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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
分院）

目前乳业市场持续低迷，奶牛养殖
形势严峻，牧场经营者需要评估牧场的
各个方面，控制成本以实现降本增效。
蹄病作为一种奶牛常见疾病，对牧场经
营发展具有直接影响。预防奶牛蹄病，
不仅影响奶牛的健康和生产性能，更与
牧场的经济效益紧密相连。

一、蹄病的发病原因
1、环境因素：牛舍排水功能差，粪污

清理不及时，牛蹄长期浸泡在粪水中，使
牛蹄硬度下降，容易损伤，引起一系列蹄
病。

2、舒适度因素：奶牛每天需要在卧
床趴卧休息10—14个小时。当卧床尺寸
不合适，垫料缺失或板结，导致牛只长时
间站立，牛蹄负重时间过长，易引起牛蹄
变形和损伤。

3、地面因素：地面破损出现石子、尖
锐物等异物会造成牛蹄底部角质过度磨
损和创伤，增加蹄病的发病率。

4、修蹄因素：奶牛场长时间不保健
修蹄和修理病蹄，或修蹄和治疗不当会

对牛蹄造成二次伤害。
5、营养因素：日粮中精粗比例过高，

奶牛挑食可造成蹄叶炎的发生；日粮精
粗比例过低会造成变形蹄和蹄裂等蹄
病；日粮中如果微量元素缺乏时，奶牛蹄
的角质程度会变弱，易增加蹄病发病率。

6、遗传因素：不同品种的奶牛对蹄
病的抵抗力不同。

7、其他因素：如牛舍的密度过大，采食
相互争抢，牛只蹄部压力过大，从而增加蹄
病的发生；如推料不及时，奶牛会伸长前驱
去采食，导致前蹄向外变形的情况增多。

二、奶牛蹄病的类型
1、腐蹄病：是蹄趾间皮肤或软组织

发生的一种感染。当牛蹄因外伤或表皮
太湿或太软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时，细
菌进入牛蹄内部就会发生这种感染。一
旦细菌侵入牛蹄内部，就会快速繁殖，发
生肿胀和出现腐臭气味。

治疗：先清理腐败物质及增生液，再
用 0.1%高锰酸钾溶液或双氧水进行冲
洗，将防腐生肌的药物撒在伤口上，用脱
脂棉填塞，再用纱布包扎起来，最后缠上
防水绷带，2到3天进行一次换药。

2、蹄疣：是一种高度接触传染的蹄

病，是指背侧和后侧皮肤出现菜花样增
殖物，常发于后蹄，侵害趾间的背侧和后
侧皮肤蹄底溃疡又称局限性蹄皮炎。

治疗：用修蹄刀将增生物去掉并清
理干净周围区域，用0.1%高锰酸钾溶液
或双氧水进行清洗，之后用0.9%盐水清
洗，再对创口使用高锰酸钾进行止血，喷
上治疗药物，用纱布包扎起来，2到 3天
进行一次换药。

3、趾间皮炎：皮肤表层的急性和慢
性炎症，不侵入深层组织。

治疗时彻底切除增生物，切除后的
处理同蹄疣的方法相同。

4、蹄底溃疡：是由于蹄底压力分布
不均或蹄底损伤继发感染所致，蹄底出
现角质缺失，发生肉芽组织增生，引起蹄
深部组织感染的疾病。

治疗：慢慢用修蹄刀将发病区域挖
出来，清除蹄底全部腐败部分。依次使
用双氧水和0.9%的盐水进行清洗，在创
口部位撒上防腐生肌药物，纱布包扎，最
后缠上防水绷带，2到 3天换药一次，需
要配合抗生素治疗。需要使用蹄鞋，穿
在其健康侧的蹄底。

5、白线病：白线是蹄底和蹄壁交界
处的一种软角质，这种软角质的脆弱性
使其容易受到损伤，在护蹄不良的情况
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导致蹄真皮感染，
形成脓肿，或沿真皮蔓延到蹄冠，表现中
度的跛行。

治疗：清除白线附近的污染物，将白
线周围打薄，如有脓肿情况发生，需将里
面的脓液排干净，再依次使用双氧水和
0.9%的盐水冲洗，撒上防腐生肌药物后
使用纱布进行包扎，3到5天进行一次换
药。

