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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绵羊是省市乡村少数名族生存的基础和发家致富的希望,承载着众多边疆少数民族的稳定

性和重大使命。由于今年大西北地区气候寒冷雨水较多,沙尘暴频繁,气候环境恶劣,若饲养管理

不到位,病菌在污染的环境中大量存在,接触病菌的机率较大,绵羊腐蹄病直接影响羊的生产性能

和繁殖性能,对牧民和养殖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结合当地羊发病原因和临床症状实践研究分析

从药上对症治疗以及今后的预防措施,供广大牧民和养殖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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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heep
 

are
 

the
 

basis
 

for
 

survival
 

and
 

the
 

hope
 

of
 

getting
 

rich
 

for
 

ethnic
 

minorities
 

in
 

rural
 

areas
 

of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carry
 

the
 

stability
 

and
 

important
 

mission
 

of
 

many
 

ethnic
 

minorities
 

in
 

frontier
 

areas.
 

Due
 

to
 

the
 

cold
 

climate
 

and
 

heavy
 

rainfall
 

in
 

the
 

northwest
 

this
 

year,
 

frequent
 

sandstorms,
 

and
 

harsh
 

climate
 

environment,
 

if
 

feeding
 

and
 

management
 

are
 

not
 

in
 

place,
 

a
 

large
 

number
 

of
 

pathogens
 

will
 

exist
 

in
 

the
 

polluted
 

environment,
 

and
 

the
 

chance
 

of
 

exposure
 

to
 

pathogens
 

will
 

be
 

greater.
 

Sheep
 

foot
 

rot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sheep.
 

and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This
 

has
 

caused
 

huge
 

economic
 

losses
 

to
 

herdsmen
 

and
 

farmers.
 

Based
 

on
 

the
 

practical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local
 

sheep
 

disease
 

and
 

clinical
 

symptoms,
 

we
 

can
 

provide
 

symptomatic
 

treatment
 

with
 

medicine
 

and
 

future
 

preventive
 

measures,
 

which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majority
 

of
 

herdsmen
 

and
 

breeding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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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养殖业发

展要秉承科学方式注重养殖方法的合理性。腐蹄病

是养羊业一种最常见传染性极强的传染病,牧场的

湿度与管理有很大的关系,并且发病率非常高,腐蹄

病春秋季节多发病,主要侵害牛、羊、猪、马蹄部,患
病羊经常会出现恶臭、蹄间的软组织化脓、裂开甚至

坏死现象,轻者引起运动障碍,严重者造成死亡,笔
者介绍了绵羊腐蹄病的发病原因分析和临床诊断方

法以及综合防治措施,以便提高羊群的健康快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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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腐蹄病的发病原因

1.1 蹄部感染细菌

绵羊的圈舍卫生较差,圈舍潮湿,雨天水路不

通,圈舍粪尿长时间不清理,绵羊蹄子周围长期浸泡

在粪尿水之中,为腐蹄病菌微生物提供了便利的侵

袭条件,致病微生物结瘤拟杆菌(K微生物)多数寄

生在潮湿黑暗粪水泥土中,最容易侵害牛羊蹄部,因
为腐蹄病菌能产生的毒素蛋白酶,蛋白酶能够腐化

绵羊蹄子周围角质,绵羊蹄子周围容易受到病菌侵

袭和致毒素的作用,使蹄子周围出现很明显的病理

性变化。

1.2 蹄外部损伤

因为圈舍地面不按时清理(例如防疫时针头断

了需要更换针头或者采血时废弃针头不按规定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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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毁,随地乱扔)或者在放牧过程当中踩到一些尖锐

