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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结石病预防的饲养管理策略

张淑霞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辽宁 阜新 123100

摘� 要：本文围绕羊结石病的预防，提出了优化饲料管理、改进饲养环境及强化日常监测等管理策略。针对饲料

管理，从饲料配比的科学优化、饮水品质的控制与改善以及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的合理调控等方面，分析了如何通过科

学的饲料管理减少结石的发生风险。提出了通过改善饲养环境，促进羊群健康生长，从舍饲条件的卫生与通风管理、

放牧环境的选择与日常维护以及群体密度的优化等方面加以实施。强调了日常监测与早期干预的重要性，介绍了定期

体检与尿液检查的落实、预防性药物与营养补充的应用，以及健康档案和动态监控系统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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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羊结石病是指羊只在尿道或膀胱中形成结

石，影响羊只的排尿功能及健康状态，该病症的发生常

常伴随着排尿困难、腹痛、血尿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

羊只死亡，对牧场的生产效益造成重大损失[1]。羊结石病

的发生与饲养管理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在饲料的科学

配比、饮水质量的控制以及饲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随

着农业生产和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如何通过有效的管理

措施预防羊结石病，成为了养殖业亟需解决的问题。

1 优化饲料管理，减少结石风险

1.1  饲料配比的科学优化
羊结石病的发生往往与羊只所食用饲料的成分密切

相关，饲料中的矿物质和无机盐元素，如钙、磷、镁、

钠等，若比例失调，可能会增加尿液中的溶解度和结晶

度，从而导致结石的形成[2]。科学优化饲料配比是预防羊

结石病的首要措施之一。

在羊的日常饲养过程中，必须根据羊的生长阶段、

体重、性别以及活动量等因素，调整饲料的种类和配

比，确保各类矿物质元素的合理摄入。比如过多的钙或

磷可能导致羊只尿液中的矿物质浓度过高，从而促进结

石的形成，因此，在制定饲料配比时，应严格控制钙、

磷的比例，使其符合羊只的生理需求。

1.2  饮水品质的控制与改善
水是羊只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资源，水质直接影响着

羊只的健康状况，水中的矿物质和有害物质含量过高，

特别是钙、磷等矿物质，容易促进结石的沉积。饮水水

质的控制和改善，不仅有助于提高羊只的饮水欲望，保

证其日常水分摄入，还能有效减少结石的形成[3]。

因此在饲养管理中要定期对饮水水质进行检测，确

保水源清洁、无污染。同时采用水源净化设施，去除水

中的杂质和矿物质，尤其是软水系统的应用，有助于降

低尿液中矿物质的过度沉积，减少结石发生的风险。

1.3  饲料中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的合理调控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羊只日常营养的关键组成部

分，但若过量或不足，均可能引发健康问题，尤其是结

石病。饲料中的钙、磷、镁等矿物质元素过多，可能会

形成尿石，而微量元素如铜、锌、硒等的缺乏，也会对

羊只的免疫系统和消化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合理调控饲料中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的含量，保证羊

只在不同生理阶段所需的营养平衡，能够有效减少结石

病的发生几率。利用科学的饲料配方，通过添加适量的

矿物质预混料可以进一步优化羊只的营养结构，确保羊

只健康成长，减少结石病的发生。

2 改进饲养环境，促进健康生长

2.1  舍饲条件下的卫生与通风管理
羊舍的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羊只的健康管理，舍内

必须保持清洁干燥，羊只的粪便、污物必须及时清理，

防止细菌、病毒及寄生虫滋生。羊只在拥挤的环境中活

动容易引发应激反应，增加代谢紊乱的风险，从而加剧

结石病等疾病的发生。因此，羊舍的清洁不仅是防止羊

只感染病菌的必要条件，也能避免由于环境脏乱带来的

健康问题。保持舍内清洁是防控羊结石病的一项基本措

施，定期清扫羊舍并采取有效的消毒措施可以大大降低

羊舍内病菌的传播，减少羊只健康受到威胁的机会。羊

舍的管理应根据季节变化进行调整，特别是在寒冷和潮

湿的季节，更应加强对羊舍的卫生管理，避免潮湿环境

引发细菌和真菌的生长。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羊舍内

的卫生环境必须严格控制，不仅要减少病原微生物的存

活，也要防止霉菌等有害物质的滋生[4]。

良好的通风能够帮助改善舍内的空气质量，排除有

害气体，减少氨气、二氧化碳等有害物质的积聚。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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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内空气不流通，湿气过重，不仅容易滋生细菌和霉

