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谈养殖

□李红宇（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
医分院）

犊牛是牛群发展的基础，更是牛场
发展的未来。牛群结构相对合理的规模
化奶牛场犊牛占比约为 10%，而这 10%
的犊牛健康成长发育是牛群更新的基
础，是牛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因
此，科学培育犊牛对提高牛群的生产性
能和牛场经济效益意义重大。

犊牛饲养管理目标
目标极为重要，犊牛饲养管理主攻

目标：一是提高成活率，降低死亡率；二
是保证犊牛正常生长发育，尤其是保证
瘤胃和骨骼的正常发育。以下所列指标
是规模奶牛场SOP（标准化操作规程）常
用考核指标，可供参考。

头胎牛接产成活率：≥92%；经产牛
接产成活率：≥97%；初乳及常乳指标：
巴杀前，TBC（菌落总数）<1×105cfu/ml，
TCC（肠杆菌数）<1×104cfu/ml。巴杀后，
TBC<1×103cfu/ml，TCC：0；免疫指标：犊
牛 被 动 免 疫（24—72 小 时 血 清 总 蛋
白）≥5.5克/分升，≥90%合格；免疫球蛋
白被动转移的失败低于 5%；犊牛腹泻<
20%，犊牛肺炎≤2%；犊牛成活率 0—6
月龄：≥95%；平均日增重：断奶重是初
生重 2 倍，2—6 月龄日增重≥1000 克/
天。

新生犊牛护理从接产开始
1、母牛自然分娩究竟好不好
奶牛完美的分娩方式是自然分娩，

最好100%自然分娩，但现实告诉我们不
可能！据 Dematawewa 和 Berger（1997）
根据122714头奶牛的数据显示，头胎牛
不需要助产的比例为 71.88%，2胎牛为
87.46%，3 胎及以上 88.02%，平均为
78.51%。但在现实中，我们是否能让这
些接近80%的母牛自然分娩吗？我们接
产的目的是让母牛产犊后健康的泌乳然
后再怀孕，犊牛能正常存活。助产的真
正目的是针对接近少于 20%非正产母
牛，通过适时助产和规范的操作，减少对
母牛和犊牛的伤害。据相关报道，正产
与助产犊牛出栏重（断奶重）和日增重差
异显著或极显著（P<0.05或P<0.01）。

2、适时助产，把握平衡
过早助产容易给奶牛产道造成损

伤，子宫容易感染，产后容易胎衣不下，
奶牛易发烧，健康受到影响，繁殖力降
低；犊牛也容易在助产过程中受伤，母牛
健康受到影响初乳品质下降，若用该初

乳给犊牛灌服，犊牛后天免疫力也受到
影响。助产过晚，容易造成犊牛胎死腹
中，同时，由于分娩的泌乳反射，乳池中
乳汁增加，初乳被稀释，同时初乳中抗体
也会被母牛吸收，进而初乳品质下降。

3、产后及时母子分离
据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生物学家

Daniel Weary团队报道，母牛生产后，母
子及时分离对牛更安全，如果不分开允
许犊牛在母牛身边，那么它们就会建立
起紧密的纽带，随着牛犊成长过程中对
牛奶依赖逐渐降低，断奶后它们的纽带
才会逐渐减弱。母牛产后母子不及时分
离，对母牛及犊牛都会产生应激。另对
部分规模化奶牛场调研发现，大肠杆菌
K99引发的犊牛腹泻，发生在出生后2—
3天内，传统抗生素和补液治疗效果不
理想，死亡率极高。母牛产前加强腹部、
外阴部及乳房皮肤消毒，产后母子及时
分离是降低该病发病率的主要措施之
一。

新生犊牛留养标准
规模化牧场奶牛养殖的目的是追

求效益最大化，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犊
牛都留养，选择性留养是使犊牛能正常
生长发育、繁衍后代和较好地发挥泌乳
性能。如何判断犊牛留养应注意以下
细节：

