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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牛病无论是消化系统疾病、中毒疾

病，还是传染病，都要反映和影响到牛胃、反刍功能

中来，影响和造成其功能下降或停止，表现为食欲减

退或废绝，严重者死亡。如病例 4治疗牛传染病时用

了大量抗生素，破坏了牛胃中微生物平衡，有益微生

物和纤毛虫急剧减少，牛胃消化纤维功能、反刍功能

也急剧下降或停止。因此接种有益微生物和纤毛虫，

对恢复草食动物消化纤维等功能有益，配合中西医

治疗方法达到治疗效果，显得更加重要。陈培育等[3]、

尹钦建[4]在接种有益微生物和纤毛虫治疗牛病中做

了有益探索，取得了治愈肉牛运输应激综合征 90.9%

和酒糟中毒型瘤胃积食 93.4%的效果。笔者认为，对

牛胃、反刍功能与牛病诊断关系了解不清或不深刻，

这是治不好牛病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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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奶牛蹄病是危害奶牛养殖业中常见的一种病，严重的造成奶牛瘫痪。蹄变形和腐蹄病是奶牛蹄病的

主要病症，本文介绍了该病的发病因素、临床症状和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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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常见蹄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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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病是奶牛的常见疾病，严重影响奶牛的产奶

量，是仅次于乳腺炎的困扰牛场的疾病之一，给奶

牛养殖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根据临床症状和发病

机制的不同，该病分为蹄变形和腐蹄病 2种。蹄变

形主要是指蹄的外部形状改变，目前表现有长蹄、

宽蹄、翻卷蹄。而腐蹄病是指在牛蹄内部的真皮部

和角质层发生了化脓或坏死，外部形态并没有明显

改变。

1 发病原因

引起奶牛蹄变形的因素很多，主要与遗传和饮

食环境有关。遗传方面，如果配种的公牛有蹄变基

因，就会遗传给后代牛犊，后代的患病风险大大增

加；饮食方面，当奶牛从饲料中摄入的钙和磷含量

不足时，就会因体内钙磷的代谢失衡而发生蹄变

形。除了矿物质外，如果饲料中含有的精饲料过多，

虽然短期内奶牛的产奶量会增加，但是奶牛食用粗

饲料较少就会导致体内酸中毒，进而引起蹄的发炎

和变形；环境方面，牛场的管理非常重要，牛棚采光

不足，粪便不及时清理，奶牛长时间生活在阴暗潮

湿的环境中，也是导致蹄变形的重要因素。

奶牛腐蹄病多由于饮食管理不善和微生物感

染引起。饮食中的钙磷配比不当，导致奶牛体内的

钙磷代谢失衡，是造成该病的重要因素之一。管理

方面，牛棚内潮湿的环境也可能引起腐蹄病。另外，

一些细菌的感染也不容忽视，比如坏死杆菌和化脓

性棒状杆菌等的侵染。

2 临床症状

蹄变形病的症状根据形状分为长蹄、宽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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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鳅大量死亡怎么办
1）首先检测泥鳅是否带虫，亚硝酸盐是否超标；如有虫先有针对性杀虫，如亚硝酸盐超标可以适

量换水，再用“万能亚硝灵”降解。

2）如果水质变差（变黑、变浓），适当换水；换水后立即用“解毒改水宝”调节。

3）出现大量死亡，并且死亡症状为烂身、烂尾、烂鳃，选用“灭孢烂腐灵 +止血烂鳃康”处理，死亡

量减少后，隔 1 d再用“高碘腐皮康”，如果水质偏浓，可以搭配硫酸铜使用。

4）出现大量死亡，并且死亡症状为红嘴、红点、红鳍，选用“病毒灵 +出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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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蹄。长蹄就是奶牛蹄子的侧支和角质都超出正常

