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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症状，恢复瘤胃运动。

1）对因治疗。主要使用消沫剂，可选用鱼食脂

配合石蜡油，紧急情况下可用食用油。首先取食用

油 500 mL，一次灌服，同时取消气灵 30 mL与水

500 mL一起灌服。30 min后，插胃管进行放气。

2）对症治疗。

①补液补碱。治疗时，如动物表现剧烈腹疼症

状，有大出汗现象，说明瘤胃在产气的同时也产酸，

酸被瘤胃壁毛细血管吸收，可能引起酸中毒，因此

可补充一定量的碱性物质，以保持机体的酸碱平

衡。可采用肌肉注射安乃近 10 mL，其次用 5%碳酸

氢钠 500 mL，5%葡萄糖盐水 2 000 mL，10%浓盐

水 500 mL，VC 10 mL，一次静脉注射。

②健胃消导。瘤胃臌气时，可使瘤胃神经反射

性降低，在治疗的同时，可配合健胃药同治；其次

可通过下泻的方法，进行通肠。可取通肠散 500 g

一次灌服；也可采用盐类或油类泻剂，如硫酸镁、

硫酸钠各 400～500 g，加水 8 000～10 000 mL，

内服。

6 预防措施

加强饲养管理，不饲喂大量豆科植物如豆饼、花

生饼和青嫩苜蓿等。如在牧区，在放牧时要控制动物

对该类牧草的采食，可在放牧前补饲部分干草。

摘要 为给新疆垦区集约化奶牛场制定综合防治措施提供依据，选取 2016年 2-5月新疆垦区 11个集约化

奶牛场的 9 718头奶牛为研究对象，统计奶牛蹄病的发病率，分析其发生特点。结果表明：新疆垦区集约化奶牛

场春季蹄病主要为蹄壁过长、腐蹄病、蹄叶炎、蹄底脓肿或溃疡、蹄冠病、白线病，总发病率为 5.66%，其中，腐蹄

病、蹄壁过长的发病率显著高于其他蹄病（ ＜0.05），占所有蹄病的 33.82%、32.18%，高产泌乳奶牛蹄病发生率最

高（10.94%），青年牛蹄病发生率最低（0.59%），干奶牛蹄病发生率居中（5.90%）。表明新疆垦区集约化奶牛场奶牛

蹄病的发生与年龄、泌乳量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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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是奶牛重要的支持和运动器官，蹄的健康直

接关系到奶牛的高产、稳产和利用年限，也是关系

到奶牛的优良性能能否发挥的重要因素[1]。奶牛蹄

病是奶牛的主要疾病之一，也是规模化奶牛场的四

大疾病之一，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疾病，通常包括多

种不同的蹄病，是指奶牛蹄部发生的各种急慢性、

细菌性或者机械性损伤，主要包括蹄冠炎、蹄叶炎、

蹄皮炎、蹄底糜烂、蹄球炎等[2]。由于该病多呈慢性

病，基本上不会致死，故常常为人们所忽视，但可引

起奶牛泌乳量下降、繁殖力下降或长期卧地不起而

被淘汰，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无可估量[3-4]。近

年来，奶牛蹄病已上升为影响奶牛业发展的仅次于

乳房炎和繁殖系统疾病的第三大疾病[5-6]。奶牛肢蹄

患病，会造成医疗费用提高、产奶量降低、淘汰率增

加，给奶牛养殖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国外报道，

奶牛蹄病的发病率在 4%～55%，我国奶牛蹄病的发

病率也很高，发病率在 5.7%～54.9%[7]。因此，控制

奶牛蹄病的发生、发展成为奶牛养殖和奶牛疾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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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奶牛蹄病总体发病情况

