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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结节性皮肤病发病原因与防治技术的研究
许卫良

昌宁县田园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云南昌宁　678100

摘　要：在目前的养殖产业发展实践中，牛结节性皮肤病构成了威胁养殖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养殖

牛如果表现为感染牛结节性皮肤病的情形，患病后的养殖牛就会快速将疫病传染给健康牛，进而造成了养殖户承受

较为明显的养殖产业利润效益损失。牛结节性皮肤病呈现出多样化的发病诱因特征，感染疫病后的牛应当得到及时

诊治，并且妥善做好病牛的隔离处理措施。本文探讨了牛结节性皮肤病的常见诱发根源因素，合理给出全面防治牛

结节性皮肤病的养殖工作完善实践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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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病产生形成的根源角度来讲，牛结节性皮肤病

属于全身性的病毒感染现象，其中的关键疫病诱发因素

在于皮肤病毒。在现阶段的农村禽畜养殖产业实践领域

中，牛结节性皮肤病构成了侵害性与破坏性较强的典型

动物疫病种类。养殖技术人员如果要达到切实防范与消

除牛疫病感染风险的目标，关键实践工作思路应当体现

在全面做好养殖圈舍的定期消毒清洁工作。养殖户对于

感染结节病毒的病牛需要立即进行隔离处理，确保运用

专业化手段来诊治结节性牛皮肤病。1

一、牛结节性皮肤病的基本特征以及表现形式

（一）疾病特征

牛结节性皮肤病属于全身性的牛疫病感染现象，此

种类型的牛疫病诱发根源因素应当为结节性的牛皮肤病

毒。结节性的皮肤病病毒如果侵入了病牛体内，存在较

快扩散蔓延特征的皮肤病毒将会进入到牛体内的各个主

要器官，从而导致了病牛机体范围内的细胞膜存在普遍

感染病毒的情况[1]。病牛在感染了结节性的皮肤病毒情

况下，多数病牛将会频繁表现为皮肤表面结节隆起、皮

肤破溃结痂、体温快速升高、厌食以及排泄异常等现象。

对于产奶阶段的圈养奶牛而言，感染此类皮肤病毒

的奶牛将会呈现快速降低的产奶量趋势。此外，结节性

的牛皮肤病毒还会直接引发牛流产的后果，导致成年牛

以及幼崽的规模化死亡现象[2]。由此可见，牛结节性的

皮肤病毒本身具有强度较高的危害性以及扩散性，上述

的牛疫病扩散传染风险概率较高，因此必须要得到养殖

户的充分重视。在目前的牛饲养产业实践领域中，结节

性的牛皮肤病已经构成了威胁养殖产业良好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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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牛养殖技术人员对此需要确保提升警惕意识。

（二）疾病表现形式

牛结节性皮肤病在侵入健康牛体内的早期阶段，养

殖户对于牛感染皮肤病毒的潜在风险因素通常不易进行

准确的判断识别。在多数的情况下，病牛感染皮肤病毒

的潜伏期可以长达一个月左右，最短能够达到半个月的

潜伏时间长度。皮肤病菌在全面侵入病牛体内的各个主

要器官细胞膜之后，病牛将会快速表现为体温升高的倾

向，同时呈现出病牛角膜与鼻腔黏膜感染的情形。感染

皮肤病毒后的牛表面皮肤部位就会存在数目较多而且密

集的肿大结节，病牛的各个器官表面皮肤部位将会逐渐

涌现出结节增多的情况。

因此从病毒性的牛皮肤病感染以及发展趋势来讲，

牛结节性的皮肤病带有非常显著的传染性。结节皮肤病

毒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快速侵入到病牛的各个机体器官

部位，就会诱发普遍性的病牛机体器官感染后果。牛养

殖人员对于患有皮肤病毒感染的病牛如果没有妥善加以

隔离治疗，圈养的其他健康牛也会受到感染，从而降低

了母牛泌乳与产仔率。

二、牛结节性皮肤病的常见发病原因

（一）饲养环境因素

饲养环境因素在引发牛结节病的各种因素中占有较

高比例，牛结节性的传染性皮肤病产生于病毒扩散与蔓

延，导致结节病毒发生快速蔓延与扩散的关键根源就是

养殖圈舍中存在病毒细菌的滋生条件[3]。牛养殖户对于

养殖圈舍空间如果没有给予必要的日常清理消毒，则会

比较容易造成规模化的结节病毒蔓延扩散后果，进而呈

现出牛养殖产业领域的重大经济效益利润损失。存在污

染物的牛养殖圈舍空间通常都会比较容易滋生害虫，例

如苍蝇与蚊子等。害虫一旦将结节病毒注入到病牛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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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引发规模较大的饲养牛疫病扩散感染现象。

