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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羊群一旦出现病羊，需及时隔离，分开饲养羔羊

和成年羊，适当放牧，严禁在牧场解剖病死羊。换料

时要慢慢适应、更换，羊舍要依照卫生防疫制度定

期清扫和消毒，地面常处于干燥状态，羊的圈舍、饮

水槽等设备实行定期消毒制度，定期对羊群进行药

浴驱虫，同时妥善处理好患羊的粪便，以免二次污

染环境，按时对妊娠母羊做好消毒工作；此外，做好

药物治疗，防止病情加重。

4）铜中毒。铜中毒最容易发生在羊身上，因为

铜在绵羊体内代谢速率较慢。急性中毒的羊会出现

腹痛、惨叫、腹泻等症状，粪便还会呈稀水样，且含

有绿色或蓝色硫酸铜液，排粪频繁且排出的尿呈红

色，严重时呈深咖啡色。铜中毒的羊呼吸急促，脉搏

频数，此时的体温会明显下降，出现虚脱、休克症

状，一般在 3～8 h内就会发生死亡。慢性铜中毒的

羊早期表面没有任何征兆，仅肝脏某些酶活性升

高。但是当病情严重时，病羊后期会出现溶血，排血

红蛋白尿的现象，可视黏膜黄染，羊只逐渐消瘦、烦

渴，粪稀烂、无规则。血常规检验可见红细胞数减

少，形态异常，红细胞内出现亨氏小体。红细胞压积

降为 19%，甚至低至 10%，血浆铜浓度升高 1～7

倍，病羊 1～3 d 内死亡[2]。防治措施：加强饲养管

理，增强羊只抗病力，同时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补充

水分、电解质。

5）维生素缺乏引起腹泻。缺乏 B族维生素，患

病羊只身体羸瘦，精神状态萎靡不振，体温常升高

至 38.6～39.6 ℃，食欲不振，无力，行走时出现左右

摇摆现象，眼结膜、口腔黏膜苍白；被毛稀疏发黄，

腹部、四肢下部及耳廓边缘皮肤变红并出现小丘

疹，渗出少量的淡黄色渗出液，随着病程延长慢慢

变粗糙、增厚，最后形成褐色痂块，个体腹泻程度各

不相同。排出灰白色糊状粪便，后期有个别患羊排

出覆有黏液的干涸的小粪球[3]。防治措施：及时在饲

料中大倍量补充多种维生素及适量添加小麦麸，在

精料中拌胡萝卜等饲料，还可以肌肉注射 B族维生

素，皮肤破损处可擦拭碘甘油，以防其感染其他细

菌，继发其他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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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藏羊蹄病发生的常见原因、蹄病检查、蹄部矫正和饲养管理，保持蹄组织健康关键在于

营养物质的摄取，减少瘤胃酸化和强化营养物的摄入（如生物素、钙和锌），增加 20 mg生物素可在短期内治疗蹄

爪的病变，减少蹄病在羊群中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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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藏羊的跛行与蹄病有关，调查发现 10%～

19%的藏羊四肢运动失调。蹄运动失调常因环境、营

养和解剖结构异常等因素而引起，但有些失调可通

过矫正和恰当的护理避免。

1 蹄病发生的常见原因

藏羊在干燥环境中很少出现蹄病，但部分藏羊

需进行足矫正（因为它们缺乏在干燥表面行走的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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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或由于慢性蹄叶炎和强饲引起的蹄部生长过

