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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掌握石河子地区规模奶牛场奶牛的蹄变形发生及相关影响因素，选取 12个规模奶牛场的 5 659头

牛进行了为期 2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蹄变形奶牛 617头，平均发病率为 10.90%；后肢变形蹄数显著高于前

肢变形蹄数；春季奶牛蹄变形发生率显著高于其他 3个季节；奶产量高的牛更易发生蹄变形；前肢变形蹄以长蹄

为主，后肢变形蹄以扁蹄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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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变形是指由于多种不良因素的刺激，致使蹄

角质异常生长，蹄外形发生改变而不同于正常的蹄

形，引起蹄部负重不均衡，易致蹄部损伤，并且经过

1次修蹄不能使其蹄形恢复正常者[1-2]。奶牛蹄变形

并不能像其他疾病一样迅速造成机体死亡和生产

能力的骤降，它的病程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常

常被人们忽视，由此造成该类疾病的发病率长期居

高不下，危害日益严重，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可

估量。因此，对奶牛蹄变形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研

究，掌握诱发奶牛蹄变形的发生及相关因素，为临

床防治奶牛蹄变形提供技术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时间

2013年 2月 -2015年 4月。

1.2 试验动物的选择

选择石河子地区某公司下属的 12个规模奶牛

场，22月龄以上成年奶牛 5 659头，作为试验动物。

1.3 调查方法

在调查影响因素时，把 12个牛场相同的因素

和无法独立比较的因素排除，如饲养管理因素、营

养因素和遗传因素等没有在此调查项目中。对于饲

养管理因素，12个奶牛场隶属同一公司，在多年探

索中都形成了适合自己牛场的管理模式，再加上饲

养管理方面的各因素很难独立出来做对比研究，且

若单以饲养管理因素衡量整个牛场的蹄变形发病

率，不具科学性，得不出规律性的结果。调查的 12

个规模化奶牛场，将奶牛营养平衡作为最重要的工

作，在不断研究和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过程中，

也已形成统一的模式。对于遗传因素，所调查的 12

个奶牛场均使用品质优秀的公牛冷冻细管，并不进

行遗传选育工作，故不将此因素作为主要调查项

目。虽然 12个奶牛场的运动场有所不同，但在每个

牛场内部都是相同的，故也不作为主要调查项目。

环境因素中，选择季节变化时圈舍与运动场潮湿状

况进行研究。疾病因素中，乳房炎、繁殖障碍和酸中

毒与蹄变形的关系最直接，亦作为调查项目。奶产

量的高低与蹄变形有一定关系，也作为调查项目。

如此选择调查项目，可以通过 12个奶牛场间的对

比，得出验证性的结论。由于在不同奶牛场，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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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季节奶牛蹄变形情况统计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奶牛数/头 3 355 3 628 4 122 4 406
变形数/头 661 435 293 277
发生率/% 19.7 12 7.1 6.3

表 1 奶牛蹄变形情况统计

正形

蹄/只
高蹄/
只

扁蹄/
只

长蹄/
只

宽蹄/
只

窄蹄/
只

卷蹄/
只

开蹄/
只

合计 变形蹄

总数/只
占发病

总数/%变形蹄/只 总数/只 发病率/%
前蹄

左 321 11 24 107 42 36 39 37 296 617 47.97 567 43.92
右 346 16 19 95 52 32 40 17 271 617 43.92

后蹄
左 278 9 135 36 33 49 64 13 339 617 54.94 724 56.08
右 232 14 169 41 83 27 28 23 385 617 62.39

合计 1 177 50 347 279 210 144 171 90 1 291 2 468 1 291 100
比例/% 47.69 2.03 14.06 11.30 8.51 5.83 6.93 3.65 52.31