除饲养奶公犊用于育肥外，公犊牛
不建议留养；龙凤胎不留养，因龙凤胎母
犊牛很大几率后期不孕；早产牛不留养
（健康，体重大于25千克除外）；体重低
于 25千克的不留养（双母犊健康的除
外）；畸形胎和弱胎不留养；病危或久治
不愈，无饲养价值、发育不良的犊牛不留
养。

初乳灌服
犊牛的免疫从初乳开始，目前规

模化牧场对初乳收集、检测和冷冻贮
存等都很规范，但这里小编强调的是
依据犊牛体重一次灌服体重的 8%—
10%。据报道，初生重 40 千克的犊牛
需要 200—300 克的母源性免疫球蛋
白，主要来源于初乳。通过对新生犊
牛饮初乳的相关资料显示：42%的犊
牛饮用 4升，25%的犊牛饮用 3—4升，
11%的犊牛饮用 2—3 升，22%的犊牛
饮用<2升。虽然多次勤喂也能达到犊
牛免疫对初乳量的要求，但是浪费时
间，需要耐心。相反灌服省时省力，饮
量可控，但值得注意的是灌服需要培
训，需严格按操作规范进行。

哺乳期犊牛是否饲喂干草
哺乳期犊牛是否饲喂干草也一直

是一个争论的话题，小编支持饲喂干
草，其理由是 7日龄时，犊牛瘤胃中已
经有细菌和原生生物建群；2周龄时其
浓度达到成年牛水平，5周龄时按体重
计，其瘤胃发酵速率已达到成年牛水
平；瘤胃需要超过一定阈值的磨耗刺
激，防止形成异常乳头和瘤胃组织过度
角质化，日粮提供粗饲料促进瘤胃功能
性的发育；研究发现哺乳期间饲喂粗饲
料可以提高犊牛干物质采食量、日增
重、瘤胃重量、稳定瘤胃 pH；粗饲料的
种类及长短影响着应用效果，研究发现
在犊牛 2—4周龄之间添加 5%—10%长
度在 3—5厘米的苜蓿干草有利于提升
犊牛的反刍时间，提高犊牛采食开食料
的时间，减少瘤胃乳头角质化，提高日
增重。苜蓿干草好于燕麦草和小麦秸。

犊牛去角和去副乳头
相信大家都知道犊牛的免疫系统是

后天建立的，从初生至 2周龄是犊牛的
风险期，此期间犊牛免疫系统没有建立
起来，易受各种疾病感染，此期间去角和
副乳头加大了犊牛应激。同时初生时去
角，犊牛的角基不易判断，建议 15—20
日龄间去角。去除副乳头应在 20—30
日龄，此期间犊牛免疫系统已建立，可减
缓因去副乳头给犊牛带来的应激，同时
在断奶时应再次核实检查副乳头。有的
牛场在犊牛初生时去副乳头，即给脐带
消毒时一同去除，原因是新生犊牛痛感

不明显，但也应在断奶时进行核实检查。

犊牛断奶
犊牛断奶不是简单的给犊牛停奶，

应明确断奶标准和注意事项。
断奶标准：体重为初生重的2倍；开

食物料 CP>22%，连续 3天采食颗粒料
1.5千克以上；断奶需要 7天过度，牛奶
逐渐递减。

注意事项：断奶期间每天奶量递减，
但饲喂频次不变；断奶期间发生疾病及
营养不良情况延迟断奶；发病犊牛在治
愈后再转入断奶牛舍。

小结
随着奶牛养殖集约化、标准化和现

代化模式的推进，后备牛培育越来越受
重视。本文针对犊牛饲养管理方面容易
忽视的关键点进行了简要介绍，当然犊
牛其他方面，如脐带消毒、初乳检测、常
乳饲喂和环境消杀等方面都不容忽视。
研究发现哺乳期间犊牛日增重 1000克
以上，头胎单产提高 800—1100 千克。
因此，随着犊牛生长发育对其后期繁殖
性能和泌乳性能影响不断深入的研究，
犊牛的饲养管理将向精细化和精准化发
展。 （本文由黑龙江省奶业协会供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杜兆侠杜兆侠 摄摄

