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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瘸腿病的病因及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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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奶牛瘸腿病多由饲养环境恶劣、管理不当及疾病引起。在饲养环境上，牛舍地面坚硬、潮湿或粗糙易导

致蹄部损伤。日常管理上，口粮配方不合理、缺乏运动等也会影响到蹄部健康。而病因则涵盖腐蹄病、蹄叶炎等，表

现为蹄部发炎、化脓、溃烂等。在诊治方面，需改善饲养环境，提供柔软的垫草，还要保持干燥；针对疾病治疗，如

腐蹄病需清洗后涂药，蹄叶炎则需注射抗生素消炎。定期检查和预防疾病发生是减少奶牛瘸腿病的关键。作者结合多

年的工作经验，对奶牛瘸腿病的发病原因及诊断方法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有效的防治措施，以期为奶牛场预防和控

制蹄病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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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奶牛瘸腿病是奶牛养殖中常见且严重的健康

问题，其成因错综复杂，直接关联到奶牛的饲养环境、

饲养管理、日粮配置及疾病防控等多个层面。这一病症

不仅削弱了奶牛的行动能力，更影响其繁殖性能和产奶

量，给奶牛养殖业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因此，深入探

讨奶牛瘸腿病的病因及有效的诊治方法，对于提升奶牛

健康水平、保障奶牛养殖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出发，全面剖析奶牛瘸腿病的成因，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

1 奶牛蹄病的病因分析

1.1  营养因素
（1）钙磷比例失调：钙和磷是构成奶牛骨骼和蹄部

角质的重要矿物质元素。饲料中钙磷比例不当，尤其是

当磷的摄入量相对不足时，会直接影响奶牛对钙的吸收

和利用，导致骨质疏松、蹄部角质软化和蹄形态改变。

骨质疏松使得蹄部支撑力减弱，易受到外界压力而损

伤；角质软化则降低了蹄部的耐磨性和抵抗力，增加了

蹄病的风险。（2）微量元素缺乏或过量：铜、锌、硒等
微量元素在奶牛体内发挥着重要的生理功能，对蹄壳的

生长和硬度有着直接的影响。缺乏这些微量元素会导致

蹄壳生长缓慢、硬度降低，易受到外界环境的侵蚀和损

伤；而过量摄入则可能引起中毒反应，同样对蹄部健康

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保持饲料中微量元素的平衡对于

预防蹄病至关重要。（3）维生素缺乏：维生素A、E及生
物素等是维持奶牛蹄部上皮组织健康所必需的维生素。

维生素A缺乏会导致蹄部上皮组织干燥、角化不良；维生
素E缺乏则会影响蹄部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蹄部炎症的风
险；生物素是合成蹄部角质的重要辅酶，缺乏时会导致

蹄部角质疏松、易碎。因此，在奶牛饲料中应确保这些

维生素的充足供应。

1.2  环境因素
（1）地面条件：运动场及牛舍地面的硬度、湿度和

粗糙度对奶牛蹄部健康有着直接的影响。地面过硬会导

致蹄部受到冲击和磨损；潮湿环境则易使蹄部长时间浸

泡在水中，软化角质并增加细菌滋生的风险；粗糙或

光滑的地面都可能增加奶牛滑倒或扭伤蹄部的风险。因

此，应选择适宜的地面材料并保持良好的排水和通风条

件。（2）卫生状况：牛舍和运动场的卫生条件对蹄部健
康同样重要。粪污堆积不仅会产生有害气体污染空气环

境，还可能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滋生地。当奶牛蹄部与这

些污物接触时，易引发感染并导致蹄病的发生。因此，

应定期清理牛舍和运动场的粪污并保持其干燥清洁[1]。

（3）气候条件：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易导致蹄部细菌滋
生和繁殖，从而加剧蹄病的发生。在高温季节应采取有

效的降温措施并加强通风换气以降低牛舍内的温度和湿

度；同时还应定期消毒以杀灭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

1.3  管理因素
（1）运动量不足：奶牛的活动范围小、运动量不足

会导致蹄角质得不到正常的磨损和更新。长期缺乏运动

会使蹄部角质增厚、硬化并出现畸形改变；同时还会影

响蹄部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应从而增加蹄病的风险。因

此应确保奶牛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并鼓励其适当运动以促

进蹄部的健康发育。（2）修蹄不当：修蹄是维护奶牛蹄
部健康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如果修蹄时机选择不当或

技术不规范则可能导致蹄部损伤并引发蹄病。因此应选

择具有专业资质的修蹄师进行修蹄操作并遵循正确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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蹄方法和程序以确保蹄部的安全和健康。（3）饲喂管
理：日粮配方不合理、精粗比过大也是导致蹄病发生的