6、变形蹄：是奶牛蹄角质的形态发
生了改变，可根据变形的外形特点，将其
分为宽蹄、长蹄和翻卷蹄。在高产牛、老
牛发病多。

治疗：一般进行修蹄，根据不同的形
状进行不同的修整措施，去除多余蹄质，
修剪蹄间。

三、蹄病的预防
1、步态评分：牧场每月最少进行两

次步态评分，重点观察3分以上牛只，对
蹄病牛早发现早治疗。

2、修蹄管理：制定合理的修蹄计划，
成母牛（泌乳期的70—150天及干奶牛干
奶时）每年保证至少2次保健修蹄，对病
牛及时进行治疗。

3、蹄浴管理：蹄浴槽长度3—5米，深
度大于15厘米，液面高度大于10厘米，
使牛蹄完全没入蹄浴液中。蹄浴槽可设
置在奶厅回牛通道中。蹄浴药物可选用
自配福尔马林或硫酸铜溶液，浓度为
5%，也可使用商品蹄浴液，相互交替使
用，每300—500头牛需要更换一次蹄浴
液。每周保证2次蹄浴，根据奶牛场蹄病
情况可增加每周蹄浴次数。

4、牛舍卫生：根据奶牛场情况制定
清粪次数，保证牛舍每天及时清粪，做到
粪道必须干净。

5、舒适度管理：调整好卧床尺寸，保
证卧床垫料充足，每日清理维护。

6、地面管理：对破损地面及时修补，
保证牛舍、通道地面平整，必要地面可铺
设橡胶垫。

7、营养管理：TMR日粮精粗比例适
合、营养均衡，防止奶牛挑食。

四、结论
奶牛蹄病对奶牛的健康和生产性能

具有重要影响，发生蹄病后奶牛不愿意
活动，长时间躺卧容易造成发情鉴定困
难，屡配不孕。奶牛也会因为蹄部持续
疼痛造成采食量下降引起产奶量下降，
进而降低奶牛场的经济收入。预防工作
是解决奶牛蹄病的关键，只有通过预防
措施的实施，才可以有效降低奶牛蹄病
的发生。

（本文由黑龙江省奶业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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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应激期间如何守护奶牛健康

持续的高温，不仅对畜牧养
殖业带来严重影响，对牧场热应
激防控工作更是严峻的考验。
蒙牛为更好助力牧场降本增效，
通过多年经验积累和过硬的技
术本领，形成“三个+”的奶牛热
应激防控体系，从环控、饮水、饲
喂三个方面采取全面详细的防
控措施。

热应激不仅会导致奶牛食欲
下降、产奶量锐减，更会降低其免
疫力，还会影响奶牛体内与器官
发育相关的蛋白质和激素的合
成，降低奶牛的繁殖能力等等，连
锁式的负面效应，为奶牛养殖带
来严峻考验。

环控+：深度融合科技 改善
奶牛生存环境

为有效预防并及时缓解奶牛
遭受热应激影响，进而帮助牧场
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蒙牛今年深
度融合科技，通过温湿指数预警
系统、红外线感应喷淋智能设备，
深度关注奶牛健康，改善奶牛生
存环境。

温湿指数预警系统打破了
地理限制，无需现场勘查，就能
精确识别奶牛热应激问题，并迅
速响应。不仅极大方便了牧场
主实时了解其牧场的热应激状
况，同时确保了即使在远距离
下，蒙牛也能为牧场奶牛健康保
驾护航，提供技术服务，实实在
在地提升奶牛福利，实现了科技
赋能下的远程关怀与保护。同
时，该系统还通过接入气象预报
接口，自动预测未来七天的天气
情况，为牧场提供超前的热应激
预警服务。

奶牛感知的最舒适温度为
4℃—16℃，当气温达到25℃，科学
使用“喷淋+风扇”，是改善奶牛生
存环境的首选。风扇可以加快牛
舍内的空气流动，减少湿度的增
加，而喷淋的加持可以快速降低
奶牛体表温度，仅此一项就可提
高产奶量17%左右，在干燥、炎热
的三伏天效果更加。今年，蒙牛
多个合作牧场开始应用先进红外
线感应喷淋智能设备，该设备通
过红外线感应可精准识别牛只位
置，不仅改善了奶牛生存环境，而
且可智能控制喷水启停，降低水

资源浪费，节电低碳，相较于普通
喷淋设备具有节能减碳、科学环
保的优势。据测算，该设备可为
牧场节电40%、节水60%。

饮水+：充足饮水 有效降低
奶牛体温

除了降低奶牛外在的生存环
境温度，降低奶牛的体温也是改
善奶牛热应激反应的重要手段。
如何降低奶牛的体温呢？饮水！
奶牛每日饮水量一般是体重的
10%—20%（即每天 60—120 千
克），天热的时候奶牛饮水可达
140千克或更高，所以，天热的时
候尤其要保证奶牛有充足的清洁
饮水，并且每个牛舍水槽至少满
足该牛舍15%—20%的奶牛同时
饮水，防止因为饮水位不足导致
的奶牛缺水问题。