应激采食不适用于奶牛应激采食不适用于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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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提高奶牛的产奶量
和奶牛营养成份的含量，必须为
奶牛提供优质的粗饲料。所谓优
质粗饲料是指消化利用率高的粗
饲料，饲喂这样的粗饲料可以保
证奶牛在维持生命和产奶过程中
对能量的需要，并有足够量的乙
酸用于乳脂的合成，如苜蓿干草、
羊草等。针对我国奶牛饲养中粗
饲料以玉米秸秆为主，而玉米秸
秆的粗蛋白质含量低的现状，应

采取措施提高玉米秸秆或玉米青
贮的粗蛋白质含量。实践已经证
明奶牛日量中优质粗饲料含量过
低，瘤胃中乙酸含量就会减少，会
导致乳脂肪合成减少。

所以，要想保证奶牛较高的
乳脂率和产乳量，必须供给高比
例的优质粗饲料。粗饲料的用
量，一般情况下不应少于干物质
量的50%。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给奶牛多喂优质粗饲料有什么好处

青贮饲料感官鉴定是从色、味
和质地来评定。颜色：因原料与调
制方法不同而有差异，但越接近原
料颜色，说明青贮过程越好。品质
良好一般呈黄绿色，中等呈黄褐色
或褐绿色，劣等的为褐色或黑色。
气味：正常青贮有酸香味，略带水
果香味者为佳；凡有刺鼻的酸味，
则表示含有醋酸较多，品质较次；
霉烂腐败并带有丁酸味（臭）者为

劣等，不宜喂家畜。换言之，酸而
好闻者为上等，酸而刺鼻者为中
等，臭而难闻者为劣等。质地：品
质好的青贮饲料在窖里压得非常
紧实，拿到手里却是松散柔软，略
带潮湿，不粘手，茎、叶、花仍能辨
认清楚。若结成一团，发黏，分不
清原有结构或过于干硬，都为劣等
青贮饲料。

（据《吉林农村报》）

如何鉴定青贮饲料品质

菌糠是食用菌采摘后的基质
肥料，由于菌糠中含有较多的菌丝
体，散发出浓郁的蘑菇芳香气味，
适口性好，家畜喜食。菌糠发酵
后，其营养价值会进一步发生改
变，是优质的绿色饲料。饲喂方法
如下：

1、配置猪用复合饲料取发酵
好的菌糠发酵料，以10%—20%的
比例添加到育肥猪混合饲料中饲
喂，或取菌糠发酵料20%，加玉米
粉30%、米糖20.5%、土豆干10%、
贝壳粉3%、稻谷8%、鱼粉3%、豆
饼5%、食盐0.5%混合后饲喂。

2、配置牛、羊复合饲料 取菌
糠发酵饲料以 25%—40%的比例
添加到牛、羊日粮中。反刍家畜
对粗纤维消化能力强，也可用未
经发酵的菌糠原料经晒干粉碎后
直接饲喂。按15%的用量加入奶
牛饲料中，或按15%—30%的比例
加入羊日粮中，均能收到良好的
效果。

注意：在饲喂菌糠发酵饲料时
要现喂现取，并应从一个方位逐渐
取用，取后要盖严，防止杂菌侵入
导致发酵菌糠发生腐败。

（王佳宇）

发酵菌糠是家畜的优质绿色饲料

妊娠期的牛免疫力和抵抗能
力比较差，所以在养殖的时候一定
要注意观察牛的精神状况，要学习
一些养殖的技术和预防疾病的方
法。

1、加强饲养管理
日粮要平衡，饲料要多样化，

根据生理性状的改变应及时调整
日粮。在能量、蛋白质饲料合理供
给时，应重视矿物质饲料钙、磷、
锰、锌、铁和维生素A、D、E的供应；
不喂发霉变质饲料；不轰、打、赶牛
只；在对妊娠牛进行治疗时，用药
应慎重，不乱用泻剂和催情药物。

2、已有临床流产现象发生，应
查明原因

对每一头流产牛应单独喂养，
对流产胎儿、胎膜应仔细检查，观
察胎儿有无畸形，胎盘有无水肿、
坏死。为确诊病性，可采母牛血
液、子宫分泌物、胎儿四胃及其内
容物、肝、脾进行微生物学检查；检

