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瘤胃酸中毒 
（Rumen Acidosis）  

      瘤胃酸中毒是因采食大量的谷类或其他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饲料后，导致瘤胃内产生大
量乳酸而引起的一种急性代谢性酸中毒。其特
征为消化障碍、瘤胃运动停滞、脱水、酸血症、
运动失调、衰弱，常导致死亡。本病又称乳酸
中毒，反刍动物过食谷物、谷物性积食、乳酸
性消化不良、中毒性消化不良、中毒性积食等。  

瘤胃酸中毒.ppt


病因(1) 
    常见的病因主要有下列几种： 

 1 给牛、羊饲喂大量谷物，如大麦、小麦、玉米、稻
谷、高粱及甘薯干，特别是粉碎后的谷物,在瘤胃内
高度发酵,产生大量的乳酸而引起瘤胃酸中毒。 

 2 舍饲肉牛、肉羊若不按照由高粗饲料向高精饲料逐
渐变换的方式，而是突然饲喂高精饲料时，易发生瘤
胃酸中毒。 

 3 现代化奶牛生产中常因饲料混合不匀，而使采入精
料含量多的牛发病。 

 4 在农忙季节,给耕牛突然补饲谷物精料，乃至豆糊、
玉米粥或其他谷物，因消化机能不相适应，瘤胃内微
生物群系失调，迅速发酵形成大量酸性物质而发病。 

  



病因(2) 

 5 饲养管理不当，牛、羊闯进饲料房，粮食或饲料
仓库或晒谷场，短时间内采食了大量的谷物或豆类，
畜禽的配合饲料，而发生急性瘤胃酸中毒。耕牛常
因拴系不牢而抢食了肥育期间的猪食而引起瘤胃酸
中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6 当牛、羊采食苹果、青玉米、甘薯、马铃薯、甜
菜及发酵不全的酸湿谷物的量过多时，也可发病。  



发病机理(1) 
    采食后6h内，瘤胃中的微生物群系就开始改变，革兰
氏阳性菌（如牛链球菌）数量显著增多。易发酵的饲料
被牛链球菌分解为D-乳酸和L-乳酸。L-乳酸吸收后可迅
速被丙酮酸氧化利用，D-乳酸则代谢缓慢，当其汇聚量
超过肝脏的代谢功能时，即导致代谢性酸中毒。随着瘤
胃中乳酸及其他挥发性脂肪酸的增多，内容物pH值下降。
当pH值下降至4.5～5时，瘤胃中除牛链球菌外，纤毛虫
和分解纤维素的微生物及利用乳酸的微生物受到抑制，
甚至大量死亡。牛链球菌继续繁殖并产生更多的乳酸。
乳酸及乳酸盐和瘤胃液中的电解质一起导致瘤胃内渗透
压升高，体液向瘤胃内转移并引起瘤胃积液，导致血液
浓稠，机体脱水。瘤胃乳酸浓度增高可引起化学性瘤胃
炎，化学性瘤胃炎能损伤瘤胃黏膜，使血浆向瘤胃内渗
漏。瘤胃炎，有利于霉菌滋生，可促进霉菌，坏死杆菌
和化脓菌等进入血液，并扩散到肝脏或其他脏器，引起
坏死性化脓性肝炎。 



发病机理(2) 

 

      大量酸性产物被吸收，引起乳酸血症，血液
CO2结合力降低,尿液pH值下降。在瘤胃内的氨基
酸可形成各种有毒的胺类，如组胺、尸胺等；并
随着革兰氏阴性菌的减少和革兰氏阳性菌（牛链
球菌、乳酸杆菌等）的增多，瘤胃内游离内毒素
浓度上升（15～18倍）。组胺和内毒素加剧了瘤
胃酸中毒的过程，损害肝脏和神经系统，因此出
现严重的神经症状、蹄叶炎、中毒性前胃炎或肠
胃炎，甚至休克及死亡。  