菌，还会对羊只的呼吸系统产生负面影响，从而间接影

响羊只的免疫力及代谢过程。羊舍通风不足时，空气中

的有害物质无法有效排出，湿气和热量也容易积聚，这

些因素都可能影响羊只的健康，增加发生泌尿系统疾病

如结石的风险。尤其是对于长时间处于舍内的羊只，通

风条件差可能导致体内代谢紊乱，影响尿液的排泄，从

而为结石的形成提供条件。良好的通风能够保持舍内空

气的流通，保证羊舍内的温度和湿度保持在适宜的范

围，这对于羊只的健康生长至关重要。通风的管理不仅

要考虑空气流通，还要注意避免直接的强风刺激羊只，

避免温差过大导致羊只感冒或出现其他健康问题。

2.2  放牧环境的选择与日常维护
放牧是羊只获取营养的自然方式之一，但如果选择

了不适宜的放牧地，羊只不仅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营

养，还可能面临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风险，这些都可

能成为羊结石病等健康问题的诱因。放牧地的选择应充

分考虑到草地的自然条件和羊只的食性需求[5]。放牧地

应选择草源丰富、植被健康、土壤肥沃的地方，这样不

仅能够为羊只提供充足的营养，还能够促进羊只的自然

生长。草地的质量对羊的健康至关重要，营养不良的草

地容易导致羊只消化不良，进而影响其体内的矿物质平

衡，引发结石等问题。同时放牧地的环境应避免污染和

破坏，特别是避免农药、化肥的使用对草地的污染。草

地中不应存在有毒有害植物，羊只误食这些植物后，可

能会对其消化系统造成影响，甚至引发尿路感染或结石

的形成。

在羊群放牧过程中，草地的管理至关重要，过度放

牧会导致草地的退化，使得草源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

羊只的健康。放牧地应定期检查，防止草地中出现有

害的植物和不适宜的食物，以保证羊只摄入的是健康、

安全的草料。良好的草地管理不仅可以促进草的生长，

还能为羊只提供足够的营养，避免因草料匮乏或不良引

发健康问题。在日常维护中应定期清理草地上的杂草、

垃圾等杂物，保持草地的清洁，避免羊只接触到不洁的

环境，减少患病的风险。放牧地的土壤管理也是放牧环

境维护的重要环节，土壤肥力过低或过度使用化肥都可

能影响草地的生长，从而影响羊群的健康。日常放牧时

要合理安排放牧时间，避免羊群长时间在同一块地里放

牧，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草地被破坏，也能有效降低疾病

传播的风险。为了确保放牧地的持续性和羊群的健康，

放牧与休耕应交替进行，这样既能保证草地的恢复，也

能提供足够的草源，维持羊群的正常生长。

2.3  群体密度的优化与活动空间的合理规划
羊只在群体密度过高时，容易出现过度拥挤，导致

羊只活动受限，增加身体应激反应，从而影响其整体健

康。过高的群体密度不仅影响羊只的生长速度，还容易

导致一些应激反应，如尿道感染和结石的形成。

在饲养管理中，要合理规划羊群的密度，确保羊只有

足够的活动空间，促进其身体健康。通过优化活动区域的

布局，使羊只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自由活动，能够有效减

轻因空间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结石病的发生。

3 强化日常监测，早期干预防控

3.1  定期体检与尿液检查的落实
通过定期的健康检查，能够及时发现羊只的健康问

题，为后续治疗提供科学依据。羊结石病在早期通常表

现为排尿困难、血尿等症状，但这些症状在初期往往

不够明显，容易被忽视。因此，定期的体检对羊群的健

康管理至关重要。定期体检不仅可以检测羊只的体重、

体温、呼吸频率等基本生理参数，还能够帮助发现尿道

或泌尿系统的潜在问题，如尿液颜色的变化、尿液中是

否含有结晶物等。通过这些检查，饲养员可以及时发现

羊只是否存在结石或其他泌尿系统疾病，为治疗提供依

据，避免病情加重，降低疾病发生率。体检还可以评估

羊只的营养状况、免疫系统功能以及其他健康指标，为

科学管理提供重要支持。

尿液检查作为羊结石病诊断的核心手段之一，可以

有效地判断羊只是否患有结石或其他尿道疾病。羊只的

尿液常常是判断其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尿液中含

有的结晶物质、血尿等现象，往往是结石形成的前兆。

定期进行尿液检查，可以在早期发现尿液中的变化，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结石病的发展。通过显微镜检查羊