总体蹄病类型
发病头数 /

头

发病率 /%

（ =9 718）

占蹄病的比例 /%

（ =550）

蹄叶炎 68 0.70 12.36

蹄底脓肿或溃疡 56 0.58 10.18

白线病 6 0.06 1.09

腐蹄病 186 1.91 33.82

蹄壁过长 177 1.82 32.18

蹄冠病 57 0.59 10.36

合计 550 5.66 -

牛的分组 1牛场 2牛场 3牛场 4牛场 5牛场 6牛场 7牛场 8牛场 9牛场 10牛场 11牛场 合计

青年牛 1 296 300 105 160 95 129 370 130 220 181 331 3 317

干奶牛 587 145 337 60 46 49 290 60 85 91 166 1 916

高产泌乳牛 310 150 200 120 61 64 180 75 100 403 238 1 901

中低产泌乳牛 381 320 187 60 62 57 360 160 225 482 290 2 584

合计 2 574 915 829 400 264 299 1 200 425 630 1 157 1 025 9 718

表 1 奶牛来源明细表 头

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鉴于奶牛蹄病的危害严重，针对奶牛蹄病预防

与治疗的研究较多，但是奶牛蹄病的发生率仍然居高

不下，冬春季节发病率更高[4]。因此，有必要对奶牛蹄

病的发病情况、发病特点加以分析，以保障奶牛业的

健康发展。为了查明新疆垦区集约化牛场奶牛主要蹄

病发病特点和主要类型，对新疆垦区的 11个集约化

牛场开展蹄病的调查，以期阐明新疆垦区集约化牛场

奶牛蹄病发生的主要特点和一般规律，为本地区制定

奶牛蹄病综合防治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1 调查与方法

1）调查时间及动物来源。本调查在 2016年 3-5

月期间新疆垦区的 11个集约化奶牛场进行，调查

对象为 11个集约化牛场的青年牛（3 317头）、干奶

牛（1 916头）和泌乳牛（4 485头），共计 9 718头。

为方便说明，将 11个牛场编为 1～11牛场。各牛场

基本情况见表 1。

2）调查内容。在 2016年春季对新疆垦区的 11

个集约化牛场进行系统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奶牛基本情况、奶牛的饲养管理及蹄病发病情况。

奶牛基本情况调查包括临床检查、四肢及蹄部外观

检查、驻立视诊、运步视诊，重点调查奶牛步态和姿

势是否异常以及跛行，并进行细致的临床检查，结

合临床症状和实验室分析结果，确定奶牛蹄病患病

种类，统计发病率并进行分析。按以下公式计算蹄

病总发病率、各种蹄病发病率和某种蹄病占所有蹄

病的比例[8]。

蹄病总发病率（%）＝蹄病牛总头数 / 总牛头

数×100

某种蹄病发病率（%）＝某种蹄病牛头数 /蹄病

牛总头数×100

某种蹄病占所有蹄病的比例（%）=某种蹄病牛

头数 /蹄病牛总头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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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escriptive

Statistics中的 Crosstabs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1）奶牛蹄病总体发病情况。在 2016年 2-5月

对新疆垦区的集约化牛场的 9 718头奶牛进行详

细检查后，共检查出患蹄病奶牛 550头，总发病率

为 5.66%。其中腐蹄病 186头、蹄壁过长 177头、蹄

叶炎 68 头、蹄冠病 57 头、蹄底脓肿或溃疡 56 头、

白线病 6头，主要发病类型为腐蹄病及蹄壁过长，

显著高于其他蹄病（ ＜0.01或 ＜0.05），占所有蹄

病的比例为 33.82%、32.18%。其中发病最少的蹄病

为白线病，所占比例为 0.06%。奶牛蹄病总体发病的

具体情况见表 2。

2）青年牛蹄病发病情况。本次调查的新疆垦区

集约化牛场青年牛共计 3 317头，其蹄病总发病率

为 0.59%。蹄病发生依次为蹄壁过长 10头、蹄底脓

肿或溃疡 5头、腐蹄病和蹄冠病各 2头、蹄叶炎 1

头、没有白线病的发生，其中主要发病类型为蹄壁

过长，显著高于其他蹄病（ ＜0.05），占青年牛所有

蹄病的比例为 50.00%，青年牛蹄病发病具体情况见

表 3。

3）干奶牛蹄病发病情况。调查的新疆垦区集约

化牛场干奶牛共计 1 916头，其蹄病总发病率为

5.90%。其中主要发病类型为蹄壁过长 31头、腐蹄

病 29头、蹄底脓肿或溃疡 28头，显著高于其他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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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年牛蹄病发病情况

