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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营养不良性水肿的治疗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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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快速解除山羊群的营养不良性水肿，将 4个养殖户的 282只山羊，分为无症状群、能站立采食的

病羊群、虚弱群、重症群和危症群；利用当地的饲料原料，设计出粗饲料配方、精饲料配方、还原奶配方、强心葡萄

糖地塞米松配方；制订并应用 6个救治方案。结果，经 3~14 d的救治，153只不同发病程度的病羊全部康复，救治

期内不再出现新病例；养护 1个月后，4个养殖户羊群都安全地过渡到全放牧模式。治疗此病关键是去除病因，

及时补充营养，保证羊群的维持需求，即可消除水肿症状；口服还原奶消除重症、危症营养不良性水肿，有较好的

效果，能有效地提高救治的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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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性水肿是动物机体极度营养缺乏、长

时间的负氮平衡，致血浆蛋白减少、血浆胶体渗透

压降低、组织间隙过量积液的病理现象[1]。通常因

慢性疾病致长期营养吸收不良、体内蛋白质合成障

碍、分解过量等造成营养不良性水肿。畜群因摄入

不足出现营养不良性水肿，部分衰弱死亡，在广泛

应用全价颗粒饲料舍饲的时代极为少见。2019年
5-6月，云南省滇西地区 4个以放牧为主的养羊户，

其饲养山羊出现水肿,水肿平均发生率超过 50%，山

羊衰弱死亡，经诊断为羊营养不良性水肿。

1 山羊发病症状

2019年 5月下旬，养羊户反映，2月产羔季，3月
育羔期内，山羊群基本正常，从 4月开始出现渐进性

瘦弱，进入 5月山羊普遍出现水肿，开始零星死亡。

经几个部门进行全面检查未能确诊，山羊持续死亡

至 6月中旬。4个养羊户共 282只存栏杂交黑山羊，

发病情况如表1所示。

1.1 临床症状

病羊渐进性消瘦，骨架外露，肋骨分明，被毛杂

乱、干枯、无光泽、容易脱落，皮肤无弹性，鼻镜干

燥，眼结膜苍白，四肢冰凉，体温 37.5～38.5 ℃，比正

常值的下限低 1 ℃左右；精神沉郁，嗜睡，卧多立少，

反应迟钝；眼球、肛门深陷，眼角分泌物增多；呼吸、

脉搏分别为 90次/min、160次/min；安静保定 10 min
后平复至 60次/min、120次/min，心音亢进；食欲减

退，采食能力下降，反刍 3～4次/d，每次反刍 15～
30 min；眼眶，鼻梁，下颌，口、鼻周围，四肢显著水

肿；每天归牧时水肿加剧；长时间躺卧后，肢体左右

不对称；血液稀薄，色淡。

282只羊中共有 21只虚弱的病羊卧地不起，辅

助站立后摇摆易倒，其中有 11只病羊已有褥疮，8
只陷入昏迷状态，体温低于正常值 2 ℃左右。5月
初至 6月中旬，共死亡 28只，死亡的多为产春羔的

母羊。

1.2 剖检变化

尸体外观枯瘦如柴，皮肤松弛，机体呈下垂性

水肿。肌肉、脾脏色淡，淋巴结红色区不明显，组织

器官苍白；无皮下脂肪，大网膜、肠系膜及肾脏周围

无脂肪。胃萎缩，胃底部瘀有大量黏液；整个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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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物稀少，肠黏膜有少许掉落；淋巴结和其他脏