查母牛是否有全身性疾病并了解
饲养管理情况。流产胎儿、胎衣、
褥草应深埋或焚烧。

3、疫苗注射
为防止传染病而引起的流产，

应做到：对5—6月龄犊牛接种猪二
号或羊5号菌苗。成年母牛每年做
1次—2次布氏杆菌病试管凝集反
应检验，检出阳性牛应隔离；随着
牛群扩大，外引牛只的频繁，奶牛
一些新传染病如传染性牛鼻气管
炎和牛病毒性腹泻病也渐渐蔓延，
为此，应考虑接种疫苗。

妊娠中断为奶牛场常见的妊
娠期疾病，其所造成的危害，不仅
在于胎儿死亡、产犊率下降，更重
要的是破坏了正常的产犊时间，延
长了空怀天数和产犊间隔，直接影
响到本胎次的泌乳量和终生产乳
量。因此，防止奶牛流产是奶牛生
产中重要的工作。

（畜牧招商网）

奶牛妊娠期如何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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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期犊牛饲养管理的要点哺乳期犊牛饲养管理的要点

高产奶牛的营养调控管理高产奶牛的营养调控管理
奶牛高产，是与奶牛遗传、繁殖、健

康、舒适度、营养、挤奶等每一项工作息
息相关的。需要配合好每一项工作，再
搭配上干奶期、围产期、新产期、高产期
每个阶段合理的营养搭配，才能实现胎
次的高产。在给奶牛配方调整过程中，
中心工作是要维持瘤胃功能的稳定，保
证瘤胃的健康，才能在奶牛健康的基础
上实现高产。

1、干奶牛营养管理
首先是合适的体况，以 3.25分左右

的体况评分进入到干奶期，并在整个干
奶期维持不变。这样就需要在干奶阶段
采 食 低 能 日 粮（能 量 水 平 不 超 过
1.35MCal/KgDM），低蛋白日粮（蛋白水
平不超过14%），满足干奶牛自身维持需
要和胎儿的生长发育需要即可。

干奶阶段依旧要维持最大的干物质
采食量（13—14千克），日粮以粗饲料为
主，目的是需要保持瘤胃和肠道的容量
足够大，从而才能保证在产后可以采食
和消化尽可能多的饲料，既要保证奶牛
的饱腹感，又要保证较低的能量。草的
长度控制在4—6厘米，TMR干物质控制
在 45%—48%，注重干奶牛TMR的均匀
性和稳定性，降低奶牛挑食的风险。同
时减少阳离子的使用，可饲喂低钾燕麦
草，避免使用苜蓿。

2、围产期营养管理
为了使奶牛尽早建立各种饲料原料

的微生物区系，围产前期尽量与产后所
饲喂的饲料原料种类一致，减少产后更
换 TMR带来的应激。产后的采食量与
产前采食量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所以
我们需要提高围产前期的干物质采食量
（13千克左右），需要维持产前足够的瘤
胃空间，使得在产后有足够的空间来采
食高营养水平的产后TMR。

产前如果能量蛋白缺乏的情况下，
会造成产后胎衣不下，所以产前能量可
提高至 1.45MCal/KgDM左右，蛋白水平
提高至15%左右。另外围产前期日粮还
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要有足量淀粉来维
持瘤胃乳头的形态和功能。淀粉水平可
控制在16%左右。为了避免产后低血钙
的出现，产前控制钙磷比为1.05—1.3之
间，日粮中钙含量在50克左右。低血镁
症也是促使低血钙发生的一个重要因
素，所以在产前日粮保证镁含量为
0.35%—0.4%。

3、新产牛营养管理
奶牛在产后产奶量快速增加，但干

物质采食量尚未恢复，所以应提高日粮
营养浓度，满足较低采食量下奶牛的营
养需要，降低产后能量负平衡水平。泌
乳早期日粮能量在 1.75MCal/KgDM 左

右，蛋白水平达到18%以上。
新产牛由于由高粗料日粮变换成高

精料日粮，瘤胃乳头尚未完全恢复，所以
控制淀粉水平不要超过 23.5%，且要控
制淀粉类饲料在瘤胃内的降解速度，避
免饲喂大量快速降解的谷物饲料，减少
瘤胃酸中毒。另外要饲喂一定比例的物
理有效长纤维，利于瘤胃功能的恢复，并
减少新产牛的腹泻。

