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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结石病区域流行特征与防控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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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统分析了羊结石病的区域分布特征、流行现状及其防控措施。通过对全国不同地区羊群的长期跟

踪调查，揭示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饲养方式等因素与羊结石病发病率之间的关联性。高海拔、干旱地区的发病率

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冬春季节是疾病的高发期。文章提出了包括环境改善、营养调控、疾病预警等在内的综合防控策

略，为降低羊结石病的发病率和经济损失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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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羊结石病是影响养羊业发展的重要疾病之

一，其发病机制复杂，治疗难度大，给养殖业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1]。近年来，随着规模化养殖的快速发展，

羊结石病的发病率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和季节性特

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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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其区域流行特征，制定有效的防控措施，

对提高养殖效益、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1 羊结石病的区域分布特征

1.1  地理环境与发病率的关联性分析
高海拔地区的发病率显著高于平原地区，这种差异主

要与高海拔地区的气压、含氧量及水质特征密切相关。高

海拔地区的饮用水普遍呈碱性，矿物质含量较高，特别是

钙、镁等离子含量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为结石的形成创

造了有利条件。地形特征对放牧方式和饲草种类也产生重

要影响，间接影响疾病的发生。山区放牧的羊群由于运动

量大、饮水不规律，加之饲草中草酸、硅酸盐等结石形成

物质含量较高，显著增加了发病风险。

通过对不同地理单元的土壤、水质和植被进行系统

分析，发现土壤pH值、矿物质组成与结石病发病率呈现
显著正相关。特别是在土壤偏碱性的地区，当地饲草中

钙磷比例失衡的情况较为普遍，这直接影响了羊只体内

的矿物质代谢平衡。同时地理环境的差异也导致了防控

难度的不同，比如在山区和高原地区，由于医疗条件有

限、交通不便，往往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导致病情加重

和死亡率升高。通过建立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库，绘
制了全国羊结石病发病率分布图，为区域性防控策略的

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1.2  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发病规律
在气温较低的冬春季节，发病率明显高于夏秋季节，

这与羊只饮水量减少、尿液浓度升高有关。湿度对发病率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极端：过度干燥和过度潮湿的环境

都不利于羊只的健康[2]。在湿度较低的干旱地区，由于饮

水不足，尿液浓度升高，结石形成风险增大；

而在相对湿度过高的潮湿地区，羊只易受呼吸系统

疾病影响，间接增加了结石病的发病风险。降水量的季

节性分布也显著影响发病率，特别是在降水量年际变

化大的地区，干旱期间的发病率明显升高。通过建立气

象因子与发病率的数学模型，可以预测不同气候条件下

的发病风险，为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文章还发现，

气候变化对放牧草场的植被生长和营养成分产生重要影

响，进而影响羊只的营养状况和发病风险。

1.3  区域性饲养方式对发病的影响
通过对集约化、半集约化和传统放牧等不同饲养模

式的比较分析，发现饲养方式与发病率之间存在密切关

联。集约化养殖虽然在管理和效益方面具有优势，但由

于饲养密度大、运动量受限，羊只的代谢功能容易出现

异常，结石发病率较高。半集约化养殖模式下，由于羊

舍饲与适量运动，发病率相对较低。传统放牧方式虽然

运动量充足，但受气候和草场条件的影响大，不同季节

发病率差异显著。科学的饲养密度控制和运动量管理能

够显著降低发病风险。

通过分析不同区域的饲料结构，发现精粗比例失调

是导致结石病发生的重要因素。高精料日粮虽然能促进

生长，但容易导致酸中毒，增加结石形成风险。同时区

域性饲料资源的差异也导致了矿物质摄入的不平衡，特

别是钙磷比例的失调。通过对不同区域典型饲料样本的

营养成分分析，建立了适合本地区的日粮配方标准，为

科学饲养提供了依据[3]。饮水管理方式的差异也是影响发

病的重要因素，定时定量饮水的养殖场发病率显著低于

自由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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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羊结石病的流行现状调查