对奶牛蹄病的影响所占比重不同，故在针对具体牛

场研究时，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1）蹄变形调查方法：利用多功能电动翻转手术

台对 12个牛场的成年母牛逐一进行修蹄，记录蹄

变形发生的种类和部位，按以下公式计算蹄变形发

生率。

蹄变形发生率（%）＝蹄变形牛总头数 /总牛头

数×100

某种蹄变形发生率（%）＝某种蹄变形牛头数 /

总牛头数×100

按拟定的标准逐牛逐蹄检查，登记 617头成年

奶牛的蹄形和蹄变形情况。经统计，蹄变形类型可

分为高蹄、扁蹄、长蹄、宽蹄、窄蹄、卷蹄、开蹄，共计

7种；卷蹄又包括内卷、上卷和下卷 3种。

2）变形蹄与产奶量统计：选取妊娠 1～5个月的

未患有隐性乳房炎、阳性乳房炎，但发生蹄变形的

奶牛 30～40 头，每天早、晚 2 次统计其产奶量，共

15 d；选取妊娠 1～5个月的未患隐性乳房炎和阳

性乳房炎正常蹄形奶牛 30～40 头，每天早、晚 2次

统计其产奶量，共 15 d。

3）数据统计与分析：数据采用 Excel 2010进行

初步整理，SPSS 13.0软件进行分析，数据用 Descrip-

tive Statistics中的 Crosstabs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蹄变形调查结果

对 617头蹄变形奶牛进行逐头逐蹄检查统计，

其中变形蹄的蹄数为 1 291 只，占总蹄数的

52.31%。变形蹄中，后肢发生比例高于前肢，占发病

总蹄数的 56.08%。前蹄长蹄数量最多，占 35.63%；

后蹄扁蹄数量最多，占 41.99%；而高蹄很少，仅占

2.03%。奶牛变形蹄统计情况见表 1。

统计数据表明，两前蹄间左前蹄变形蹄数高于

右前蹄，但差异不显著（ ＞0.05）；两后蹄间右后蹄

发病数高于左后蹄，但差异也不显著（ ＞0.05）；后

肢变形蹄数显著高于前肢变形蹄数（ ＜0.05），是由

于乳房靠近后肢处，其承重大于前肢，磨损相对严

重，以上情况与王东源等[3]在天津地区 12个规模化

奶牛场的调查结论一致。前肢变形蹄中高蹄、扁蹄、

宽蹄、窄蹄、卷蹄与开蹄之间发生数差异不显著

（ ＞0.05），长蹄发生数显著高于其他几种变形蹄

（ ＜0.05）；后肢变形蹄中高蹄、长蹄、宽蹄、窄蹄、卷

蹄与开蹄之间发生数差异不显著（ ＞0.05），扁蹄发

生数显著高于其他几种变形蹄（ ＜0.05）。

2.2 不同季节奶牛蹄变形发生数量的情况

如表 2所示，对 4 406头奶牛分别按照不同季节

统计蹄变形情况，统计时间选择在 2013年 3月 -2014

年 2 月。结果表明不同季节奶牛蹄变形发生率不

同，春季奶牛蹄变形发生率为 19.7%，夏季奶牛蹄变

形发生率为 12%，秋季奶牛蹄变形发生率为 7.1%，

冬季奶牛蹄变形发生率为 6.3%。春季奶牛蹄变形发

生率显著高于夏季奶牛（ ＜0.05），极显著高于秋季

与冬季奶牛（ ＜0.01）。这是因为新疆石河子地区的

春季，气温开始升高，积雪融化，运动场与圈舍潮湿

泥泞，加上奶牛运步困难，就会减少运动，蹄角质的

磨损程度降低[4]，引起蹄变形发生率升高；相反，其

他三个季节降水匮乏，运动场与圈舍地面较硬，此

时奶牛活动范围较大，蹄角质的磨损程度增加，所

以蹄变形发生率较春季有所减少。

2.3 奶产量的高低与奶牛蹄变形的关系

对 1 106头泌乳奶牛按照不同产奶量分别统

计蹄变形情况；统计时间选择在 2014年 4月，即第

1次修蹄后到当年 10月第 2次修蹄前，统计结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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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产奶量高低与奶牛蹄变形之间关系