的钉子、铁丝、铆钉、玻璃碎渣或者踩到一些坚硬的

石头、瓦块、砖块、草木根茎、农作物硬茬之类的东

西,这些平时不注意的地方,恰恰使绵羊蹄部周围容

易受伤割破,再加上饲养员没有及时发现割破的蹄

子,更没有及时给绵羊蹄子消毒包扎用药处理,从而

引起发炎随着病情的发展最后成了致病性腐蹄病。

1.3 饲养管理3方面不注意易导致腐蹄病

绵羊养殖场对饲料配比控制不够严格,每日供

给的饲料达不到绵羊体内需要的营养物质,使绵羊

蹄部长期缺乏微量元素,导致绵羊蹄子逐渐畸形。

1.3.1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紊乱 每日饲喂的饲料

当中钙和磷严重缺乏或者饲料比例失调。该病易继

发于微量元素缺乏症或硒中毒症。

1.3.2 蛋白质紊乱 饲料当中因为蛋白质含量过

高,不仅会引起绵羊慢性肾脏疾病而且会加重氮排

泄,绵羊体内组胺和内毒素过高容易引发蹄部周围

病菌性的炎症,泌乳期的羊缺乏蛋氨酸时易引发腐

蹄病。

1.4 季节因素与腐蹄病的发生关系

调查发现该病多发于春夏季节,在高温高湿季

节,绵羊摄入饲料中的营养负平衡导致绵羊抵抗力

下降,此外、在春秋季节,雨水较多,圈舍潮湿易发

霉,地面雨天水路不通,地面粪水坑坑洼洼是病菌滋

生的好时机。秋冬气候干燥,蹄部周围的皮肤容易

干裂,再加上冬天寒冷,地面结冰,蹄部容易冻伤会

引起绵羊蹄子周围血液循环不流畅,使绵羊腐蹄病

的发生几率增大。

1.5 疾病继发导致腐蹄病的产生

绵羊产后如果长期不护理容易引起子宫内膜

炎,子宫内膜炎会引发腐蹄病,如果绵羊有代谢病和

热性病以及中毒,都会引起绵羊腐蹄病的发生。

1.6 其他三种原因导致的腐蹄病

1.6.1性别因素 体重体型等因素原因决定了种羊

公羊易患腐蹄病。

1.6.2 年龄因素 年龄大的羊群发生腐蹄病的机

率越高,遗传因素和品种因素等

1.6.3 羊群分配不均匀 不按比例分配羊群,绵羊

长期处于拥挤状态,再加上圈舍潮湿,环境卫生质量

差,羊只长期被踩踏,使绵羊蹄部周围容易受伤,为
病菌提供了便利的侵袭条件,因为草场排水不畅,长
期处于坑坑洼洼的泥泞,绵羊蹄子始终浸泡在粪水

泥泞当中,也会引起绵羊腐蹄病的发生。

2 腐蹄病的临床症状表现
  

腐蹄病是一种传染病,潜伏期较长,绵羊在患上

腐蹄病初期症状不是太明显,在4~7
 

d内逐渐会变

现出来,绵羊蹄部会出现红肿或皮疹,如果饲养员不

及时发现和救治,在5~10
 

d内绵羊发痒难受,会出

现挖墙脚摩擦地面,从而加重蹄部受伤磨烂程度,蹄
部周围被感染后出现流血和脓包,角质裂开周又是

新的细小水泡病变,挤压蹄部时会有恶臭的黑红黄

脓液体流出来,传染速度非常快,几个小就能传染几

个或十几只羊,如果不及时隔离和治疗会传染整个

羊群(见图1)。

图1 绵羊腐蹄病的外视症状

2.1 身体上的病变

根据观察,绵羊发病初期大多数是四只蹄子中

只有一只是出现病变,两只蹄子同时发病几率较小,

前后左右的及个别有,发病初期如果饲养员发现较

迟或者不采取隔离和治疗手段,耽误最佳治疗时间,

病情逐渐恶化,患病羊会出现前爬或者患病蹄子喜

压在肚子下面,喜窝不站,刚开始发现绵羊蹄子间隙

和绵羊蹄腕以及蹄匣蹄冠会有肉眼可见发热红肿,

按压时有疼痛反应,蹄匣部会有大小不等的皮疹,局
部刨切时会有乌黑恶臭脓包流出,脚蹄间出现腐烂,

这些部位会被一层感染后的细菌所覆盖,脚蹄的躯

壳部位因细菌感染而最贱变得腐烂变形,患病绵羊

羔子会引起继发感染环死性口炎,鼻腔和眼角分泌

物增多,
 

嘴唇周围有大小不等的水泡和黑红黄褐色

的结痂,绵羊羔子初生时脐带护理不严格的情况下,

会继发感染坏死性脐带炎,绵羊还会继发感染引起

肝炎或阴唇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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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行动上的变化