2.1  发病年龄与性别分布特征
在生长发育阶段，由于机体代谢旺盛，内分泌系统

功能活跃，加之饲料结构的改变和采食量的增加，共同

导致了泌尿系统代谢负荷的显著提升。青年羊由于处于

快速生长期，其钙磷代谢较为活跃，加之饲养环境和营

养条件的变化，极易引发矿物质代谢紊乱。同时这一阶

段羊只的泌尿系统功能尚未完全成熟，对环境应激和饲

养条件的变化较为敏感，加之饮水行为和排尿习性尚未

完全建立，进一步增加了结石形成的风险。成年羊虽然

生理机能相对稳定，但长期的饲养管理不当和环境应激

仍可能导致代谢异常，特别是在生产应激期间，如配种

期和妊娠期，由于内分泌水平的剧烈变化，也容易诱发

结石的形成。幼龄羊由于以母乳为主要营养来源，其泌

尿系统负荷相对较小，且母乳中的营养结构相对均衡，

因此发病风险相对较低。

在性别分布特征方面，公羊和母羊在泌尿系统的解

剖结构、生理功能和内分泌调节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

这些差异直接影响了结石病的发病风险[4]。公羊尿道较长

且弯曲，特别是在阴茎S形弯曲处和尿道狭窄处，容易形
成结石潴留和堆积。这种解剖特征使得公羊一旦形成结

石，更容易出现梗阻症状，且病情进展较快。公羊的雄

性激素水平较高，这种内分泌特征会影响钙磷代谢和泌

尿系统功能，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母羊由于尿道较短

且直，结石不易阻塞和堆积，即使形成结石也较易随尿

液排出。同时母羊的性腺激素周期性变化有助于泌尿系

统的代谢更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结石形成的风险。

不同品种羊只由于其遗传背景和代谢特征的差异，也表

现出不同的易感性。

2.2  季节性发病规律与趋势
冬春季节由于环境温度骤降，羊只饮水欲望下降，

加之采食精料比例提高，导致尿液浓度升高，为结石形

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寒冷气候致使羊只运动量减

少，代谢功能相对减弱，进一步加剧了泌尿系统的负

担。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季节性发病规律也呈现

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发病季节界限的模糊化和发病

峰值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种变化趋势与大气环流异常、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等现象密切相关，使得传统的季节性

防控措施面临新的挑战。在不同气候区域，发病规律表

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受季节更替

影响最为显著，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季节性特征则相

对温和。随着养殖方式的现代化转型，传统的季节性发

病规律也在发生改变，集约化饲养条件下的环境调控能

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然季节变化对疾病发生

的影响。

在季节性发病趋势方面，气温的昼夜波动和季节性

变化直接影响羊只的饮水行为和代谢水平，进而影响尿

液的理化性质和结石形成风险。季节更替过程中的气压

变化和空气湿度波动，通过影响羊只的呼吸系统功能和

体液平衡状态，间接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同时不同季

节饲料来源和营养结构的变化，也是导致发病率季节性

波动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冬季和早春，由于青绿饲料

缺乏，养殖者往往增加精料投入，这种饲养方式的改变

容易引起羊只体内酸碱平衡失调，加大结石形成风险。

随着气候变暖趋势的持续，部分地区的发病高峰期出现

提前或延后现象，发病过程呈现出新的时间分布特征。

2.3  经济损失及产业影响评估
从微观层面看，该病引起的经济损失涉及直接和间

接两个方面，其中直接损失主要表现为患病羊只的死亡

损失、诊疗费用支出以及生产性能下降造成的经济价值

减损，这些损失直接影响养殖单位的经营效益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间接损失则体现在疾病防控投入增加、劳动

