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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奶牛蹄病是奶牛蹄部一类疾病的总称，多发于夏秋潮湿季节。该病主要引起奶牛蹄部腐烂，奶牛发生

跛行、起卧困难，影响奶牛的采食量和泌乳量。本文主要分析了该病的发病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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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蹄病主要包括腐蹄病、蹄叶炎、蹄缘创伤、

蹄糜烂等几种疾病，呈散发性，多发于夏秋潮湿季

节。各年龄阶段的奶牛均可发生，尤以产后奶牛最

为多发。该病主要特征是奶牛蹄部腐烂、蹄底溃疡，

引起奶牛跛行、起卧困难，进而影响奶牛的采食量

和泌乳量，其繁殖率和饲料报酬均会下降。该病给

奶牛养殖者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 奶牛蹄病发病原因

1）饲养管理因素。在养殖过程中，由于蹄病不

会引起奶牛的迅速死亡，有时候症状也不甚明显，

因此得不到足够的重视[1]。对其护理和治疗也不及

时，任其自愈。同时，现代化养殖过程中，养殖密度

过大，运动场过小和场地地面较硬以及奶牛体况过

肥、体重过大也可引起蹄病的多发。

2）营养因素。日粮结构不合理，给奶牛饲喂过

多的精饲料，粗纤维摄入量过少，或者饲料霉变成

分过多，导致产生过多的组织胺和内毒素均可引起

奶牛蹄病的发生。同时，日粮中钙磷成分过少或比

例不当，引起动物动用自身储备钙磷，从而引起蹄

部骨骼松软，甚至变形，从而诱发蹄病。

3）养殖环境因素。目前，奶牛的集约化养殖过

程中，为方便管理，大多采用水泥地面，奶牛长时间

站立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加之蹄部承受的重量很

大，压迫蹄部容易造成蹄部的机械损伤，最终诱发

蹄病。

4）季节因素。在湿热的夏秋季节，降水量有所

增加，加上给奶牛冲刷牛体降温，导致牛长时间站

在粪便积水中，同时由于热应激的发生，奶牛的抵

抗力有所下降，容易滋生病原菌，从而导致蹄部皮

肤松弛，角质层变软，最终诱发蹄病。

5）遗传因素。蹄病的发生与奶牛的品种和个体

遗传因素有关，不同品种或来源的奶牛易感性不

同，其中荷兰黑白花奶牛最为易感，发生蹄病最多，

其次是红白花奶牛，美国、加拿大黑白花奶牛蹄病

的发生率最低。

6）年龄、胎次和产奶量。随着奶牛年龄的增加，

蹄病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同时产奶量最高的 2～4

胎次的奶牛，其蹄病的发生率也最高。

7）其他因素。如奶牛发生子宫内膜炎、乳房炎、

酮病和胎衣不下等疾病，会造成奶牛的体质下降，

最终导致蹄病的诱发。

2 综合防控措施

1）对症治疗。对于蹄部腐烂的病牛，可对蹄部

冲洗消毒后，涂抹抗菌药物，例如油青等；对于肿胀

严重的可外用止痛消炎膏，还可采用在蹄冠周围用

1%的普鲁卡因结合青霉素进行封闭疗法；对于炎症

严重者可结合全身抗生素治疗；对于蹄间的赘生物

增生和真皮腐败坏死的牛蹄，可进行外科手术切除

治疗。对于失去治疗价值、无法恢复的牛要及时淘

汰。

2）加强饲养管理。在饲养过程中，一定要提高

对奶牛蹄病的重视程度，增强责任心，精心饲养，勤

疫病防控 61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7年第 7期

于观察，发现异常情况，一定要及时治疗。同时，现

代化养殖过程中，养殖密度不要过大，还要有适合

的运动场，以供奶牛运动，增强体质。

3）营养水平要合理。在日粮配置过程中，精粗

比要合理，不要由于追求过高的产奶量，而给奶牛

饲喂过多的精饲料，从而诱发蹄病。同时要严格控

制饲料原料品质，严禁饲喂霉变饲料。同时各种营

养要均衡，对奶牛来说，合理的钙磷比和钙磷饲喂

量是至关重要的。

4）打造舒适卫生的养殖环境。奶牛长时间站立

在坚硬的水泥地面上，加之蹄部承受的重量很大，

很容易诱发蹄病，因此，尽量不要选择坚硬的水泥

地面，可以选择砖、土等或者在水泥地面上铺设垫

料，以减轻奶牛蹄部压力，进而减少蹄病的发生。同

时在炎热的夏秋季节，要注意养殖环境卫生，冲刷

牛舍、冲洗牛体的污水和粪尿等要及时清理，以减

少各种病原菌的滋生。

5）选择适宜的品种。蹄病的发生与奶牛的品种

和个体遗传因素有关，因此在奶牛的品种或者个体

选择上，要尽量选择蹄病发生率低的美国、加拿大

黑白花奶牛。

6）年龄、胎次和产奶量。由于蹄病的发生率与

奶牛的年龄成正比，因此在奶牛的使用年限上，要

合理控制，不要超长使用奶牛，合理控制胎次。同时

在养殖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子宫内膜炎、乳房炎、酮

病和胎衣不下等其他疾病的防控，以加强预防蹄病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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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保证畜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降低低温疾病的发病率，养殖户与兽医应根据患病犊牛的临床表现，

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本文从犊牛低温症的临床症状出发，分析了具体的中西医低温症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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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症是由于天气骤变而导致新生犊牛体温

降低，并因体表温度的流失而导致的牛代谢病。初

生犊牛的抵抗力较低，对于气温的变化较为敏感，

是低温症的高发群，其发病的主要表现为四肢无法

保持平衡，走路出现异常，体表温度明显降低，并伴

随着食欲不振等情况的发生。

1 病因与临床表现

1）新生犊牛低温症的致病原因。犊牛患有低温

症的直接原因是天气的变化导致气温降低，对犊牛

的体温造成影响。间接因素则较为复杂，如犊牛出

生时，没有进行有效的防护，使得犊牛的体表水分

残留，降低温度；初生犊牛体质较差，易受环境因素

的影响；母体没有对新生犊牛进行喂养，犊牛的饮

食营养不均衡等。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养殖环境简

陋，养殖户饲养出现问题，简陋的外部环境，难以实

现对新生犊牛的有效护理，室温过低或过高都容易

引起疾病。同时，牛棚的光照不足、湿度过高、挡风

设施简陋、饮食搭配不合理等，也是低温症的患病诱

因。光照不足与空中的湿度过高，易使细菌滋生；设

备简陋，缺乏通风、保暖设备则会提高低温症的感染

机率，使得犊牛的生长期延长，体质虚弱。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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