将场内最优质的精料及粗饲料都供
给新产牛。泌乳早期牛理想体况评分应
在 2.5—3.25分。即新产牛阶段体况损
失不高于0.5分，体况损失越小的牛会有
更好的受胎率。所以需要维持较小的体
况损失，就需要增加新产牛的干物质采
食量，产后 3周时的干物质采食量经产
牛达到 21千克，头胎牛达到 17千克以
上。

4、高产牛营养管理
高产牛最主要的饲喂目标是让奶牛

干物质采食量最大化，并使得高峰奶产
量尽量高，且在高峰过后要有较好的持
续力，并使奶牛在高峰期体况较产前损
失不超过 0.75分，并在泌乳后期逐渐增
长至3.25分左右至干奶。所以在整个泌
乳期最主要的控制点还是保持瘤胃功能
的稳定，避免饲料种类的突然变化，保持
饲料原料的品质稳定，例如青贮的质量，

发酵较差的青贮会引起奶牛的酮病及腹
泻等情况，青贮收储质量不佳会影响到
奶牛的消化率及吸收效率。

所以任何一种原料都要保持它的稳
定性，即使营养水平低些也要保证质量，
这样才能保持瘤胃微生物区系的平衡稳
定，才能有利于奶牛的健康。瘤胃的健
康主要在两点，一是控制淀粉类饲料的
饲喂量及释放速度，二是正常反刍，反刍
依赖于有一定颗粒度的纤维，所以要求
有效长纤维要有一定的长度（3—5 厘
米），不能过碎，要不就无法刺激反刍，同
样会瘤胃酸中毒。另外也可以提供一部
分短纤维，例如大豆皮、棉籽、甜菜颗粒、
苹果粕等等进行补充。高产奶牛一定要
饲喂适口性好的原料，可能不会增加采
食量，但如果饲喂了适口性差的原料，一
定是会降低采食量的。

在制作配方的时候，要结合奶牛
的泌乳阶段、分群、体况、健康、环境应
激、舒适度等各种情况综合考量，并不
是简单的原料混合，在日常生产中，最
重要的还要考虑成本，调整配方的宗
旨是成本降低或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单
产，从而有效的降低公斤奶生产成本，
唯有通过提高产奶量，来对生产成本
进行稀释，从而才能提高牧场的利润
空间。

（阳光畜牧网）

尽管在奶牛营养方面取得了许多进
展，但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其中
一个挑战是确保围产期奶牛有足够的干
物质摄入量（DMI），以优化泌乳早期奶
牛的健康和产奶量，以及随后的繁殖成
功。

有大量证据表明，奶牛在产犊前后
的DMI以及随后的健康和产量与脂肪
动员、炎症和应激有关。具体来说，炎症
条件和体脂过度动员已被证明与泌乳早
期采食量的减少有关。此外，在产犊前
和之后的几周内，奶牛的DMI可能会由
于各种应激因素而降低。

应激还会产生应激激素，如皮质醇，
这可能对免疫和繁殖性能产生直接的负
面影响。此外，奶牛的长期应激与更大
的慢性全身性炎症风险相关，这反过来
又会增加感染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损
害繁殖性能，降低产奶量。

虽然研究仍在继续，以了解这些影

响因素的起源，以及是什么导致了这些
因素。但很明显，在围产期间保持高一
致的DMI对于最小化问题的风险很重
要。此外，已知行为和生理应激源对
DMI有负面影响。因此，认识到可能影
响围产期奶牛DMI、行为和繁殖性能的
应激因素是很重要的。奶牛在围产期可
能面临的常见应激包括：

热应激：高温可能导致奶牛热应激，
提高其体温和呼吸频率。热应激的这些
生理效应与DMI降低和随后的产量降
低有关。DMI的下降可能部分与热应激
奶牛以改变行为应对热应激有关。