只尿液中的成分，可以判断其是否含有草酸钙、磷酸钙

等结晶，这些结晶物质的存在往往与结石的形成密切相

关。如果在尿液检查中发现羊只尿液的比重过高，或者

出现了异常的尿液成分，饲养员可以结合其他体检数据

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是否存在结石的风险，进而采取相

应的干预措施。尿液检查不仅可以帮助发现结石，还能

够为饲养员提供羊只饮食管理的反馈。

3.2  预防性药物与营养补充的应用
通过合理使用预防性药物，能够增强羊只的免疫

力，提高其抗病能力，从而降低结石病的发生率。对于

已经有结石风险的羊群，适当的药物干预可以有效地减

轻病情，避免结石进一步发展。预防性药物的使用应根

据羊只的健康状况、饲养环境及饮食结构来科学制定，

确保药物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而不至于对羊只的身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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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负担。比如，某些药物具有溶解结石或减少尿液中矿

物质结晶的作用，能够在羊只的尿道或膀胱中预防结石

的形成。另一方面，适时的营养补充也是防止羊结石病

的重要环节。羊结石的发生往往与羊只体内的矿物质不

平衡、钙磷代谢异常等因素相关，因此，合理的矿物质

补充可以有效地调节羊只体内矿物质的比例，防止结石

的形成。通过在日常饲料中添加适量的钙、磷、镁等矿

物质可以帮助羊只维持矿物质的平衡，降低尿液中结晶

物的形成几率。

除了矿物质外，某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补充也能

提高羊只的免疫力，增强其抗病能力，进一步降低结石

病的风险。通过科学的药物使用与营养补充，能够调节

羊只的生理状态，避免因矿物质失衡或免疫力低下而导

致的结石问题羊只的饲料中需要均衡的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等基本营养素，以及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微量

元素。通过科学的配比，能够确保羊只获取充足的营

养，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合理的营养补充能够优化

羊只的代谢过程，促进矿物质的合理吸收和利用，避免

矿物质过多或过少导致的健康问题。对于易患结石的羊

群可以根据其健康状况，在饲料中加入一定量的溶石药

物或特殊配方的饲料，以帮助溶解尿道中的结石，减少

结石病的发生几率。

3.3  健康档案的建立与动态监控系统的引入
健康档案不仅仅需要包含羊只的基本信息，如品

种、年龄、性别、体重等，还应包括羊只的健康历史、

疾病记录、免疫接种情况以及每次体检、尿液检查的结

果。通过系统化、长期的记录，能够帮助饲养员准确掌

握每只羊的健康状况，并在发生健康问题时，及时追溯

羊只的历史数据，找出可能的病因和症结。健康档案的

建立不仅仅是一个健康管理工具，它还能够提供数据支

持，帮助饲养员制定更为科学的饲养方案和疾病预防策

略。比如在羊只出现尿路感染或结石症状时可以通过查

阅健康档案，了解该羊只是否有类似的历史病情，以及

之前的饲养管理是否存在不合理之处，从而为制定治疗

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安装先进的监控设备，如体温、活动量、饮水

量等数据的实时监测，动态监控系统能够全天候地跟踪

羊只的健康状况并及时发现异常。该系统通过采集羊群

的各类健康数据，进行数据分析，能够有效预警羊只健

康问题的发生，帮助饲养员做出快速反应。如果系统检

测到某只羊的体温异常或活动量减少，可能意味着该羊

出现了健康问题，系统会自动发出预警通知，提醒饲养

员对其进行进一步检查。动态监控系统不仅提高了羊只

健康管理的效率，还能够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保证了

监控数据的精准性和实时性。

结论：羊结石病是养殖过程中常见且严重的疾病，

严重影响羊只的健康和生产效益。通过优化饲料管理、

改进饲养环境和强化日常监测等多种管理策略的综合应

用，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羊结石病的发生。科学的饲料

配比和水质管理有助于减少结石的形成，改善饲养环境

则能促进羊只健康生长，定期的体检和尿液检查能够帮

助早期发现病情并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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