绵羊患病之后为了减轻瘙痒不断地摩擦蹄子,

使蹄子持续受到某种刺激,伤口不能自我愈合使病

变延伸到脚蹄冠部,医学上称之为蹄冠蜂窝炎,若不

对症治疗韧带和骨以及关节部位均受感染,从而引

发血液病变,蹄子部位的角质组织细胞会出现坏死

现象,最终带给羊的身体变化是羊不能站立,只能躺

卧,脚蹄脱落,再加上治疗用药不当会体温身高,跪
地采食,营养不良,此病程较长,患病羊采食诸多困

难,羊出现机体变化,日渐消瘦,病羊死亡概率不断

增加。

3 绵羊腐蹄病的诊断方法

3.1 根据动物种类

日常临床治病经验以及症状,绵羊发病的部位、

坏死组织和恶臭味以及流行病学可作出初步诊断。

3.2 涂片镜检

在发病地点,取口腔唾液和蹄部病变核心部位

制成涂片后用复红美蓝染色法镜检。(1)美蓝0.15
 

g,氢氧化钠0.07g,石灰酸10
 

g,酒精10mL,蒸馏水

200
 

mL。(2)常规涂片,经过消毒自然干燥,固定好

抹片,点一小滴美蓝染色液滴载玻片中央,按无菌操

作取少量酵母菌充分搅拌混合均匀,滤过,保存备

用,水洗,镜检。

4 腐蹄病的治疗方法

4.1 隔离患有腐蹄病的绵羊

一旦确诊是腐蹄病之后,对所有羊蹄部进行全

面检查,绵羊腐蹄病传染速度很快,经过实践发现几

个小时会感染几个甚至传播几十个羊,对羊群多观

察,总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对患病绵羊单独饲养,加
强对羊群的针对性护理,患病羊采取抗菌素治疗措

施,被污染的圈舍和饲喂工具全面有效的坚持早晚

各一次彻底全面大扫除,落实严格的卫生消毒工作,

可以选择2%来苏儿溶液或者2%氢氧化溶液进行

喷雾式消毒,被感染的羊群隔离两周后再按要求进

行放牧,放牧的草场地面要干燥,离健康羊群要远,

饮水在固定饲养槽里喝水。

4.2 对绵羊用药物治疗

4.2.1 绵羊腐蹄病的全身治疗 为了防止病菌扩

散到其他部位,利用药物注射全身消炎治疗,处方

1:用青霉素5-10万IU/kg体重,注射用盐水5~

10
 

mL,肌内注射,每日1~2次,连续3~5
 

d,全群

注射,能够有效预防该种疾病的传播。处方2:生理

盐水500
 

mL加10%安钠咖注射液10
 

mL和青霉

素,地塞米松注射液12mL,10%葡萄糖注射液500
 

mL加地塞米松10
 

mL和维生素C注射1.5
 

g,均
静脉注射,每日依此方案,连续使用3

 

d,能有效的抗

菌消炎,补充能量。
处方4:氧氟沙星注射液加5%的葡萄糖氯化钠

注射液20~40
 

mL,地塞米松注射液2~5
 

mg静脉

注射,每日两次,连用3
 

d。甲硝唑注射液15
 

mL,同
时加水内服磺胺脒片和碳酸氢钠片。

4.2.2 绵羊腐蹄病的局部治疗 根据患病羊临床

症状的严重程度,应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先对患病

羊蹄部修剪处理蹄部的腐烂物和清理坏死组织,用
手术刀切开脓包,用1%高锰酸钾或者2%过氧化氢

溶液浸泡30
 

min,用1%高锰酸钾溶解、3%来苏儿

和15%石碳酸溶液进行清洗直到出现干创面出现

为止,用10%龙胆紫或2.5%土霉素甘油水涂抹局

部,或者用选择用20万IU青霉素添加5
 

mL生理

盐水和50
 

mL鱼肝油混合均匀制成乳剂在患病羊

的创口处涂抹,每天早晚各一次。如果腐烂位置较

深,可以将乳剂浸润纱布之后填塞到创口当中,进行

适当的包扎处理,每天更换一次药,在创口处使用硫

酸铜溶液浸泡30
 

min处理,为了减轻伤口处理过程

的阵痛,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用液氮浸润过的棉球

敷贴伤口,用力按压多次,紧接着撒上适量的青霉素

粉剂,如果天气炎热,可以在伤口处用灭菌后的纱布

包扎。随着病情的加重,羊不能站立出现瘫痪现象,
可以选择用35

 