器没有显著变化。胸腔、心包、腹腔积水。肺脏紧

缩，有膨胀不全的凹陷，气管黏膜有皱褶。心脏小

而轻，心壁变薄，横纹肌弛缓、脆弱；心室有鸡脂样

凝血块。肝、脾、肾、脑显著萎缩。

2 临床诊断

该 4个养羊户，3月份布鲁氏杆菌平板凝集试

验普查无阳性个体，6月现场观察皮肤螨虫、虱子、

跳蚤为阴性，另取粪便，用漂浮法和沉淀法检查虫

卵的结果为阴性。综合分析病因、病史、临床症状、

前后剖检 9只病死羊的病理变化、实验室检查结果，

诊断为营养不良性水肿。

3 病因分析

某专业户的人工草地，2019年 1-6月未下过

雨，无灌溉条件，青草一直不能生长，至 7月 2日，

羊没有青草可采食。另外 3个养羊户放牧的天然

草场进入 5月后，牧区往年潺流的溪水多数枯竭，

山羊每天在羊舍和运动场自由饮水后外出放牧，

只能吃到极少的灌木叶、树叶、干枯的茅草叶。至

6月中旬，山坡上没有青草，山沟底部萌发的蕨类

植物也越来越矮，山羊在牧场的采食量比往年少

得多。

因外出放牧的采食量大幅减少，为了确保春

羔的正常生长发育，从 3月开始，陆续用贮备饲料

增加补饲量。进入 5月后，原计划用到 6月下旬的

青干草、青贮饲料、精饲料都基本用完。养羊户临

时到坝子里收集稻草、山地里收集老玉米秸秆应

急。条件较好的养殖户直接高价收集蚕豆糠、玉

米来喂羊。很多羊只出现水肿，行走迟缓，上坡时

喘息不止；6月下旬不再放牧，改为全舍饲。

4 治疗措施

4.1 治疗饲料配方

舍饲粗饲料配方。优质蚕豆糠 25%，稻草糠

35%，老玉米秆糠 40%。每天饲喂量以采食时间计。

补饲精饲料配方：玉米粉 30％、大麦粉 20％、麸皮

20％、豆粕 12%、菜粕 13％、骨粉 1%、石粉 2％、食盐

2％。以 10 kg/只体重计，0.2 kg/（只·天），均匀混入

粗饲料中，拌湿后饲喂。微量元素舔砖（郑州农盛

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批号20181106）。

2）自制还原奶。全脂奶粉，加约 50 ℃的热水，

配制为5%的还原奶，温度降至约40 ℃时使用。

4.2 治疗方法

1）湿拌料方法。取足舍饲粗饲料，按添加量加

入补饲精饲料，混匀，加水，拌至手握成团，一颠即

散的湿料。喂料量，以采食时间计。能站立活动的

羊，饮水器自由饮水；不能站立的羊，用小盆供给，

自由饮水。所有羊均自由舔食微量元素舔砖。

2）将每个养殖户的羊分为 5群，分别隔离，舍内

饲养，喂湿拌料。

无水肿症状群：无水肿症状，或水肿症状不明

显的羊早、晚各喂 1次湿拌料，每次采食时间不少

于 5 min。站立采食水肿病病羊：早、晚各喂湿拌料

1次，每次采食时间 10～20 min。每次吃完饲料后

在运动场自由活动 1 h，至水肿症状消失后混入无

水肿症状群饲养。虚弱群：卧地不起，连续采食时

间达到 20 min以上的水肿病病羊需加倍添加精饲

料，将湿拌料投放在病羊身前，早、晚、夜间 22：00时
各喂 1次，每次采食时间 20～30 min，至能站立完

成采食后混入站立采食水肿病病羊群 [2]。重症群：

卧地不起、连续采食时间不足 20 min的羊只。自

制还原奶 10 mL/kg，每次喂料前口服 1次，其他同

虚弱群；恢复至每次采食时间达到 20 min后，混

表1 6月19日4个养羊户羊群水肿病统计

编号

1
2
3
4

合计

存栏数

101
82
58
41
282

发病数

52
49
33
19
153

发病率/%
51.5
59.8
56.9
46.3
54.3

瘫痪数

8
8
4
1
21

褥疮数

3
4
3
1
11

昏迷数

5
2
1
0
8

病死数

13
9
6
0
28

死亡率/%
12.9
11.0
10.3
0.0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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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虚弱群。危症群：8只昏迷的山羊，胃管投服自

制还原奶，20 mL/kg，3次/d；50%葡萄糖 15 mL/kg，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0.2 mg/kg，混合静脉滴注，3
次/d[3]。恢复到能采食的病羊，并入重症群。有褥疮

