炎时可参考此

法进行治疗。

7 化脓性子宫内膜炎的病因分析
 

7.1 病牛本身

该病牛已9岁,属高龄母畜,多次生产后,机体抵

抗力、代谢能力、生殖器官功能下降,子宫对外界病原

微生物的抵抗能力也相应下降,又因上胎犊牛出生重

较大,产犊时未能顺产,加重了子宫恢复负担,同时对

于一头多次生产的高龄母畜受年龄、生殖器官功能下

降等因素的影响,产后恢复时间也会随之延长,只有

在达到足够的恢复时间,子宫恢复良好的情况下才能

具备下一次的受孕,但该病牛出现疑似发情现象时间

在产后45d左右,此时该病牛生殖器官各项机能未完

全恢复,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能力较低,也是导致该

病牛患化脓性子宫内膜炎主要原因。

7.2 环境卫生

每年8月份是门源县一年中气温最高季节,雨
水也较多,在此阶段牛羊养殖场地微生物繁殖和蚊

蝇繁衍最为活跃的时节,种公牛拴养在室外,雨天场

地泥泞,种公牛腹部所粘连的粪污和泥水是病原微

生物藏匿的最佳载体,也是该病牛患化脓性子宫内

膜炎病的病原微生物来源。

7.3 管理方式

在此病中管理粗放因素占据比重较大,第一,养
殖户过于追求养殖效益,疏忽母畜产后各生殖器官

恢复情况,同时缺乏对母畜产后护理常识和对发情

的正确判断,出现母畜不接受爬跨时进行多次强制

配种,再加上没有科学的选配,导致母畜产道的创

伤,生殖道和子宫黏膜的损伤,破坏了生殖道和子宫

内膜的正常防御能力,为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创造了

条件;第二,配种场地选择不当,雨天在室外地面泞

泥,粪污较多,且公母畜在交配前未对种公畜腹部的

粪污和泥水做清洁和消毒处理工作,为病原卫生进

入母畜产道埋下了隐患;第三,产道创伤出血后未及

时治疗处理,使病原微生物在创伤的产道中短时间

内进行大量繁殖;第四,养殖户日常缺乏第一时间对

牛体异常现象的发现能力,该病初期未及时发现,导
致病畜子宫的蓄脓。

7.4 营养供给

母牛产犊本就消耗了很大的体能,同时还需泌

乳哺育犊牛和子宫恢复方面也要消耗较多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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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门源8月份牛羊都在草原放牧,此时牧草不能满

足杂交后代母畜的日常采食量,并且又没有采取补

饲,母畜因得不到足够饲草料的供给,尤其是能量饲

料、蛋白饲料和矿物质饲料的缺乏,造成母畜体况下

降,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减弱,引起整个机体免疫力

下降,未能抵御病原微生物的侵入,使该病牛发生化

脓性子宫内膜炎。
 

8 小结
 

通过对该病牛的诊治及参考各类文献,从病牛

本身、环境卫生,管理方式、营养供给4个方面详细

分析了该病的发病机理和经过进行了分析,发现养

殖户受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缺乏科学的饲养管

理知识及技术,盲目追求养殖效益,疏忽家畜的生理

规律和各阶段对营养物质的需求,缺乏合理补饲观

念,导致牛体消瘦,身体各器官对外界疾病的免疫力

下降,同时定期不注意养殖场地环境卫生清扫消毒,
为致病性病微生物的藏匿繁衍创造了条件,上述问

题的存在最终导致牛体身患化脓性子宫内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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