如果想要更加有效地降低奶
牛体温，减少热应激影响，清凉爽
口 的 冰 水 则 是 更 好 的 选 择 。
5℃—10℃的冰水，不仅可以增加
奶牛食欲，促进消化，还可以刺激
胃肠道蠕动，改善血液循环，有利
于奶牛生长发育和产奶量提升。

饲喂+：调整饲喂时间 定制
特殊“食谱”

对于养牛人来说，天热的时
候奶牛采食量降低，对奶牛产奶
和生理机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
的。所以，清爽的夜晚（21：00之
后）和凌晨（4：00—6：00）是增加
奶牛采食量的好时机。蒙牛根
据各区域牧场气温变化，提供饲
喂时间调整方案，增加午夜和凌
晨推槽频次，让奶牛在清爽的午
夜和凌晨增加采食量。实验数据
表明，推料频率从3.5小时/次提高
到1.5小时/次，产奶量平均提高1
公斤。

当然，针对热应激的防控，仅
仅调整奶牛的饲喂时间是不够
的，也要有好的营养，天气炎热，
奶牛采食量下降，营养专家给奶
牛制定了特殊“食谱”。适当调整
日粮结构和营养比例，提高日粮
能量和蛋白占比，让奶牛吃得更
营养，再补充一些抗热应激的维
生素，如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
素C等，以提高奶牛抗热应激能
力。

（蒙宣）

专家谈养殖

□杨金雨

牛结节性皮肤病是由牛结节性皮
肤病病毒引起的一种热性、急性、亚急
性或慢性传染病，又称牛结节疹、牛结
节性皮炎或牛疙瘩皮肤病。

牛结节性皮肤病主要以发热，消
瘦，淋巴结肿大，皮肤、粘膜出现囊泡、
水肿、结节等痘性病变，严重者溃烂结
痂为主要特征；同时伴有鼻炎、结膜炎、
抑郁、厌食等症状，产奶量下降，可引起
母畜不易受孕、公畜暂时或永久性不
育，甚至因继发性细菌感染而导致动物
死亡，降低动物的经济价值。对我国的
牛羊产业造成直接威胁。

因为牛结节性皮肤病病毒与山羊
痘病毒具有共同的免疫抗原，因此可以
使用山羊痘活疫苗来预防牛结节性皮
肤病。但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牛群免

疫山羊痘活疫苗后仍然有发病的情况，
给养殖者带来防控焦虑。那么，如何正
确使用山羊痘活疫苗来防控牛结节性
皮肤病呢？主要做好以下的工作：

1、选择使用含有足量抗原的优质
疫苗

山羊痘活疫苗的生产厂家虽然众
多，但要生产出可靠的优质疫苗并非易
事，再加之此疫苗的市场价格相对较
低，使得部分企业在生产上压缩成本，
难以保证疫苗的效价。因此使用生产
规范的正规厂家的产品更让人放心，足
量的抗原效价是保障免疫效果的关键。

2、严格按照正确免疫途径使用疫苗
因为山羊痘病毒属于痘病毒，其最

佳的繁殖部位是皮肤，皮内注射是山羊
痘活疫苗最优免疫途径。免疫时一定

要确保将疫苗注射到牛只的皮肤内。
具体做法是按每 0.3毫升液体稀释 5个
羊剂量的山羊痘活疫苗的比例稀释疫
苗，然后给每头牛注射0.3毫升，并确保
疫苗不外溢。

3、确定合理免疫程序，不留免疫空
白群

建议在每年流行期到来之前做好
免疫，具体免疫程序如下：

每年春天给整个牛群免疫一次，无
论大小，每头牛均免疫 5个羊剂量的疫
苗，免疫方式为皮内注射。如果牛群是
初次接触山羊痘活疫苗，建议间隔3—4
周加强免疫一次。鉴于牧场中随时都
有新的小牛出生，为防止出现免疫空白
群，每个月规定某一天作为未免疫疫苗
小牛的清零工作日，给达到规定日龄的
小牛免疫疫苗，最大限度地避免留下免