症状(1) 
1 最急性病例，往往在采食谷类饲料后3～5h内无明显症
状而突然死亡，有的仅见精神沉郁、昏迷，而后很快死
亡。 

2 轻微瘤胃酸中毒的病例，病畜表现神情恐惧，食欲减退，
反刍减少，瘤胃蠕动减弱，瘤胃胀满；呈轻度腹痛（间
或后肢踢腹）；粪便松软或腹泻。若病情稳定，勿需任
何治疗，3～4d后能自动恢复进食。 

3 中等度瘤胃酸中毒的病例，病畜精神沉郁，鼻镜干燥，
食欲废绝，反刍停止，空口虚嚼，流涎，磨牙，粪便稀
软或呈水样，有酸臭味。体温正常或偏低。如果在炎热
季节，患畜暴晒于阳光下，体温也可升高至41C。呼吸
急促，达50次/min以上；脉搏增数，达80～100次/min。
瘤胃蠕动音减弱或消失，听-叩结合检查有明显的钢管
扣击音。 



症状(2) 
      以粗饲料为日粮的牛、羊在吞食大量谷物之后发病，
进行瘤胃触诊时，瘤胃内容物坚实或呈面团感。而吞食
少量而发病的病畜，瘤胃并不胀满。过食黄豆者不常腹
泻，但有明显的瘤胃臌胀。病畜皮肤弹性降低，眼窝凹
陷，尿量减少；血液暗红，粘稠。病畜虚弱或卧地不起。
实验室检查：瘤胃pH5～6，纤毛虫明显减少或消失，有
大量的革兰氏阳性细菌；血液pH值降至6.9以下，红细胞
压积上升至50%～60%，血液CO2结合力显著降低，血液乳
酸和无机磷酸盐升高；尿液pH值降至5左右。 

  4 重剧性病例，病畜蹒跚而行，碰撞物体，眼反射减弱
或消失，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卧地，头回视腹部，对任
何刺激的反应都明显下降；有的病畜兴奋不安，向前狂
奔或转圈运动，视觉障碍，以角抵墙，无法控制。随病
情发展，后肢麻痹、瘫痪、卧地不起；最后角弓反张，
昏迷而死。重症病例，实验室检查的各项变化出现更早，
发展更快、变化更明显。  



病理变化 

      发病后于24～48h内死亡的急性病例，其瘤胃和
网胃中充满酸臭的内容物，黏膜呈玉米糊状，容易
擦掉，露出暗色斑块，底部出血；血液浓稠，呈暗
红色；内脏静脉瘀血、出血和水肿；肝脏肿大，实
质脆弱；心内膜和心外膜出血。病程持续4～7d后死
亡的病例，瘤胃壁与网胃壁坏死，黏膜脱落，溃疡
呈袋状溃疡，溃疡边缘呈红色。被侵害的瘤胃壁区
增厚3～4倍，呈暗红色，形成隆起，表面有浆液渗
出，组织脆弱，切面呈胶冻状。脑及脑膜充血；淋
巴结和其他实质器官均有不同程度的瘀血，出血和
水肿。  



病程及预后 

      对轻度瘤胃酸中毒病畜，若及时改进饲养，数
天内可康复。急性瘤胃酸中毒时，病畜食欲废绝，
反刍停止，瘤胃胀满，呈现神经症状，脱水，全身
衰弱，卧地。经过治疗急救，虽然病情有所好转，
但部分病例在3～4d内又重新复发，病情增剧，这可
能是由严重的霉菌性瘤胃炎所致。若继发弥漫性腹
膜炎，常于2～3d内死亡。重剧性瘤胃酸中毒，病畜
瘤胃积液，呼吸急促，心率加快达120次/min以上，
血液浓缩，脱水严重，碱储下降，常于24h内死亡。  



诊断 

      本病根据病畜表现脱水，瘤胃胀满，卧地不起，具
有蹄叶炎和神经症状，结合过食豆类、谷类或含丰富碳
水化合物饲料的病史，以及实验室检查的结果—瘤胃液
pH值下降至4.5～5.0，血液pH值降至6.9以下，血液乳
酸升高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论证，可作出诊断。但必须
注意，病程一旦超过24h，由于唾液的缓冲作用和血浆
的稀释，瘤胃内pH值通常可回升至6.5～7.0，但是其它
实验室检验：酸/碱和电解质水平仍显示代谢性酸中毒。
此外，在兽医临床上，应注意与瘤胃积食、皱胃阻塞、
皱胃变位、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生产瘫痪、牛原发性酮
血症、脑炎和霉玉米中毒等疾病进行鉴别，以免误诊。  



