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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结石病对羊肉品质及食品安全的影响

张淑霞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Ǔ辽宁Ǔ阜新Ǔ123100

摘Ȟ要：羊结石病不仅影响羊的生长发育，还对羊肉的感官品质、营养成分及食品安全带来潜在风险。本文从羊

结石病对羊肉的感官品质、营养品质及相关食品安全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探讨了羊结石病对羊肉色泽、嫩度、保水

性、肉蛋白质含量、脂肪酸组成等方面的影响，进一步讨论了结石病羊肉中有害物质残留、微生物污染及加工过程中

可能的安全隐患。羊结石病对羊肉品质及食品安全的影响较为显著，在养殖过程中应加强羊结石病的预防与治疗，以

确保羊肉品质和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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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养殖业的发展，羊结石病在羊只中的发

生率逐年上升，该病症不仅影响羊只的健康和生产性

能，还对羊肉的品质和食品安全构成威胁。由于羊结石

病常伴有内脏器官的损伤，导致羊肉的感官特征发生变

化，营养成分的组成和分布也可能受到影响，甚至可能

引发食品安全问题[1]。文章将从感官品质、营养品质以及

食品安全三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分析羊结石病对羊肉

的影响机制，为羊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羊结石病致羊肉感官品质变化

1.1  羊肉色泽与肌肉组织形态特征
羊结石病的发生通常伴随着一定的生理变化，这些

变化会影响羊肉的色泽和肌肉组织形态，羊肉的色泽是

消费者评价其新鲜度和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良好的色

泽通常代表肉质鲜嫩且无疾病影响。然而羊结石病导致

的生理应激反应，可能使得羊只的肌肉组织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肉的色泽。患有结石病的羊只在屠宰后，其肉

色普遍偏暗，呈现出较为沉闷的红色或暗红色，这与肌

肉中血液循环的障碍密切相关[2]。由于结石病常伴随尿道

或膀胱的堵塞，导致羊只体内废物积聚，使得其体内的

血液氧合程度降低，从而影响到羊肉的色泽。

结石病羊肉的肌肉组织形态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在正常情况下，肌肉组织的纤维排列整齐，且肌肉中水

分分布均匀。患病的羊只由于长期的排尿不畅和疼痛，

可能会导致肌肉纤维变形，肌肉的韧性增强，水分保持

能力下降。这些变化在肉制品的外观上表现为肉质的组

织结构不紧密，肉块较为松散，影响了羊肉的整体感官

质量。

1.2  羊肉嫩度和保水性测定分析
羊肉的嫩度和保水性是衡量肉质优劣的重要指标，

结石病羊肉的嫩度和保水性普遍较差。嫩度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包括肌肉纤维的结构、肉中水分的含量及其分

布等。羊结石病使得病羊的肌肉纤维受到损伤，导致肌

肉中的蛋白质和水分流失，进而影响羊肉的嫩度。具体

而言，结石病羊肉中的肌肉纤维结构较为松散，导致肉

质在烹饪过程中容易失水，口感较为坚硬。患病羊肉的

剪切力较大，即使经过长时间的烹饪，肉质依旧保持较

高的硬度，不能达到正常羊肉的嫩度标准。

保水性是评估羊肉品质的另一个重要指标，羊肉的

保水性决定了其在烹饪过程中能否保持其水分，影响到

最终的口感和风味[3]。由于羊结石病引发的生理变化，

结石病羊肉的保水性显著下降，肉中的水分流失较为严

重。水分的丧失不仅降低了羊肉的风味，还增加了羊肉

烹饪过程中的干硬感。这一现象使得消费者在食用时，

可能会产生不良的感官体验，影响羊肉的市场接受度。

2��羊结石病与羊肉营养品质

2.1  肉蛋白质含量及组成变化
肉蛋白质不仅是人体生长、修复和免疫功能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且在羊肉的风味和口感中也起到了关键作

用。然而，羊结石病对羊体内的代谢过程产生了显著影

响，导致肉蛋白质的含量和组成发生了改变。结石病羊

体内的代谢紊乱使得羊只的食欲和生长速度受到抑制，

蛋白质的合成能力下降，导致肉质中蛋白质的含量明显

减少。肉蛋白质的组成成分，尤其是氨基酸的种类和比

例，也可能受到病理状态的影响。结石病羊的蛋白质合

成受限，必需氨基酸的合成可能会出现不足，这直接影

响了羊肉中的氨基酸组成，可能导致某些对人体健康至

关重要的氨基酸，如赖氨酸、蛋氨酸的含量下降。这种

变化不仅会影响羊肉的营养价值，也可能改变其口感和

风味。

羊结石病可能导致羊只的肌肉组织受到损伤，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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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蛋白质的结构发生变化，蛋白质的水合作用和稳定性