范围；宽蹄则是蹄的两侧支发生变形长大，但是角

质变薄，不利于奶牛的站立和运动；翻卷蹄指牛蹄

边缘磨损，蹄背部翻卷，因走路不稳有弓背现象。

蹄腐病的症状分为趾间腐烂和蹄腐烂。发生趾

间腐烂的奶牛，蹄趾红肿糜烂易出血，呈红色，有时

因腐肉呈暗红色，趾间有渗出物，并有痂皮。病牛常

见于成年牛，因病蹄以蹄尖行走，站立不稳，跛行明

显；蹄腐烂发生在牛蹄的真皮部和角质层，后蹄多

见患病，蹄内发生腐败性化脓。发病后期炎症可以

延伸至蹄冠处，导致关节肿胀，痛感明显，发展成为

化脓后破溃。本病主要发生于奶牛两后肢的外侧

趾，两后肢频频交替负重，患牛会呈现不同程度的

跛行。喜卧、不愿走动或站立，随着病情加重，蹄间

和蹄冠周围组织呈红肿、热痛；病牛体温升高，食欲

减退，精神萎顿，消瘦，产奶量大幅下降，重者瘫痪

不起。叩击做蹄底检查时会有疼痛感，多发生于成

年奶牛，且在 7-9月多发。

3 防控措施

1）蹄变形的防控。蹄变形主要在于预防，加强

饲养，饲料中注意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合理搭配，随

着奶牛产奶量的变化而调整营养配比，不要过度追

求产奶量。对牛群每年普查蹄形，定期给奶牛修蹄，

建立修蹄制度。冬天干刷，夏天湿刷，为防止牛蹄感

染，不宜在雨季修蹄。注意饲养卫生条件，牛棚、运

动场要及时清扫、保持干燥卫生，防止蹄被粪、尿和

污物长期浸渍。水泥地面要加上防滑条纹，防止肢

蹄的擦伤。

加强对牛蹄病的监测，发现后及时治疗，防止

病情恶化。当发现有奶牛蹄形变化时，可以注射维

生素 D3，饲料中添加钙磷（比例为 1.4∶1），延缓发

病。凡变形蹄，根据变形程度进行修蹄治疗：用清水

和棕刷等去除蹄部的污物，彻底清除干净，充分暴

露病变部位，对患蹄彻底消毒后再进行修蹄。注意

刚修过蹄的奶牛在 2周内不要在水泥地上运动，避

免擦伤。

2）腐蹄病的防控。同样是以预防为主，加强饲

养管理，保持日粮平衡，钙磷的喂量、比例适当，以

减少腐蹄病的发生。注意牛场卫生条件，保持运动

场和牛舍的清洁干燥，及时清除牛舍及运动场的污

水、牛粪、石子及硬物，防止蹄底挫伤。用 4%硫酸铜

浴液给牛只喷蹄，能有效预防传染性蹄病。

腐蹄病分急性和慢性 2种。当奶牛患急性腐蹄

病时，用抗生素和磺胺进行全身治疗，消除炎症。金

霉素、四环素 0.01 g/kg，或磺胺二甲基嘧啶 0.12

g/kg，1～2次 /d，连用 3～5 d，静脉注射。青霉素

200～250万 IU，2次 /d，连用 3～5 d，肌肉注射；当

奶牛患慢性腐蹄病时，要将病牛从牛群中挑出，单

独饲养。用烧烙法将增生肉烙去，将患牛蹄部修理

平整，如有角质部腐烂，将腐烂的黑斑挖出，然后用

10%硫酸铜冲洗，内涂 10%碘酊，填入松馏油棉球，

或放入高锰酸钾粉、硫酸铜粉，最后装上蹄绷带，每

隔 2～3 d换药 1次，治愈效果较好。

4 小 结

蹄病是奶牛的几大疾病之一，是造成奶牛淘

汰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南方某些地区，蹄病的发病

率在 20%～40%，奶牛发生蹄病、跛行，严重影响

奶牛的产奶量，每头患蹄病的奶牛，年单产奶量将

减少 14%～20%。使奶牛的使用年限缩短，淘汰率

上升，造成较大的损失。因此，了解防控奶牛蹄病

的方法，是牛场经营管理者需要做好的一项重要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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