表 4 患有乳房炎、繁殖障碍和酸中毒等疾病的

奶牛蹄变形情况

产奶量 15耀25 kg 25耀30 kg 30 kg以上 合计

奶牛数/头 335 391 380 1 106
变形数/头 68 112 143 323
发生率/% 20.29 28.64 37.63

患病奶牛 奶牛 合计

奶牛数/头 713 4 946 5 659
变形数/头 145 472 617
发生率/% 20.3 9.54

表 3。统计结果表明不同产奶量的奶牛蹄变形发生

率不同，15～25 kg产奶量的奶牛蹄变形发生率为

20.29%，25～30 kg产奶量的奶牛蹄变形发生率为

28.64%，30 kg以上产奶量的奶牛蹄变形发生率为

37.63%。30 kg以上产奶量的奶牛蹄变形发生率显

著高于 25～30 kg产奶量的奶牛（ ＜0.05），极显著

高于 15～25 kg产奶量的奶牛（ ＜0.01）。随着产奶

量的增长，奶牛蹄变形的发生率越来越高 [5]，30 kg

以上泌乳牛蹄变形发生率最高（37.63%）。

2.4 患有乳房炎、繁殖障碍和酸中毒等疾病的奶牛

蹄变形情况

如表 4所示，2年多调查期间共发现患有乳房

炎、繁殖障碍和酸中毒等疾病的奶牛 713头。结果

显示患有乳房炎、繁殖障碍和酸中毒等疾病组的奶

牛蹄变形发生率极显著高于正常奶牛（ ＜0.01）。这

是因为患有乳房炎、繁殖障碍和酸中毒等疾病的奶

牛血液中组织胺和乳酸水平升高，刺激蹄部动静脉

吻合支的长期扩张，血循环受阻，蹄部营养物质交

换紊乱，引起奶牛蹄变形数量增加。

3 讨 论

相关研究表明，变形蹄牛较正常蹄形牛更易发

生蹄病, 尤其是产奶量高的牛更易发生变形蹄和蹄

病，且变形蹄占 37.7%[1]。导致奶牛运动障碍，采食减

少，产奶量降低，奶牛生产能力不能有效发挥。通过调

查发现，石河子地区规模化奶牛场奶牛蹄变形的平均

发病率为 10.90%，主要发病类型是高蹄、扁蹄、长蹄、

宽蹄、窄蹄、卷蹄、开蹄，共计 7种，其中前肢长蹄发生

率较高（35.63%），后肢扁蹄发生率较高（41.99%）。

研究发现，在冬季，石河子地区规模化奶牛场

部分粪尿和积雪没能及时清理，从而造成运动场不

平；到了春季，冰雪开始融化，再加上大多数牛场的

运动场较小，排水性能不好，导致圈舍潮湿、运动场

泥泞，粪尿堆积，部分地方有粪水沉淀，奶牛运动困

难，造成奶牛不愿走动。而且牛自身又往往喜欢选

择在泥泞粪尿中站和卧，减少了蹄部角质的磨损。另

外，地面的不平整，蹄部底面各点承受的压力不均

匀，容易发生蹄部角质的异常生长，导致蹄变形的发

生率升高。因此在设计牛舍时要把运动场设计足够

大，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减少对奶牛蹄变形的影响[6]。

从调查结果看，产奶量和奶牛蹄变形的发生密

切相关，高产奶牛蹄变形总发病率（37.63%）高于中

低产奶牛蹄变形总发病率（28.64%、20.29%）。一般

随着产奶量的升高，高产奶牛精料饲喂量较多，容

易导致蹄叶炎的发生[7]。如果不能同步提高饲养管

理水平，那么蹄变形的发生率就会提高。如果饲养

管理规范，那么随着产奶量的提高蹄变形的发生率

也不会增加太多。因此蹄病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疾

病，比如腐蹄病一旦发生，同样会引起蹄部组织结

构发生变性变软，在长期超负荷的重量压迫下，会

直接导致蹄变形[8]。同样，患有乳房炎、繁殖障碍和

酸中毒等疾病的奶牛，血液中组织胺和乳酸水平升

高，刺激蹄部动静脉吻合支的长期扩张，血循环受

阻，蹄部营养物质交换紊乱，也会引起奶牛蹄变形

数量增加。因此，对于奶牛蹄变形应该跳出单一病

种的思维限制，进行综合防治，效果会更为有效。