的8只病羊用125 mg/L聚维酮碘溶液清洗疮部，化脓

感染者，清除脓汁，用125 mg/L聚维酮碘溶液清洗化

脓腔,等表面干燥后涂 0.5%的龙胆紫,每隔 2 h人工

翻身1次；昏迷的3只按危症养护，不昏迷的5只按重

症养护。

4.3 治疗效果

自 2019年 6月 21日开始实施防控方案后，不再

出现因营养不良性水肿死亡的羊只；无症状的 129
只中未出现新的水肿病例；153只水肿病病羊康复

后，未发现复发病例。各种症型的控制效果如下。

1）危症群：8只昏迷的山羊，投服原奶、注射葡

萄糖、地塞米松 1次后就有 6只苏醒，有 4只羊苏醒

2 h左右就能开始采食；注射 2次后，全部苏醒，不久

即可采食。有褥疮的 11只病羊经褥疮局部处理，补

充能量，采食 1～3 d后即可站立；褥疮多在 7 d左右

愈合，12～14 d痂皮脱落，不再复发。

2）重症群：持续采食时间不足 20 min的病羊，

喂还原奶和采食 1～2次后，持续采食时间即可超过

20 min。
3）虚弱群：卧地不起，连续采食时间达到 20

min以上的病羊，采食 1～2次后，下一次喂料时即

可站立采食。

4）自主站立活动群：能站立采食的水肿病病

羊，水肿症状每天都有明显改善。症状轻微者 2 d
后即可消除水肿，症状较严重者 3～5 d可消除水

肿，症状严重者4～7 d能消除水肿。

5）无水肿症状群：每天早晚各投料 1次，采食时

间控制在5 min以上，1周后未出现水肿病例，但全群

体况无明显改善。6月 27日，将拂晓的采食时间延

长到10 min以上，傍晚的采食时间不变，羊群的腹围

显著扩大，站立活动时间延长。7月 20日后牧场上

不再干燥，羊群能采食青草，开始过渡为放牧加补

饲；7月 26日羊群体能恢复，能适应正常放牧；8月 1
日开始，改为全放牧，羊只的体况也逐渐好转。

5 讨 论

1）气象资料表明，云南省滇西地区每年 1-4月

会有少量降雨，5-6月进入雨季。2019年，云南全省

进入雨季的时间较常年推迟 29 d，创历史最晚纪

录。截至 7月 2日，云南省大理市仍处在重特干旱

中。2019年，当地养羊户按常规贮备的补饲粗料和

精料，3月初因放牧采食量比往年少得多，开始用贮

备料补饲，致使贮备饲料提前在 5月初消耗完毕。

因旱情严重，春季作物产量骤减，当地的蚕豆糠、玉

米秆糠、稻草、各种精饲料的价格大幅上涨，养殖场

被迫缩减山羊的日粮。最困难的时候，有的养羊户

平均每只羊的日粮不足 200 g玉米。4月份开始，羊

的体质恶化，以至出现 5、6月饿死羊的现象。这次

普遍出现的营养不良性水肿，主要是对极端天气及

饲料原料价格涨幅估计不足，也未掌握山羊维持基

本体况需要的日粮结构及数量。在无条件提供充

足日粮的情况下，随意消减日粮所致。

2）防控中，因地制宜地选用刚上市的蚕豆糠、

大麦、麸皮，收集留在地里的老玉米秆，设计出有地

方特色的粗饲料和精饲料配方。根据水肿的严重

程度，将每个养羊户的羊分为 5群。无症状的瘦羊，

提供适当的日粮，维持正常生理机能。从 6月 26日
开始适当增加拂晓的饲料量，羊群的体况得到明显

的改善，安全过渡到雨季的自然放牧。对单纯营养

不良性水肿的病例，只提供精料和粗料混合的湿拌

料。结果，能站立采食的病羊，水肿症状每天都有

明显的改善，轻症则 2 d就能消除水肿；症状严重

者，4～7 d完全消除水肿症状。卧地不起的重症

羊，也只用饮还原奶的方式补充营养；仅对昏迷的

危症病羊，采用 50%葡萄糖实施强心，应用胃管投

服原奶补充全价营养，节省了不少静脉注射的劳动

力和药物成本，取得了零死亡的抢救效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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