mL氢化可地松注射液,加入35万

IU青霉素和6
 

mL2%盐酸普洛卡因注射液,充分溶

解搅拌均匀混合之后,对患病羊的蹄部扯关节处避

开血管封闭注射。

4.3 绵羊腐蹄病的中药治疗

准备大黄250
 

g,加250
 

mL水,煮10~15
 

min,
再加500

 

g陈石灰搅拌均匀炒干,用纱网制成细粉

末撒到患病绵羊伤口处,有生肌消肿、有止疼和消散

淤血的功效,还可以用乌贼骨15
 

g,龙骨30
 

g,乳香

24
 

g,枯矾30
 

g都粉成细末撒在病羊伤口处,有缓

解疼痛和去毒素以及生肌的效果。用桃花散和龙骨

散两种方法坚持轮换多次治疗。

5 绵羊腐蹄病的四项预防措施

绵羊腐蹄病是传染病,饲养人员要认识到腐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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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病的原因,具体症状,并且要学会采取有效的防

护措施,以达到绵羊腐蹄病彻底根治为目的。

5.1 加强对绵羊的免疫管理

及时接种腐蹄病疫苗,接种后疫苗达到100%,

刚开始打一针,后两个月再打一次,之后半年内每接

种1次。为有效预防腐蹄病出现,做好疫苗的同时

做好饲养管理工作,确证羊群有一个优良舒适的生

存环境。

5.2 加强对环境的消毒和防止意外伤害

在饲养管理过程中,为了避免引入传染源,采取

有效的防护措施,严禁外来车辆和人进入养殖场,饲
养员进羊圈前严禁消毒,绵羊圈舍内长期通风,环境

卫生整洁干燥,地面清扫干净,检查地面不能带有凸

起坚硬的物品,及时清理地面尖锐铁丝、钢钉等坚硬

物品损伤羊的蹄部。

5.2.1 注意营养均衡 保证羊日常营养所需有助

于提升免疫力,所喂的食物中富含钙磷铜锌等元素,

不要喂有毒发霉发黑受潮的饲料,每天保持优质的

牧草饲喂保证羊的营养全面吸收。

5.2.2 多雨季节检修圈舍,挖沟排水,保证羊栏干

燥,四周无积水 多雨季节及时清理栏舍粪尿,可在

栏舍内撒布干土和石灰粉,保持栏舍干燥。

5.2.3 降低饲养密度 保证羊只活动面积1~1.5
 

m2,防止羊拥挤,这样才能有效的预防羊腐蹄病的

发生。

5.2.4 栏舍消毒和垫料更换消毒 开展定期全面

消毒工作,圈舍周围和围栏周围用3%的烧碱溶液

或者用生石灰乳进行全面消毒。羊舍使用的垫草要

用经过阳光暴晒品质优良的干燥草,2~4天更换

一次。

5.2.5 对外来人员和车辆严谨进入养殖场 如果

非要进入养殖场要按疫情防疫严格进行彻底消毒,

尽量不从疫区引进羊只,如果有引进羊只必须先隔

离一个月先观察,再经过仔细检查确认每只羊只都

健康无病再合群饲养。

5.3 加强蹄子护理

定期开展绵羊群的羊蹄子的修理工作,若发现

羊蹄子受伤,及时处理伤口,成年母羊和公羊体型较

大,蹄子周围有外伤不宜愈合,用修蹄剪修到正常

为止。

5.4 药浴

定时进行药浴工作,用硫酸铜溶液或者福尔马

林进行药浴绵羊蹄部,在圈舍门口放置生石灰和

30%硫酸铜溶液,对放牧式的羊群,在早晨出圈时进

行一次药浴蹄,晚上归圈时进行一次药物浴蹄。

6 绵羊腐蹄病的综合预防措施

综上所述,绵羊腐蹄病对养殖户造成严重的威

胁,传播速度快,治疗过程缓慢,养殖户应该提高对

腐蹄病的重视程度,该病菌重在于预防,首先做好饲

料配比营养全面,提高绵羊免疫力,加强饲养管理,

定期做好消毒工作,减少病菌的滋生,饲养员多观

察,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做到眼勤手勤腿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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