可能出现问题。这种改变使得结石病羊肉的质地较为

坚硬，肉质的嫩度和口感受到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消费

者的食用体验。蛋白质是羊肉的核心营养成分之一，其

含量和组成的变化将直接影响羊肉的市场价值和消费者

的购买意愿。所以了解羊结石病对肉蛋白质含量和组成

变化的影响，不仅有助于揭示该病对羊肉质量的深远影

响，还为羊肉产业的营养提升和健康评价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依据。

2.2  脂肪酸组成与分布特点
脂肪酸的组成与分布是影响羊肉营养质量、风味和

口感的重要因素之一，脂肪酸的变化直接关系到羊肉的

健康价值和消费者的饮食需求。羊肉中的脂肪酸由饱

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构成，且其组成比例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包括羊只的种类、饲养环境以及其生理健

康状况。在羊结石病的影响下，羊体的代谢过程出现紊

乱，脂肪的合成和分解也会发生异常，这对羊肉中的脂

肪酸组成产生显著影响。羊结石病通常会引发羊体内内

分泌失调，导致脂肪酸的代谢发生变化。具体而言，结

石病羊体内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可能有所增加，而不饱和

脂肪酸的含量则可能相对减少，这种变化主要源于羊只

在病理状态下脂肪代谢的异常。结石病羊只的脂肪酸合

成路径可能出现改变，尤其是在健康脂肪酸，如Omega-3
和Omega-6脂肪酸的合成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明显抑制。
由于脂肪酸不仅影响羊肉的口感，还与人体的健康

密切相关，脂肪酸的比例失衡可能导致羊肉的健康价值

降低。结石病羊只的饲养环境和营养状况也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脂肪酸的分布，病羊体内的脂肪往往更容易积聚

在特定部位，如内脏和脂肪组织的分布也会发生变化，

进一步影响羊肉的脂肪分布。脂肪酸的分布不仅关系到

羊肉的营养质量，还对羊肉的风味、口感等感官特性产

生影响，结石病羊肉由于脂肪酸组成的变化，可能会表

现出较为沉闷的口感和风味，影响消费者的接受度和市

场竞争力。因此，脂肪酸组成与分布的分析不仅有助于

揭示羊结石病对羊肉品质的影响，也为羊肉的营养评估

和消费指引提供了科学依据。

2.3  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测定
羊肉作为一种重要的动物性食品，富含多种维生素

和矿物质，是人体日常营养的关键来源。维生素和矿物

质不仅对维持羊只的健康状态至关重要，同时也直接

影响羊肉的营养品质。羊结石病的发生往往伴随着羊体

内代谢异常，导致其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出现不同程

度的变化。结石病羊只的生理状态发生改变，免疫力下

降，消化吸收功能减弱进而影响其对营养成分的摄取和

利用。长期的疾病状态还可能导致矿物质的吸收障碍，

某些重要的矿物质如钙、铁、锌等元素的水平可能出现

下降，直接影响羊肉的矿物质含量。

在维生素方面，饲料中缺乏维生素A。维生素A缺
乏易造成泌尿、生殖道黏膜组织上皮细胞变性、角化，

脱落，出现肾炎易引起尿石症。这使得羊肉的整体营养

质量大打折扣。对结石病羊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进

行测定，能帮助揭示羊结石病对肉质营养成分的具体影

响，从而为羊肉的质量评估和消费者的营养健康提供科

学依据。定期监测羊肉中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成分，不

仅有助于确保其符合标准的营养要求还能进一步揭示羊

结石病的潜在影响。通过对羊肉中的这些关键营养成分

的系统性分析可以深入了解结石病对羊肉品质的影响机

制，为今后的羊肉养殖和加工提供更精细的管理方案。

3��羊结石病相关食品安全问题

3.1  有害物质残留检测与评估
结石病的发生通常伴随着羊只体内的代谢紊乱，特

别是当羊只在患病期间接受药物治疗时，药物的残留问

题尤为突出。部分药物、化学物质或环境污染物在羊体

内的积累，可能会随肉类进入市场流通，进而危害消费

者的食品安全。因此对羊结石病羊肉中的有害物质进行

检测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羊肉中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