牛养殖工作的全面开展实施过程不可避免将会产生

牛排泄物等污染物质，养殖技术人员针对牛粪便以及养

殖污水如果未能妥善实施必要的处理，直接融入土壤以

及河流水源中的污染物将会带来程度较为明显的自然环

境生态破坏状况，进而导致了养殖的产业综合效益受到

不利影响[4]。牛养殖的全过程污染物必须要得到严格的

排放处理，养殖户对于目前现行的牛养殖领域污染治理

规范应当予以遵守，切实控制与预防养殖产业中的生态

污染隐患。牛养殖全过程中的常见污染物重点包含残留

兽药、禽畜饲料的残余物、禽畜排泄的粪便以及垃圾固

废等。在当前的时期背景下牛养殖的总体范围正在显著

实现扩大，相应的养殖污染物种类也会表现为复杂性。

某些牛养殖人员针对养殖过程中的各种污染物质以及有

害有毒化学物质没有加以必要的前期处理，而是直接将

污染性的液体与固废排放至土壤河流。未能经过妥善处

理的养殖污染物将会产生较为显著的自然生态破坏性，

甚至还会造成附近区域的居民饮食健康安全遭到显著威

胁的现象，增加牛结节性皮肤病的疫病扩散可能性。

（二）机体抵抗力因素

养殖牛的机体抵抗力强弱程度直接关系到结节性皮

肤病的感染概率因素，某些养殖牛具有相对较强的病毒

细菌抵抗能力，此种类型的养殖牛就会存在相对较低的

病害感染可能性。但是与之相比，处于妊娠期、哺乳期

的母牛以及幼崽普遍表现为较弱的机体抵抗力特征，客

观上导致了以上特殊的养殖牛容易感染结节性的皮肤疾

病[5]。由此可见，养殖牛自身的抵抗病毒与细菌能力将

会关系到牛疫病的传播蔓延风险概率。养殖户对于机体

抗性较好的养殖牛品种应当进行优先选择，并且通过实

施科学的饲喂管理技术手段来促进养殖牛的机体抵抗性

能提升。

（三）气候条件改变因素

自然气候条件的突然改变将会显著增加牛疫病的感

染扩散风险，尤其是在突发性的外界气温降低情况下。

结节性的牛皮肤病毒具有低温长期存活的特征，外界环

境温度在没有达到50℃时，牛皮肤病毒可能会出现长期

存活的情况。并且在外界的自然气候温度突然降低时，

饲养牛的机体抵抗力将会被明显削弱，禽畜自身的机体

抗性程度下降就会容易诱发病毒入侵体内的后果。从以

上的养殖工作实践角度来讲，养殖技术人员务必妥善做

好针对养殖牛的保暖御寒工作。养殖户对于规模化养殖

场空间区域内的母牛以及幼崽应当重点做好防寒保护措

施，进而达到有效预防牛疫病扩散的目的。

三、牛结节性皮肤病的临床症状诊断

牛结节性皮肤病现有的临床诊断专业技术方法主要

体现在血清学检测、病毒分离培养、抗体鉴定与PCR检

测。临床诊断的专业技术人员首先需要运用剖检技术手

段来获取病牛检测样本，然后针对现有的病牛剖检样本

置于专业检测仪器设备中。临床诊断的操作实施人员目

前需要结合运用血清学检测、病毒分离检测以及其他检

测技术原理来展开综合判断，从而做到准确鉴定结节性

牛皮肤病的诱发产生根源因素。

四、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防治技术对策

牛结节性皮肤病的感染早期症状往往很难被及时察

觉，但是此类疫病一旦进入到了快速扩散与蔓延的发展

阶段，就会造成圈舍中的患病牛出现快速死亡的情况[7]。

近些年以来，已经有很多的牛养殖户由于未能妥善防范

结节性的牛皮肤病感染隐患，进而导致了养殖产业出现

重大性的经济效益减损。在目前开展实施的规模化饲养

实践工作中，养殖技术人员务必需要妥善做好综合性的

牛疫病防范监管操作。具体在全面防范与消除牛结节性

皮肤病的过程中，养殖技术人员应当着眼于如下的疫病

防治监管对策：

（一）全面强化饲养管理工作

定期与全面的圈舍消杀操作属于非常关键的养殖管

理实践环节要点，以上饲养管理的重要技术手段必须得

到牛养殖技术人员重视。具体在全面强化牛圈舍的日常

消杀与清洁工作中，养殖户必须要保证正确操作使用专

门消毒杀菌的化学药剂，严格限定与控制消杀化学药剂

的喷洒浓度比例[8]。牛养殖户对于无公害化的圈舍空间

内禽畜粪便以及其他污染物质处理技术手段应当予以科

学采用，确保将无公害化的养殖圈舍清洁操作措施融入

于圈舍环境清洁的全面开展过程。养殖技术人员针对牛

饮水以及进食的重点空间区域必须要定期加以清理，尤

其是涉及到菜墩、水槽与食料槽等关键圈舍区域。

养殖技术人员针对牛饲养的圈舍空间务必做好定期