重要原因之一。不合理的饲喂管理会影响奶牛对营养物

质的消化吸收和利用从而引发一系列代谢性疾病和蹄部

问题。因此应根据奶牛的生理特点和生产需求制定合理

的日粮配方并严格控制精粗比以确保奶牛获得全面均衡

的营养支持。

2 奶牛蹄病的临床表现与诊断

2.1  临床表现
奶牛蹄病的临床表现多样，根据其严重程度可分为

轻度、中度和重度跛行，这些表现直接反映了蹄部受损

的程度及其对奶牛运动功能的影响。（1）轻度跛行：
在轻度跛行阶段，奶牛虽然能够负重行走，但步态中常

能观察到细微的异常。这可能是由于蹄部轻微受损或不

适，导致奶牛在行走时尽量避免使用受损的蹄部，表现

为步态略显僵硬或不对称。此阶段若不及时发现和处

理，病情可能会逐渐加重。（2）中度跛行：当中度跛行
发生时，奶牛在负重行走时，受损的蹄部往往只能部分

承重，导致上部关节如膝关节或髋关节出现屈曲，以减

轻蹄部的压力。这种异常的负重方式使得奶牛的运动变

得明显障碍，行走速度减缓，甚至可能出现步态摇晃。

中度跛行不仅影响奶牛的日常活动，还可能对其采食和

饮水等行为造成不良影响。（3）重度跛行：重度跛行是
奶牛蹄病最为严重的临床表现之一。在此阶段，奶牛几

乎无法使用受损的蹄部承重，行走时呈现出典型的“三

脚跳”现象，即只有三只蹄子同时着地。这种极端的负

重方式不仅使奶牛行走极度困难，还可能导致其全身肌

肉紧张、体力消耗加剧，严重影响其生产性能和健康状

况。重度跛行的奶牛往往精神萎靡、食欲不振、体重下

降，甚至可能出现休克等生命危险[2]。

2.2  诊断方法
（1）临床检查：临床检查是诊断奶牛蹄病的第一

步，也是最为直观的方法。兽医应仔细观察奶牛蹄部的

形态、颜色、温度以及有无肿胀、溃疡等异常表现。同

时，还需注意蹄部与地面接触的情况，如蹄壳是否磨损

不均、蹄底是否凹凸不平等。通过临床检查，可以初步

判断蹄部受损的程度和可能的病因。（2）影像学检查：
当临床检查难以确定蹄部内部损伤情况时，可采用X光、
超声波等影像学检查手段进行进一步诊断。X光检查可
以清晰地显示蹄部骨骼的形态和结构变化，如骨折、脱

位、骨质增生等；而超声波检查则能够实时观察蹄部软

组织的损伤情况，如肌腱断裂、韧带拉伤等。影像学检

查不仅有助于明确蹄部病变的具体位置和程度，还为后

续的治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3）实验室检查：对于怀
疑伴有感染的蹄病病例，还需进行实验室检查以确定病

原体种类和感染程度。常用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包括蹄部

刮取物细菌培养、药敏试验等。通过细菌培养可以明确

病原体种类；而药敏试验则能够筛选出对病原体敏感的

抗生素或抗菌药物，为临床用药提供指导。实验室检查

不仅有助于准确诊断蹄部感染疾病，还能避免因盲目用

药而导致的耐药性问题和资源浪费。

3 奶牛蹄病的综合防治措施

3.1  科学设计牛舍和运动场
（1）选址与布局：牛舍和运动场的选址是预防蹄病

的第一步。应选择地势高、干燥、排水良好的地方建

场，以确保场地不易积水，减少蹄部长时间浸泡在潮湿

环境中的风险。同时，牛舍和运动场的布局应合理，避

免奶牛在行走过程中频繁转弯或受到不必要的挤压，以

减少蹄部损伤的可能性。（2）运动场面积与材质：运
动场是奶牛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其面积应足够大，以

确保每头奶牛都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一般来说，运动场

面积应至少为每头奶牛提供10-15平方米的活动空间。
此外，土质运动场因其更接近奶牛的自然生活环境，有

利于蹄部的自然磨损和角质更新，被认为是优于水泥或

混凝土运动场的。然而，土质运动场也需定期翻耕和镇

压，以保持地面的平整和硬度适中。对于使用水泥或混

凝土的运动场，应确保其表面平整无凹凸，并铺设防滑

材料以减少奶牛滑倒的风险[3]。（3）牛舍内部设计：牛
舍内部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奶牛的生理需求和行为习性。