包括重金属、有机污染物、抗生素等[4]。这些物质的积聚

不仅会影响羊肉的口感和品质，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

长期危害。

通过科学有效的检测方法，可以监测到这些有害物

质的残留水平，并评估其对羊肉品质和食品安全的具体

影响。有效的残留物检测技术能够快速、准确地识别

出羊肉中的有害物质种类及其浓度，为食品监管部门提

供数据支持，确保市场上羊肉产品的安全性。残留物的

检测与评估不仅为消费者的健康提供保障，也为羊肉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质量控制措施。因此完善

羊肉中有害物质的检测体系，定期进行残留评估，是确

保羊肉品质和消费者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在未来的养

殖与加工过程中，应加强对羊结石病羊肉的有害物质监

控，确保羊肉在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不会对消费者的

健康带来潜在风险。

3.2  微生物污染风险分析
羊结石病会导致羊体内免疫系统的功能受损，使其

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能力下降，进而增加了羊体内微生

物的滋生和繁殖机会。这一生理变化使得羊肉在屠宰

后极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尤其是在病羊的肉体内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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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数量的病原微生物时，这些微生物可能通过血

液、内脏等途径进入肉质中，污染肉品。随着羊结石病

的长期存在，羊体内的废物、毒素等代谢产物逐渐积

累，这些产物为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基础，

进一步加剧了肉品的微生物污染风险。

结石病羊只在疾病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的排

尿不畅或尿液中的有害物质积累，这些物质在感染病原

微生物时，会导致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数量剧增，增

加了羊肉中微生物污染的可能性。羊肉在进入加工环节

后，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卫生处理，微生物的污染将进

一步加重。病羊的肉质不仅可能存在细菌性污染，还可

能被寄生虫、霉菌等其他微生物侵染，导致食品安全隐

患的加剧。微生物污染不仅影响羊肉的食用安全，还可

能引发一系列食源性疾病，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严重威

胁。在羊结石病的防控中，必须加强对羊只健康的监测

和管理，确保疾病不传播到肉类产品中。在羊肉的加工

过程中，做好卫生管理和温控措施至关重要，以减少病

原微生物的滋生，确保羊肉的安全性。同时还需要定期

进行羊肉的微生物检测，特别是针对常见的致病菌，采

取有效的防控手段，防止微生物污染对羊肉品质和食品

安全造成长期影响。

3.3  加工过程安全控制措施
羊结石病导致羊体内免疫系统的功能受损，使其对

病原微生物的抵抗能力下降，进而增加了羊体内微生物

的滋生和繁殖机会。这一生理变化使得羊肉在屠宰后极

易受到微生物的污染，尤其是在病羊的肉体内已经存在

一定数量的病原微生物时，这些微生物可能通过血液、

内脏等途径进入肉质中，污染肉品。随着羊结石病的长

期存在，羊体内的废物、毒素等代谢产物逐渐积累，这

些产物为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基础，进一步

加剧了肉品的微生物污染风险。结石病羊只在疾病的过

程中可能存在较长时间的排尿不畅或尿液中的有害物质

积累，这些物质在感染病原微生物时，会导致细菌、病

毒等病原体的数量剧增，增加了羊肉中微生物污染的可

能性。

羊肉在进入加工环节后，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卫生

处理，微生物的污染将进一步加重。病羊的肉质不仅可

能存在细菌性污染，还可能被寄生虫、霉菌等其他微

生物侵染，导致食品安全隐患的加剧。微生物污染不仅

影响羊肉的食用安全，还可能引发一系列食源性疾病，

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在羊结石病的防

控中，必须加强对羊只健康的监测和管理，确保疾病不

传播到肉类产品中。在羊肉的加工过程中，做好卫生管

理和温控措施至关重要，以减少病原微生物的滋生，确

保羊肉的安全性。同时还需要定期进行羊肉的微生物检

测，特别是针对常见的致病菌，采取有效的防控手段，

防止微生物污染对羊肉品质和食品安全造成长期影响。

结论：羊结石病不仅会影响羊肉的感官品质，如色

泽、嫩度、保水性，还对羊肉的营养成分和食品安全带

来了潜在风险。羊肉中的蛋白质、脂肪酸、维生素和矿

物质等营养成分可能发生变化，降低其营养价值。同时

结石病羊肉可能存在有害物质残留和微生物污染等安全

问题。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创新型人才逐步

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教育教学要注重

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为社会培育出更多实用型创新

人才。因此在养殖和加工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羊结石病

的预防和治疗，提升羊肉质量，保障食品安全，确保消

费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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