治疗(1) 
 1 加强护理，清除瘤胃内容物，纠正酸中毒，补充体
液，恢复瘤胃蠕动。 

 2 重剧病畜（心率100次/min以上，瘤胃内容物pH值
降至5以下）宜行瘤胃切开术，排空内容物，用3%碳
酸氢钠或温水洗涤瘤胃数次，尽可能彻底地洗去乳
酸。然后，向瘤胃内放置适量轻泻剂和优质干草，
条件允许时可给予正常瘤胃内容物。并静脉注射钙
制剂和补液。若发生酸/碱或电解质平衡失调，应补
充碳酸氢钠。 

 3 若病畜临床症状不太严重或病畜数量大，不能全部
进行瘤胃切开术时，可采取洗胃治疗，即使用大口
径胃管以1%～3%碳酸氢钠液或5%氧化镁液，温水反
复冲洗瘤胃，通常需要30～80L的量分数次洗涤，排
液应充分，以保证效果。 



治疗(2) 
     冲洗后瘤胃内可投服碱性药物（碳酸氢钠或氧化镁
300～500g或用碳酸盐缓冲剂），补充钙制剂和体液；
也可用石灰水(生石灰1kg，加水5kg，充分搅拌，用其
上清液)洗胃，直至胃液呈碱性为止，最后再灌入
500~10000ml(根据动物体格大小，决定灌入量)。因为
瘤胃仍处于弛缓状态，应避免大量饮水，以防出现瘤胃
膨胀。瘤胃恢复蠕动后，即可自由饮水。若因条件所限
而不能采取洗胃治疗的病畜，可按每100kg体重静脉注
射5%碳酸氢钠注射液1000ml，并投服氧化镁或氢氧化镁
等碱性药物后，服用青霉素溶液，以促进乳酸中和以及
抑制瘤胃内牛链球菌的繁殖。当脱水表现明显时，可用
5%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3000～5000ml、20%安钠咖注射
液10～20ml、40%乌洛托品注射液40ml，静脉注射。为
促进胃肠道内酸性物质的排除，促进胃肠机能恢复，在
灌服碱性药物1～2h后，可服缓泻剂，牛用液体石蜡
500～1500ml。 



治疗(3) 
 4 为防止继发瘤胃炎、急性腹膜炎或蹄叶炎，消除过敏
反应，可静脉注射扑敏宁（牛300～500mg，羊50～
80mg），肌肉注射盐酸异丙嗪或苯海拉明等药物。 

 5 在患病过程中，出现休克症状时，宜用地塞米松（牛
60～100mg、羊10～20mg）静脉或肌肉注射。血钙下降
时，可用10%葡萄糖酸钙注射液300～500ml静注。 

 6 若病牛心率低于100次/min，轻度脱水，瘤胃尚有一定
蠕动功能，只需投服抗酸药，促反刍药和补充钙剂。 

 7 过食黄豆的病畜,发生神经症状时,用镇静剂，如盐酸
氯丙嗪（牛、羊0.5～1mg/kg）肌肉注射，再用10%硫代
硫酸钠（牛150～200ml）静脉注射；同时应用10%维生
素C注射液（牛30ml、羊3ml）肌肉注射。为降低颅内压，
防止脑水肿，缓解神经症状可应用甘露醇，按每kg体重
0.5～1g剂量,用5%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以1︰4比例配制，
静脉注射。 



预防 

      不论奶牛、奶山羊、肉牛、肉羊与绵
羊都应以正常的日粮水平饲喂，不可随意加
料或补料。肉牛、肉羊由高粗饲料向高精饲
料的变换要逐步进行，应有一个适应期。耕
牛在农忙季节的补料亦应逐渐增加，决不可
突然一次补给较多的谷物或豆糊。防止牛、
羊闯入饲料房、仓库、晒谷场，暴食谷物、
豆类及配合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