快，而出现蹄部磨损。但在潮湿、泥泞和湿度大的环

境和季节中容易发生蹄部运动失调，饲料中营养成

分摄入过多，特别是蛋白质过多会引起蹄生长过

快，也会导致蹄部运动失调。

2 蹄病检查

对羊群进行检查时应做群体观察，注意羊群行

走时是否有羊只躺卧或屈膝行走，对抬腿困难、关

节肿大或过长、跛行和步态异常的羊也应着重观

察。个别检查时，检查人员应仔细观察并进行触诊

检查，应注意羊蹄是否过长、有无脓肿、足趾间有无

损伤、渗出液和难闻气味等。冠状带病变主要通过

水肿、充血和增生诊断。

3 蹄部矫正

1）在矫正时，需要保定其腰部，还有的需要用

枷栓住，一些羊需用斜槽保定进行矫正。建议用保

定腰部来矫正，矫正时操作人员站旁边对站立动物

矫正会更容易。如果动物站立，应该被系住，保证在

动物矫正过程中操作人员的安全，彻底的保定对矫

正很关键。

2）检查人员或饲养员在修蹄面和蹄孔时应根据

蹄的外形去量冠状带的角度，清洗趾头的脏物，以

确定需要移除的洞角大小。矫正后蹄面与冠状带应

几乎平行，在矫正后蹄面可治疗许多蹄病。在矫完

趾头和后趾面后，检查人员应使趾里面比外面短，

如果过长或长得过快，切除后应使蹄外面（承重表

面）比其他部分长。如果蹄矫正不当会出现羊用脚

趾走路、侧着脚走路或趾头翘起用后跟走路，引起

蹄病的普遍原因是外足面内翻产生碎片堆积区和

感染区。蹄里层在趾间过度外长，成为趾间疾病的

诱因。在手术者移除卷趾后，经过对蹄的矫形，可使

之更好地保持平衡，而不是双倍或缩短趾头，这比

卷趾过长或过短平衡性能好。畜群需要在每 6周至

2个月进行 1次矫正，来减少蹄病的发生机率。

4 饲养管理

1）饲养管理会影响蹄的生长发育。羊饲喂过多

能量和蛋白饲料、生活在柔软的地面可能会导致异

常。保持蹄组织健康关键在于营养物质的摄取，减

少瘤胃酸化和强化营养物的摄入（如生物素、钙和

锌）。总原则上，必须应用合理的饲养程序、补充自

由盐类（含钙、磷和微量元素的摄入），在某些特殊

情况下的一些饲养规划可能促进蹄的生长和健康。

增加瘤胃功能的膳食（改变发酵率），会影响蹄的健

康生长；摄入高能量的饲草和不当的纤维，均可导

致蹄的亚健康。在精料和粗料配比上，精料每天分 2

次或更多次进行饲喂，这不仅有助于全群健康，而

且有助于减少微生物系统的改变，诱导动物正常的

瘤胃发酵功能。饲料中应添加多于 30%～50%的干

物质，青草和鲜嫩的饲料仅能提供很少的纤维来优

化瘤胃发酵。饲料缓冲剂，特别是高精料的摄入，可

能帮助瘤胃消化，因此可以防止蹄病的发生。摄入

肥沃牧场的青草时，可诱发异常的瘤胃发酵，导致

蹄异常生长。

2）蹄的健康还受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影响。增加

20 mg生物素可在短期内治疗蹄爪的病变，减少蹄

病在羊群中的发生，而且使瘤胃酸化的膳食减少了

生物素的微生物合成。建议在有蹄病羊的膳食中每

天增加 3～4 mg生物素，其他维生素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E和维生素 A 的前体物质，维生素 A 的

前体物质β-胡萝卜素对蹄的生长有益。维生素 A

和β-胡萝卜素是细胞的再生、上皮组织的修复和

免疫方面的必需物质。因此，饲料中应强化这些营

养物质来治疗和预防蹄病。钙是最大的矿物质组成

成分，是蹄生长所必需的，饲料中钙含量应在 0.6%～

0.8%之间，而钙、磷比例应在 1∶1～2∶1，微量矿物

质的摄入影响蹄的生长（如铜、锌），在某种程度上，

钼和锰也是最关键的。锌在维持正常免疫、洞角组

织的生长、维生素Ａ的代谢、上皮修复和蹄的硬化

等方面是必需的。研究发现锌的加入特别是螯合物

锌 -甲硫氨酸的摄入，可增进蹄的健康，减少跛行

的发生。使用这些矿物质对全群的健康有很大的价

值。给羊口服硫酸锌 0.5 g/d，对防止腐蹄病的发生

有综合效果。铜有助于角蛋白的合成、维持正常的免

疫功能和作为许多酶系的辅助因子，在体内是必需

的。铜的缺乏可能是先天性的（饲料中铜比例不当）或

后天饲喂条件（过多的钼、硫或铁）而造成。饲料中的

铜、钼比例应在 4∶1～6∶1之间，才能维持铜的正常

功能。过多的氮肥和限制性土壤可能抑制植物对铜和

硒的摄入，精料和粗料可能成为氮源，减少氮在瘤胃

厌氧微生物中的代谢，氮对蹄的生长有直接作用，缺

乏可引发羊群或其它反刍动物的洞角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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