疫空白群。

4、山羊痘活疫苗使用注意事项
（1）保存温度影响疫苗保质期，要加

以注意。零下15℃以下保存，有效期为2
年；在2℃—8℃保存，有效期为18个月；
在16℃—26℃保存，有效期为6个月。

（2）在有该病流行的牛群中，可用
本品对未发病的健康牛进行紧急接种。

（3）稀释后的疫苗须当天用完。
（4）注射山羊痘活疫苗时，选用适

宜型号的针头，以免疫苗在拔针后溢
出，影响防疫效果。

（5）用过的疫苗瓶、器具和未用完
的疫苗等应进行消毒处理。

（6）疫苗接种前后 3—5天，在饮水
中添加矿物质和维生素类调节剂，可以
调节机体机能，更好的产生抗体，提高
免疫效果，但避免使用抗病毒药物。

如何正确使用疫苗防控牛结节性皮肤病如何正确使用疫苗防控牛结节性皮肤病

近期，我国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
气，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洪涝灾害
后，炭疽疫源地土壤中的炭疽芽孢易暴
露地表，污染环境，动物炭疽发生和流
行风险增大。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发布了汛期动物炭疽防控技术要
点，应强化相关防疫措施。

一是强免疫，筑牢保护屏障。在炭
疽新老疫源地和牛羊调运频繁地区，

要强化牛羊免疫工作，确保牛羊处于
有效免疫保护状态。其他地区新引进
牛羊，尤其是从炭疽新老疫源地引入
牛羊的，应加强免疫。对江河流域、地
势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饲养牛羊
的，必要时应进行紧急免疫。接种后
疫苗的空瓶、污染的注射器和容器等
需要进行高压灭菌或者彻底焚烧。及
时了解掌握当地汛情情况，强化炭疽
疫情风险研判。

二是强排查，及时发现疫情隐患。
在重点监测疫源地和高风险区，要立即
开展一次紧急排查工作，后续要加大排
查力度和频次。密切关注养殖、交易等
重点环节，要求各类主体一旦发现病死
及死因不明牛羊，要立即向当地相关部
门报告，对出现突然死亡、天然孔出血、
血液呈酱油色且不易凝固、尸僵不全、
腹膨胀等症状的牛羊，坚决落实不剖
检、不宰食、不出售制度。

三是快处置，确保疫情不扩散。一
旦出现突发疫情，要坚决果断处置，确
保不发生扩散蔓延。要对发病牛羊进
行不放血扑杀；严格按照《炭疽防治技
术规范》要求，对病死牛羊进行无害化
处理；对圈舍环境进行彻底消毒，并做
好人员防护。在病死牛羊等掩埋点应
设立永久性警示标志，禁止在周边放
牧。加强疫苗、消毒药等应急物资储
备。

四是强监管，防止染疫动物流出。
严格开展产地检疫，在炭疽新老疫源
地，要详细了解既往养殖、治疗等情况；
在其他区域，要了解牛羊养殖场 2个月
内是否有异常死亡等情况，坚决落实产
地检疫各项要求。加强运输环节和屠
宰环节监管，严格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和运载车辆备案情况，防止染疫或疑
似染疫牛羊进入流通环节。加强落地
报告制度监管。

五是重宣传，做好人员防护。坚持
正面宣传、科学宣传，引导公众科学认
知炭疽，增强防疫和防护意识，消除恐
慌心理。指导从事动物防疫、检疫监
管、实验室检测和饲养、屠宰、皮张加工
等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参与疫情处置
的有关人员要穿防护服和胶靴，戴防
护口罩和双层乳胶手套；处置完毕后，
接受健康检查；发现问题的，要及时就
医。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汛期动物炭疽防控技术要点汛期动物炭疽防控技术要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赵伟平 吴金锴

8月5日，针对近日重庆的连晴高温
天气，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市草食牲畜
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发布10项高温季
节饲草生产、管护技术措施，供广大饲草
生产、草食畜禽养殖企业（场、户）等参
考，确保牲畜“口粮”供应。

10项技术措施具体包括选择耐热抗
旱品种、兴建蓄水抗旱设施、整配抗旱保
苗设备、制定抗旱应急预案、适时收获减
少损失、及时灌溉抗旱保苗、清理杂物以
利生长、适时施肥促进生长、预防病虫保
证生长、做好补播秋播保产。

“应对高温天气，选择耐热抗旱品种
是重要应对措施之一。”市畜牧技术推广
总站、市草食牲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比如栽培前，要根
据饲草种植地块所处地理位置、自然条

件、饲草品种生物学特性等，选择适合当
地气候特点的耐热、抗旱品种，详细制定
切实可行的企业（场、户）生产计划，全面
按照进度要求，周密组织、安排整个生产
经营活动。

同时，他建议要及时兴建蓄水抗旱
设施。对确定长期用于饲草饲料生产的
地块，根据常年旱情状况和抗旱需要、水
源便利条件等，选择恰当位置，及时兴
建、修缮蓄水池、灌溉沟渠等有效设施。
旱情出现前尽量储足用水，以应不时之
需。