性的灭菌消毒管理工作，确保将消毒药剂均匀喷洒在牛

圈舍的空间范围内。牛养殖人员对于圈舍空间需要保证

经常给予全面的通风操作处理，有效保证圈舍空间中的

空气清洁程度达标。养殖技术人员如果能够确定为牛疫

病的感染风险因素已经存在，必须要立即展开严格的疫

病检测与防范实践工作，增强针对特殊饲养品种的安全

监管保护实施力度。

牛养殖产业的从业技术人员对于目前现行的整治排

污法规技术标准需要确保全面加以遵守，结合因地制宜

的养殖产业实践工作模式来整治超标污染状况，切实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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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违规进行污染物质排放的现象与行为。净化牛养殖的

空间生态环境，关键性的实践工作开展思路应当体现在

日常性的圈舍环境清洁保障工作。养殖从业人员针对存

在较高污染性风险与隐患的牛饲养圈舍区域必须要展开

重点性的清扫消毒处理，尤其是针对牛饮水与饮食的场

所区域而言。养殖从业人员在全面展开圈舍空间区域的

消毒清理工作前提下，应当能够切实保障饲养牛的健康，

同时也有益于饲养空间的清洁程度达标，有效阻断了养

殖牛的疫病扩散风险。

（二）及时诊治并且隔离患病牛

患有结节性皮肤病的牛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隔离治

疗，养殖圈舍中的其他牛就会快速被感染，进而表现为

养殖牛规模化感染的后果。为了杜绝以上的养殖产业显

著损失后果产生，养殖户针对患病牛必须要给予正确的

皮肤病治疗。养殖户应当将患病牛送往专业诊疗机构来

进行疫病治疗，确保运用正确的牛疫病治疗化学药物来

进行注射治疗或者外敷药物治疗。养殖技术人员应当禁

止表现为瞒报或者错误汇报牛疫病感染数据比例的情况，

确保牛饲养人员以及当地动物防疫检测的机构人员能够

达到密切配合互动的效果。

结节性的牛皮肤病通常表现为相对较长的疫病潜伏

期特征，病牛在感染病毒性的皮肤疾病早期不易得到及

时察觉。在此前提下，牛养殖户目前需要全面增强自身

的专业技术素养，从而做到针对现有的牛感染疫病隐患

因素予以及早察觉。养殖技术人员对于病牛排泄的乳汁、

粪便、唾液以及血液等应当进行科学检测处理，从而实

现准确判断疫病感染来源的目的。牛养殖户对于空气环

境湿度与温度较高的春夏季节尤其需要侧重于预防牛结

节病，严格做好重点季节时段内的牛疫病检测预防工作。

（三）定期做好饲养防疫措施

牛养殖人员对于当地监管部门的动物防疫检测实践

工作需要全面进行协助配合，确保定期为圈养牛注射疫

苗。养殖户对于规模化的牛养殖场必须要建立常规性的

疫病防范监测保障规范，确保将规范化的牛疫病防范监

管技术手段贯穿于牛养殖的开展全过程。养殖管理工作

人员对于带有疫病感染风险的病牛应当给予必要的隔离

诊治处理，禁止混合饲养病牛与健康牛。

在目前的养殖实践工作开展过程中，某些牛养殖户

对于外来引进的牛养殖品种未能做到严格加以检测检疫，

就会比较容易引发大规模的牛疫病感染后果。因此，牛

养殖户目前针对外来引进的养殖品种必须要积极协助做

好品种检测与防疫实践工作，同时还要确保适当扩大现

有的自繁自养牛品种规模。养殖户如果不慎引进了来自

重点疫病区域的牛饲养品种，必须要立即针对现有的疫

病感染风险品种予以妥善的隔离处理，以防出现混合与

交叉感染牛疫病的现象。

结束语：

经过分析可见，牛结节性皮肤病的产生诱发根源主

要为皮肤病毒，此类疫病具有蔓延扩散风险较高的特征。

病牛如果出现了规模化的皮肤病毒感染情况，患病后的

牛就会快速呈现大量死亡等后果，显著影响到养殖产业

的良好经济利润目标实现。在此前提下，养殖户目前针

对牛结节性皮肤病的高频率动物疫病现象应当保持警惕

意识，全面强化现有的日常饲养管理开展实施力度，积

极配合动物防疫与检测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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