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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防治措施

摘要 : 随着养牛产业的快速发展，养殖规模进一步的扩大，养殖

数量进一步增多，牛结节性皮肤病发病频次逐渐增加，对牛的

生长发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该文介绍了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防

治措施，旨在为相关从业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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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结节性皮肤病是一种由牛皮肤结节病毒引起的传染病，该

疾病有着较高的感染率，同时传播速度较快，一旦在养殖过程中

出现，会对养殖工作开展造成较大的威胁。当前应重视该疾病的

防控工作，保证牛群健康，灵活运用多种措施，促进牛群的健康

生长，抑制病原病毒的传播和扩散。生产中，需注重牛结节性皮

肤病的治疗与防治工作。

1     治疗措施

生产中一旦发现疑似牛结节性皮肤病案例后，应及时采取有

效的处置措施。养殖场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后，需立即封锁养牛场，

停止一切的调运、买卖活动，以遏制疫情传播。采集牛群的皮肤

痂块、唾液等样本，送到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以确认疫情情况，

并及时上报防疫部门。对其他牛群需及时接种牛痘疫苗，以提高

免疫力和抵抗力。在养殖场内可进行一次全面的灭虫、清洁、消

毒工作，清除病源和病媒，避免疫病在养牛场中扩散。处理疫情

时，饲养管理人员可寻求专业防疫人员的帮助，在其指导下，严

格按照相关法规规定做好各项操作，确保处置工作的科学性和有

效性。

同时，对患病牛应首先由专业兽医进行诊断。确诊后，应及时

采取隔离与治疗措施，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结合病情选择适当的

治疗方法。可肌肉注射青霉素进行疾病的治疗。体表患处则可涂抹

碘伏进行消毒处理，对于已经破溃的外部皮肤位置，可以使用高锰

酸钾溶液进行冲洗。伴有发热症状的牛，可肌肉注射氟尼辛葡甲胺

注射液。对于有溃烂现象的牛只，可以选择注射头孢噻呋钠液。眼

部病变，可以药物冲洗眼部进行消毒，并应用环丙沙星溶液做进一

步治疗。治疗过程中应做好针头的消毒工作，避免共用针头，保证

治疗过程的卫生安全，获得相对理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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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防措施

2.1   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针对该现状，相关部门应加强防疫，做好宣传工作。为了应

对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问题，防疫部门还应结合自身养殖区内的养

殖实际以及疾病发生情况，进一步的扩大宣传教育的广度及深度，

利用多种途径做好宣传工作。如，通过电视、广播这些传统媒介，

做好宣传工作，同时不宜忽视对新兴的社交以及数字媒体渠道的

应用，科学的利用微信、专业的养殖业应用 app、抖音等途径，

传播有关疾病防治的供相关知识以及信息。通过这样的综合宣传

策略，进一步提高公众以及养殖人员对该疾病的防范意识，并鼓

励和引导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1]。可以在养殖区内，组织专业

防疫人员，成立专门的宣传培训队伍，以确保将牛结节性皮肤病

的知识有效传达给养殖户。队伍可以通过制作、发放宣传材料，

让养殖户随时参考，并在必要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达到遏制

疾病的传播的效果。

2.2   重视疫情排查与监测

疫情排查是降低牛结节性皮肤病传染率的重要措施。通过

定期的疫情排查，能够及时发现患病牛只，并对其进行隔离或

治疗，进一步减少病原体在牛只群体中的传播。此外，排查能

够较好地监测疫情，并掌握其发展趋势，及早发现异常情况，

同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有助于遏制疾病扩散。因此，定期

的疫情排查对于牛结节性皮肤病的控制有着重要意义。养殖场

的防疫人员应制定详细完善的排查计划，计划内具体包括排查

时间、地点、具体的排查内容等，并且合理的安排工作人员，

做好任务分工。对牛只的行为、健康状况以及皮肤情况等，及

时做好观察，便于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异常情况。同时还应构建

科学完善的病例登记制度，记录发现患病牛只的情况，包括其

具体的症状、发病时间等信息。

加强疾病的监测与疫情通报，有助于及时发现疫情，有效防

控疾病的传播。养殖场应制定科学完善的疫情监测方案，保证其

可能够较好的涵盖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预防、控制以及监测策略等

工作。控制好监测的范围、频率，划分好具体的负责人员。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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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场工作人员、兽医等防疫人员，可以展开专业培训，保证其