针对没有蓄水设施的饲草种植地
块，他提醒业主要提前寻找、了解就近可
用的便捷水源，整理、疏通相关沟渠管
道，添置抽水机、水管、储水袋等灌溉必
需设备；按照当地汽柴油管理规定等备
足抗旱所需汽柴油等必要物品。同时，
逐一检查、调试、掌握各项设备状况，确

保需要的时候能够立即投用、正常运行。
针对无灌溉条件，近期和中长期旱

情无法得到缓解、消除的饲草地块，他建
议种植户要及时收割接近收获期的饲
草，以减少干旱造成植株死亡带来的损
失。

此外，干旱期间，他建议种植户要根
据饲草长势、旱情进展、土壤墒情等，有
条件的，最好采用养殖场沼液、清洗污水
等作为浇灌用水，以增加土地肥力，促进
和保证饲草正常生长。只能灌溉抗旱
的，可在水中适量加入氮磷钾肥，以利于
饲草生长。同时，抗旱保苗宜在早晚气
温相对较低或阴天时进行，避免太阳直
晒。根据地块旱情缓解程度，每3至5天
进行1次。

旱情消除后，又该如何做好牧草的
生产管理？

“具体要做好四个方面。”他说，一是

及时清理枯死饲草、枯萎植株；清除裸露
地面杂草等，以免形成优势、争抢肥力，
影响饲草产量。

二是旱情解除或雨后土壤潮湿时，
根据土壤肥力和饲草生长状况，适量施
用尿素等追肥，促进饲草快速恢复正常
生长。

三是经历高温干旱后，饲草地易爆
发病虫害，尤其曾发生过较为严重、虫卵
量大的地块及区域，要加强巡查观测。
一旦发现，要迅速针对具体情况，选用相
应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进行防治，或
及时收割饲草，减少虫害损失。

四是旱情结束后，要及时根据饲草
受损情况，尽快完成饲草地块尤其是多
年生饲草的补播补栽。同时，规划、着手
秋播工作，采购落实所需种子（种茎）、肥
料等，适当增加种植面积，弥补因高温干
旱造成的饲草减产，确保饲草供给充足。

连晴高温如何确保饲草正常生长连晴高温如何确保饲草正常生长？？重庆发布重庆发布1010项技术措施项技术措施

饲料用防霉剂是为了能降低
饲料中微生物的数量、控制微生
物的代谢和生长、抑制霉菌毒素
的产生，预防饲料贮存期营养成
分的损失，防止饲料发霉变质并
延长贮存时间的饲料添加剂。可
分为复方和单方两类。

一、大蒜制饲料防霉剂
将大蒜剥去外皮，放入消毒过

的研钵，再加入同样重量的凉开
水，研磨成细浆，经3层消毒细布
过滤，其滤液便是优良的饲料防霉
剂。若按3%的比例均匀拌入饲料
中，不仅可防止饲料发霉，而且还
能预防畜禽肠道疾病的发生。

二、海藻粉制饲料防霉剂
将 92%的海藻粉、4%的碘酸

钙和4%的丙酸钙混合均匀，便成
为一种高效的饲料防霉剂。将其
按8%的比例添加到饲料中，在温
度达30℃、相对湿度为100%的环
境下，放置1个月后，饲料也不会
发霉变质，可确保安全储存，同
时，还能增加饲料中的碘含量。

三、醋酸制饲料防霉剂
将醋酸与醋酸钠按 2：1的比

例混合均匀后，再加入1%的山梨
酸或烷基丙酸盐，经充分搅拌、干
燥，即成饲料防霉剂。若按饲料
重量的1%加入其中，可使饲料在
任何季节储存90天以上，不会发
霉变质。

四、桔皮制饲料防霉剂
取鲜柑桔皮或干柑桔皮，放

入甲醇、乙醇、乙醚或丙酮等溶液
中，溶液的用量为桔皮干物质体
积的 3—6倍，在常温下或加热处
理提取，然后用蒸馏等方法，去除
提取物中的有机溶剂，便可得到
具有防霉作用的橙黄色的黏性浓
缩物，即为饲料防霉剂。将其以
1%—3%的比例添加到饲料中，
可显著延长饲料的保存期，即使
在阴雨高湿的天气里，饲料也不
会生霉。

五、药用植物制饲料防霉剂
取苍术、艾蒿叶、除虫菊等药

用植物晒干，研成粉末，便具有抑
制霉菌繁殖的作用。若按 4%添
加到饲料中，也可延长饲料的安
全贮存期。

（中国农业信息网）

自制饲料防霉剂的几种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