青年牛蹄病类型
发病头数 /

头

发病率 /%

（ =3 317）

占蹄病的比例 /%

（ =20）

蹄叶炎 1 0.03 5.00

蹄底脓肿或溃疡 5 0.15 25.00

白线病 0 0.00 0.00

腐蹄病 2 0.06 10.00

蹄壁过长 10 0.30 50.00

蹄冠病 2 0.06 10.00

合计 20 0.59 -

表 4 干奶牛蹄病发病情况

表 5 泌乳奶牛蹄病发病情况

干奶牛蹄病类型
发病头数 /

头

发病率 /%

（ =1 916）

占蹄病的比例 /%

（ =113）

蹄叶炎 12 0.63 10.62

蹄底脓肿或溃疡 28 1.46 24.78

白线病 4 0.21 3.54

腐蹄病 29 1.51 25.66

蹄壁过长 31 1.62 27.43

蹄冠病 9 0.47 7.96

合计 113 5.90 -

蹄病类型
高产泌乳牛 中低产泌乳牛（n=2584）

发病头数 /头 发病率 /%（ =1 901）占蹄病比例 /%（ =208）发病头数 /头 发病率 /%（ =2 584）占蹄病比例 /%（ =209）

蹄叶炎 40 2.10 19.23 15 0.58 7.18

蹄底脓肿或溃疡 11 0.58 5.29 12 0.46 5.74

白线病 0 0.00 0.00 2 0.08 0.96

腐蹄病 63 3.31 30.29 92 3.56 44.02

蹄壁过长 70 3.68 33.65 66 2.55 31.58

蹄冠病 24 1.26 11.54 22 0.85 10.53

总计 208 10.94 - 209 8.09 -

不同阶段 蹄叶炎 蹄底脓肿或溃疡 白线病 腐蹄病 蹄壁过长 蹄冠病 合计

青年牛（ =3 317） 0.03 0.15 0 0.06 0.3 0.06 0.59

干奶牛（ =1 916） 0.63 1.46 0.21 1.51 1.62 0.47 5.9

泌乳牛（ =4 485） 1.23 0.51 0.04 3.46 3.03 1.03 9.30

（ ＜0.05），占干奶牛所有蹄病的比例分别为 27.43%、

25.66%和 24.78%。干奶牛蹄病发病具体情况见表 4。

4）泌乳奶牛蹄病发病情况。新疆垦区集约化牛

场高产泌乳奶牛和中低产泌乳奶牛的蹄病发病率见

表 5，泌乳牛中腐蹄病和蹄壁过长最为常见，其中高

产泌乳奶牛蹄病总发病率（10.94%）高于中低产泌乳

奶牛蹄病总发病率（8.09%）；高产泌乳牛的蹄叶炎发

病率（2.10%）显著高于中低产泌乳奶牛蹄叶炎发病

率（0.58%）（ ＜0.05）；说明奶产量高的奶牛更容易发

生蹄病。泌乳奶牛蹄病发病的具体情况见表 5。

5）不同阶段对奶牛蹄病的影响。调查结果表明

不同阶段的奶牛其蹄病发病率不同，青年牛的蹄病

发病率为 0.59%，干奶牛的蹄病发病率为 5.90%，泌

乳牛的蹄病发病率高达 9.30%。通过 SPSS 13.0软

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发现，泌乳牛的蹄病发病率显

著高于干奶牛（ ＜0.05），青年牛蹄病发病率显著低

于泌乳牛和干奶牛（ ＜0.05）。随着年龄的增长，不

同阶段奶牛蹄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泌乳牛蹄病发

病率最高（9.30%），具体情况见表 6。

3 讨 论

相关研究表明，因蹄病淘汰的奶牛占到总淘汰

奶牛的 20%左右[9]。产奶量的降低、医疗费用增加及

跛行病牛的过早淘汰是构成蹄病损失的主要因素。

通过本研究调查发现，新疆垦区集约化奶牛场春季

奶牛蹄病的总体发病率为 5.66%，主要发病类型是

腐蹄病和蹄壁过长，其中泌乳奶牛发病率较高

（9.30%），青年牛蹄病较少，表明蹄病的发生与年

龄、泌乳量、泌乳阶段等因素有关。

经调查发现，在冬季，新疆垦区集约化牛场部

分牛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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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粪尿堆积，圈舍潮

湿、运动场泥泞，粪尿堆积，部分地方有粪水沉淀，

奶牛起卧困难，容易造成蹄部损伤。而且牛自身又

往往喜欢选择在泥泞粪尿中站和卧，这样奶牛蹄部

长时间浸泡在泥粪中，导致蹄部变软，组织部分分

解，容易使蹄部磨损，各种病菌也比较容易滋生[10]，

表 6 不同阶段奶牛蹄病的发病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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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站立不安、四肢颤抖的原因

该病很可能是牛瘤胃积食造成的。主要原因是饲喂了大量的秕壳、麦秸、麦糠等易于膨胀而又难

以消化的干饲料，或在牛过于饥饿后采食了大量精饲料而导致的。解决的办法：多喂些青贮饲料和优

质干饲料，不要在饥饿时喂精料过多。治疗时，可用硫酸镁或硫酸钠 500～800 g，加水 1 000 mL，植物

油 1 000～1 500 mL，给牛灌服，加速排出瘤胃内容物。也可用大黄 75 g、山楂 75 g、麦芽 100 g、陈皮

75 g、槟榔 30 g，水煎汁候温一次灌服。

来源：山东农业科技网

容易发生蹄部感染和疾病，导致蹄病的发病率升

高。因此在建设牛舍时要把运动场设计足够大，减

少对蹄病的影响[4]。

从本调查结果看，泌乳量和奶牛蹄病的发生密

切相关，高产泌乳奶牛蹄病总发病率（10.94%）高于

中低产泌乳奶牛蹄病总发病率（8.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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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果不能同步提高饲养管理水

平，那么蹄病的发病率就会提高。如果饲养管理规

范，那么随着产奶量的提高蹄病的发病率也不会增

加太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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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此，对于奶牛蹄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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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牛蹄病的发生是由自然因素和多种因素共

同引起的[13]。奶牛蹄病的原因包括畜舍环境、奶牛个

体特征、品种、胎次、年龄和牛场的管理措施等[14-15]。

因此，对于奶牛蹄病应该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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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