能够较好地识别牛结节性皮肤病的典型症状以及临床表现，并了

解采样、报告及隔离的程序。密切监测牛群健康状况，尤其是皮

肤上存在任何异常肿块或病损。同时密切观察牛的行为、食欲、

泌乳量以及体质量等变化。可以定期对牛展开健康检查，包括细

菌培养和 PCR（聚合酶链式反应）检测等先进的实验室检验，

从而准确快速地检测出病牛是否感染。做好报告与记录，保证能

够及时记录和报告所有的怀疑病例和确诊病例。详细记录包括动

物的标识、症状的详细描述、样本采集时间、诊断结果等。定期

分析监测数据，评估疫病的发生率、分布和潜在的传播风险，调

整监测和防控措施。与防疫部门、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等，还应进

行信息共享，共同维护动物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 [2]。

2.3   强化引牛检疫工作

强化引牛检疫工作对于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防疫非常重要，该

步骤能够有效保障牛群健康。养殖场可坚持自繁自养，必要时还

应进行严格的检疫。在外地引入牛时，还应进行严格的检疫，还

应对引进的牛做好全面的健康检查，包括疫病检测、体格检查和

血清学检测等。引进的牛只不宜立即放置到养殖场中，应该设立

专门的隔离区域，对引入的牛进行隔离饲养 1 个月以上时间。隔

离饲养阶段，要加强对引进的牛只做好免疫、消毒工作，以确保

其不会向现有牛只传播疾病。在隔离饲养期过程中，还应定期观

察和检测引进的牛只的健康状况，确保没有出现疾病症状。防疫

部门还应提前对引进牛只的产地进行调查和审核，杜绝从疫区引

进牛只，从根源上降低疫病传播的风险。引进牛只后，还应定期

安排兽医进行检查，确保牛只的健康状况。保证每一批引进的牛

只均有完整的健康证明以及相关的文件，记录引进牛只的来源、

检疫情况等信息。

2.4   重视消毒灭虫

做好消毒灭虫工作对于控制牛结节性皮肤病的传播有着重

要意义。养殖过程中，要清理干净养殖产生的粪便和污水，这有

助于提高后期的消毒清洁效果。其次可在圈舍内的各个角落和表

面进行全面喷雾消毒，确保没有死角。选择高效、低毒、低残留、

不刺激的消毒剂进行喷雾。

吸血类昆虫是该疾病的主要传播媒介，因此有效控制昆虫

数量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选择高效的昆虫灭杀剂，如菊酯类

兽药，可以在圈舍、周边环境和牛体中进行灭杀，从而减少病

媒昆虫的数量，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同时，灭虫工作有助于

改善牛只的生活环境，提高养殖环境的卫生水平，减少其他疾

病的传播。因此，科学合理地进行定期的灭虫工作对预防牛结

节性皮肤病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消毒灭虫的工作的进行，还应

科学控制好频率，例如可间隔 2 周进行 1 次灭虫工作，确保灭

虫效果持续有效。注意在进行消毒灭虫工作时，应遵循相关安

全操作规程，佩戴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自身和动物的安全。后

期还应要对消毒灭虫工作的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估，确认消毒和

灭虫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2.5   落实免疫接种

对牛群进行免疫接种同样是预防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重要措

施之一。在接种时，应结合具体的规章制度以及兽医建议，确定

牛群的免疫接种时间和所需的疫苗种类。可以结合疫苗的实际要

求以及牛只的体质量，正确计算和注射疫苗，保证每头牛只均能

够接种到足够的疫苗剂量。在进行大规模接种之前，为保证疫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以先在小规模的群体内进行接种试验，观

察疫苗接种后牛只的反应情况。若是有牛只存在不良反应，还应

及时处理并做好记录，保证牛只的健康和安全。定期检查牛群的

接种情况，确保牛只的疫苗接种计划得到有效执行，并及时更新

疫苗接种内容 [3]。

3     结语

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防控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实际养殖工作进

行时，做好疾病的科学防控有着重要意义。当前，还需在养殖工

作进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加强防控。防疫人员应加

强学习，为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防控起到积极促进作用，提高防控

工作的质量，进而为养殖业提供更为可靠和可持续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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