力成本上升、饲养管理难度加大等方面，这些因素导致

养殖成本攀升，利润空间收窄，影响养殖户的生产积极

性和行业发展动力。疾病的发生还会引起养殖环节的连

锁反应，导致饲料转化率下降、生长周期延长、产品品

质降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损

失的程度和范围。

从宏观层面分析，羊结石病对养殖产业的影响已经

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损失范畴，表现出明显的产业链传导

效应和市场影响力。疾病的发生会导致养殖环节的生产

效率下降，影响产品供给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而影响

屠宰加工企业的生产计划和经营策略疾病的多发会影响

产品质量和市场信誉，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和消费信心下

降，这种影响会通过市场机制向产业链上下游传导，最

终影响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疾病防控投入的增加会推

高生产成本，降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产业的整体

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在产业组织方面，疾病的发生还

会影响养殖规模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阻碍现代化

养殖体系的建设和产业升级的进程。

3 羊结石病的防控措施与建议

3.1  饲养环境改善与营养调控方案
在环境改善方面需要从整体出发，综合考虑气候特

征、地理条件和养殖规模等因素，构建科学合理的饲养

环境体系。这包括羊舍的结构设计、通风系统的布局、

温湿度调节设施的配置等硬件设施，以及环境参数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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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通风方式调节、卫生消毒管理等软件措施。良好的

饲养环境不仅能够为羊群提供舒适的生活空间，更能通

过改善微环境条件，促进代谢功能的正常发挥，降低疾

病发生风险。环境改善还需要注意季节性变化的影响，

通过调节通风方式、控制饲养密度、改善垫料管理等措

施，维持适宜的环境条件，避免环境应激对羊群健康的

不利影响。饮水管理作为环境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需

要从水质控制、供水方式、饮水行为管理等多个方面进

行优化，建立科学的饮水管理制度。

营养调控体系的构建则需要立足于羊只的生理特点

和营养需求规律，通过科学的日粮设计和饲养管理，实

现营养供给的精准化和个体化。这需要明确不同生理阶

段羊只的营养需求特点，包括能量需求、蛋白质需求、

矿物质需求等，并据此制定相应的营养供给标准。在日粮

配制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各种营养素之间的平衡关系，尤其

是矿物质元素之间的比例关系，通过科学配方避免营养失

衡导致的代谢紊乱。同时，要充分考虑本地饲料资源的特

点和营养价值，在保证营养需求的基础上，优化饲料原料

的选择和使用比例，提高日粮的利用效率。营养调控还需

要建立科学的饲喂制度，包括饲喂次数、饲喂时间、饲喂

方式等，通过规范化管理提高营养供给的有效性。在营养

调控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监测羊群的采食量、生长状况和

健康状态，通过及时调整日粮配方和饲养管理措施，确保

营养调控效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3.2  早期筛查与预警机制建设
基于长期临床观察和实验分析数据，构建了包括临

床症状评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在内的多层次筛查

体系。临床症状评估主要关注采食量、饮水量、排尿状态

等指标的变化，建立了标准化的评分系统。实验室检测方

面，定期开展血液生化指标监测，重点关注血钙、血磷、

甲状腺素等指标的动态变化。血清中某些特异性生物标志

物的变化可提前预示结石形成风险。影像学检查采用B超
等无创检查手段，对泌尿系统进行定期监测。

通过建立区域性监测网络，实现了疫情信息的快速

收集和分析。开发了基于人工智能的预警模型，通过整

合环境因素、饲养管理和临床监测数据，实现了对发病

风险的精准预测。在重点防控区域建立了专门的监测站

点，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和检测设备，形成了常态化的监

测预警机制。同时建立了规范的档案管理系统，记录每

个养殖场的疫情历史、防控措施和效果评估，为科学防

控提供数据支持。通过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和应急演练，

提高了养殖人员的预警意识和应对能力。

结论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羊结石病的区域分布特征与流行

规律，揭示了该病在我国养羊业中具有显著的区域性、

季节性和群体差异性特征。通过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确

定了高海拔地区和干旱地区是主要发病区域，冬春季节

为高发期，青年公羊为主要易感群体。文章建立了包括

环境改善、营养调控和早期预警在内的综合防控体系并

结合区域特点实施差异化防控策略。实践证明，通过改

善饲养环境、优化日粮结构、加强疫情监测和推行分区

域防控措施，显著降低了重点监测区域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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