具体来说，也是最常见的，热应激奶
牛会减少反刍时间以及每个食团的咀嚼
次数。这种行为改变可能会影响瘤胃功
能，特别是总消化率和瘤胃流通速率，导
致采食的欲望降低，从而降低DMI。

为减少热应激造成的生产损失，应
为奶牛提供有效的降温措施。已经证

明，泌乳奶牛采取降温措施可以改善采
食时间、反刍时间和DMI，这可能会有助
于更高的产奶量。

此外，干奶牛采取降温措施也同样
重要。为干奶牛提供降温（在整个干奶
期）可以提高其DMI和随后泌乳期的产
奶量。有趣的是，干奶牛降温带来的积
极影响不仅会影响奶牛本身，还会影响
其子宫内后代的未来生产潜力。

过度拥挤：由于过度拥挤，无法优先
获得高品质的资源，包括饲喂槽和躺卧
区，可能会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竞争，
并给奶牛带来更大的应激。饲喂槽采食
空间不足会导致奶牛经历更多的采食竞
争，减少采食时间，增加每次的采食量和
采食速率。这些影响可能会导致奶牛的
采食量减少、瘤胃功能不佳和饲料转化
效率降低。由于过度拥挤而导致的躺卧
空间不足，会减少奶牛每天的躺卧时间，
增加不活动站立时间。这些影响可能与

减少奶牛的反刍时间有关，尤其是在躺
着的时候。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最近的研究结
果显示，奶牛躺卧时反刍时间的减少，会
影响其DMI。众多研究结果证明，降低
围产阶段奶牛的饲养密度，可以增加其
DMI和躺卧时间，改善免疫标记物，并降
低泌乳早期时能量负平衡的风险。因
此，通过降低饲养密度来减少奶牛的竞
争应激，对于围产前期和新产阶段都是
极其重要的。

转群：围产期奶牛的一个重要的、潜
在的应激源是转群的频次和时机。众所
周知，每当一头奶牛被转移到一个新的
牛群时，它就会破坏群体的社会结构，并
对被转移的个体产生特定的负面影响。

研究表明，自牛只进入牛群后的三
天内，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争夺饲料
的竞争加剧、更高的采食速率以及反刍
时间、DMI和产奶量的减少。研究结果

还表明，头胎牛比经产牛更易受到转群
重组的影响，尤其是刚产犊后。

设计系统以减少转群的次数，特别
是在产犊前和产犊后，对减少潜在的负
面影响很重要。此外，研究还表明，通过
减少饲养密度或成对成群的转群，可以
减少转群应激，尤其是头胎牛。

牛群组成：舍内牛群的胎次情况是
另一个潜在的应激源，尤其是产犊前
后。研究结果显示，头胎牛和经产牛的
行为存在一些差异。特别是，与成年牛
混养时，头胎牛被从采食槽竞争替换的
次数更多，其躺卧时间会降低。

鉴于这种情况，将头胎牛和成母牛
分开饲养是有好处的。通过各种研究已
经证明，与成母牛分开饲养的头胎牛有
更高的采食时间、DMI和产奶量，体况损
失和酮病发病率更低。

根据这些数据，建议将头胎牛和成
母牛分开饲养，无论是在产犊之前还是

在泌乳早期，以确保头胎牛的最佳健康
和产奶量。然而，由于畜群规模和设施
设计的限制，这并不总是可能的。对于
那些不能分开饲养的畜群，重要的是提
供足够的躺卧、采食和饮水空间。

蹄病：在奶牛中，蹄病通常是由蹄子
受伤或感染引起疼痛的表现。人们普遍
认为蹄病是奶牛应激和疼痛的来源。可
能与此相关的是，蹄病奶牛的采食时间
和DMI会减少。

围产期奶牛蹄病尤其令人不安。瘸
腿的牛，特别是在干奶时期，患围产期常
规疾病的风险更大。蹄病的一个风险因
素是体况不佳和/或体况过度损失。因
此，围产期蹄病不仅降低其DMI，还会增
加产后的健康风险。因此，应尽一切努
力来降低蹄病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适
当的蹄部护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站立，
改善营养管理，特别是在干奶期。

（养牛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