奶牛蹄变形的发生是由自然因素和多种因素

共同引起的。奶牛蹄变形的原因包括圈舍环境、奶

牛个体特征、品种、胎次、年龄和牛场的管理措施

等。因此，对于奶牛蹄变形应该贯彻“加强管理、重

在预防、防治结合”的方针。根据牛场的具体情况，

从多因素入手防控奶牛蹄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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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有效利用豁眼鹅的高繁殖性能，开展了以豁眼鹅为母本的杂交试验，以筛选出配合力较好的杂

交组合，本试验共设 4个杂交组和 1个对照组，通过对各组的后代进行多项生产性能测定和比效，优选出综合

生产性能较好的杂交组合。结果表明，狮×豁、霍×豁 2个配套系的受精孵化率分别为 84.1%和 82%，70 日龄

体重均为 3.55 kg，料重比分别为 3.29∶1 和 3.30∶1，产羽绒量分别为 275 g 和 278 g，均显著高于其他试验

组。

关键词 豁眼鹅；杂交试验；配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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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目的

豁眼鹅因上眼睑有豁口而得名，是我国优良的

地方品种，其产蛋量居世界鹅品种首位，年产蛋在

120枚以上，素有“国宝”之称谓。但豁眼鹅体重相对

较小，肉鹅生产饲料报酬较低。与之相反，一些体型

大的鹅种，虽然肉用性能较好，繁殖力却极为低下，

年产蛋不足 60枚，有的年产蛋只有 30 枚左右（如

朗德鹅、狮头鹅、霍尔多巴吉、皖西白鹅等）。所以，

以豁眼鹅为母本，与肉用性能好的鹅品种进行杂

交，可以显著提高肉鹅生产效益。本试验目的在于

通过杂交试验，筛选出肉绒性能配合力较好的杂交

组合。

2 试验内容

以豁眼鹅为母本，分别以狮头鹅、朗德鹅、皖西

白鹅、霍尔多巴吉鹅为父本，组成 4个杂交组和 1

个豁眼鹅纯繁对照组，共 5 个试验组，所产种蛋进

行分区孵化，各组随机选出等量的后代（F1）进行育

肥饲养试验。从而筛选出优秀的杂交组合。

2.1 试验时间和地点

2015年 3-9月在辽宁省豁眼鹅原种场进行。

2.2 试验测定项目

杂交组和豁眼鹅纯繁组的繁殖力、各杂交组合

后代（F1）的生活力、肉用性能和羽绒性能。

2.3 试验材料与方法

引进狮头鹅、朗德鹅、皖西白鹅、霍尔多巴吉

鹅、豁眼鹅成年公鹅各 15只，选取豁眼鹅成年母鹅

300只，组成 4个杂交组———“狮×豁”、“朗×豁”、

“皖×豁”、“霍×豁”及一个豁眼鹅纯繁对照组，每

个杂交组合与配母鹅为 60只，性别比例为 1∶4，采

用同样的饲养管理。同期配种，所产种蛋均在同一

孵化器内进行孵化，测定各杂交群的繁殖力———受

精率和孵化率。

从每个杂交组合及纯繁组的后代中各取初生

雏 400 只，在相同饲养管理条件下测定其生活

力———育雏率。

从每个杂交组合后代中随机抽取初生雏 100

只，在相同的条件下饲养管理并进行直线育肥试

验，测定肉仔鹅 60、70、80、90日龄的体重、日增重、

耗料量及料重比。

70日龄和 90日龄时，每组分别取 10只肉鹅进

行 2次屠宰测定，同时测定屠宰烫褪取毛量。

100日龄时，从每个杂交组合后代中随机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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