例如，卧床区应宽敞舒适，便于奶牛休息和躺卧；饲槽

和饮水设备应设置合理的高度和位置，以减少奶牛在采

食和饮水过程中的蹄部负担；通风和采光系统应良好，

以保持牛舍内空气新鲜、干燥和明亮。

3.2  提供全价配合饲料
（1）合理调配日粮：奶牛蹄部的健康与其营养状况

密切相关。因此，在饲料配方上应充分考虑奶牛的营养

需求，合理调配日粮中的精粗料比例。一般来说，成年

奶牛日粮中粗饲料的比例应不低于60%，以确保奶牛能
够获得足够的粗纤维和矿物质元素。同时，还应注意控

制精饲料的喂量，避免过食导致的瘤胃酸中毒等消化系

统疾病的发生。此外，还应根据奶牛的产奶量、体重、

年龄等因素调整日粮配方，以满足其不同阶段的营养需

求。（2）确保钙磷平衡：钙和磷是构成骨骼和蹄部的主
要元素，其平衡对于维持蹄部健康至关重要。在饲料中

应确保钙磷比例适宜（一般为2:1至1.5:1），并补充适量
的维生素D以促进钙磷的吸收和利用。对于产奶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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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哺乳期或老年期的奶牛，还需额外增加钙磷的供给

量以满足其特殊需求。（3）补充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除了钙磷外，奶牛还需摄入适量的铜、锌、硒等微量元

素以及维生素A、E、生物素等维生素以维持蹄部健康。
这些营养素对于蹄部角质的生长和修复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在饲料中应适当添加这些营养素以满足奶牛的需

求。特别是生物素，它对于促进蹄部角质层的健康生长

和修复具有重要作用，应作为重点补充的营养素之一[4]。

3.3  加强环境管理
（1）保持清洁干燥：运动场和牛舍的清洁干燥是预

防蹄病的关键措施之一。应定期清扫运动场和牛舍内的

粪污和积水，保持地面干净、干燥。同时，还应加强通

风换气，降低空气湿度和有害气体的浓度，为奶牛创造

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在雨季或潮湿季节，应特别注意

加强排水和除湿工作，以减少蹄部长时间浸泡在潮湿环

境中的风险。（2）定期检查并修整地面：运动场地面应
平整、无尖锐异物和凹陷处，以避免奶牛在行走时受到

损伤。因此，应定期检查并修整运动场地面，及时清除

尖锐的石头、铁丝等异物，修补裂缝和磨损处，保持地

面的平整和安全性。对于土质运动场，还应定期进行翻

耕和镇压，以改善土壤结构，促进蹄部的自然磨损和角

质更新。对于水泥或混凝土运动场，则需定期检查并修

复表面的破损和不平整，必要时可铺设防滑材料以减少

奶牛滑倒的风险。（3）粪便处理与消毒：粪便的及时
清理和妥善处理对于减少蹄部感染风险至关重要。应建

立完善的粪便清理制度，定期清理运动场和牛舍内的粪

便，并将其运至指定的粪便处理区进行处理。同时，还

应定期对运动场和牛舍进行消毒，以杀灭环境中的病原

微生物，降低蹄部感染的风险。在选择消毒药物时，应

考虑其对奶牛蹄部的安全性和对病原体的有效性，避免

使用对蹄部有刺激或腐蚀性的药物。

3.4  定期修蹄
（1）制定合理的修蹄计划：定期修蹄是维护奶牛蹄

部健康、预防蹄病发生的重要措施之一。应根据奶牛的

年龄、品种、生产阶段以及蹄部磨损情况制定合理的修

蹄计划。一般来说，成年奶牛每年至少应修蹄两次（春

秋各一次），对于蹄部磨损严重的奶牛还需增加修蹄次

数。在制定修蹄计划时，应充分考虑奶牛的生理周期和

生产性能，避免在产奶高峰期或生病时进行修蹄操作。

（2）选择专业人员进行修蹄：修蹄是一项技术性强、
操作精细的工作，需要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专业人员

应具备丰富的修蹄经验和熟练的技术手法，能够准确判

断蹄部的健康状况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在选择修蹄

人员时，应优先考虑具有相关资质和经验的专业团队或

个人，并对其进行定期的培训和考核以确保修蹄质量。

（3）及时发现并处理蹄部异常：在日常管理中应密切关
注奶牛的蹄部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蹄部异常。一

旦发现蹄部有红肿、破损、变形等异常情况应及时进行

处理以防止病情恶化。处理时应根据蹄部损伤的具体情

况和原因采取相应的措施如修整蹄甲、涂抹药膏、注射

抗生素等以促进蹄部的恢复和愈合。对于严重的蹄病病

例应及时隔离治疗以避免疾病扩散。

结束语

综上所述，奶牛瘸腿病的防治工作需从改善饲养环

境、优化饲养管理、合理配制日粮以及强化疾病监测与

治疗等多方面入手。通过实施综合性防控措施，不仅能

够有效预防奶牛瘸腿病的发生，还能在疾病出现时迅速

诊断并科学治疗，从而保障奶牛的健康与生产性能。未

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养殖理念的更新，我们期待能够

进一步降低奶牛瘸腿病的发病率，推动奶牛养殖业的健

康稳定发展，为社会提供更加安全、优质的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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