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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青贮接种剂是有回报的使用青贮接种剂是有回报的
发酵是将新鲜切碎的作物植株转化

为更有营养、更易消化的奶牛饲料的关
键步骤。使用青贮接种剂可以帮助完成
发酵。

但是，对于任何投资，都必须权衡利
弊。在Hoard’s Dairyman的网络研讨会
上，一位听众问道：“青贮接种剂的优点
和缺点是什么？”

Rock River 实验室的动物营养主
任、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兼职
教授 John Goeser 回答说，这是一个很
好的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以及市场
上越来越多的产品出现，很多牧场正
在考虑使用青贮接种剂，这是有充分
理由的。

Goeser说，使用青贮接种剂有两个
目标：青贮的前期发酵以及使用时青贮
的稳定性。

他列举了几个优点。主要好处之一
是减少干物质损失。Goeser解释说，在
植株被切碎后，发酵会造成干物质损失；
理想情况下，干物质损失应该在 4%至

7%之间。每收获100吨青贮，会有4到7
吨的损失。

如果未使用青贮接种剂或者封窖做
的不到位导致发酵不成功，可能会损失
10%至 15%。“这意味着，每收获 100吨，
牧场可能会因为青贮制作过程中微生物
利用可消化的营养物质，从而造成10到
15吨的损失。”Goeser表示。

另一个主要优点是稳定性。“布氏乳
杆菌是青贮接种剂中的一种细菌，已被
充分证明可以在开窖后防止酵母和霉菌
生长。”Goeser指出，由于威斯康辛州温
和的生长条件加上潮湿的环境，中西部
和东北部牧场往年的青贮中酵母和霉菌
含量很高。

在青贮开窖饲喂时，这些问题就会
出现。“使用青贮接种剂是我们可以采取
的另一种策略，使青贮在开窖后尽量降
低二次发酵和霉变。”他说。

至于缺点，Goeser 列出了一个：成
本。他说，根据产品和牧场的目标，青贮
接种剂的成本从每吨约 1.7元到每吨约

20.8元不等。
除了价格之外，Goeser认为使用青

贮接种剂没有缺点，尤其是在玉米价格
昂贵的年份。

“我们需要保护从田间收获回来的
每一吨有价值的青贮饲料。”他表示，“在
青贮接种剂上的投资是绝对划算的。”

（养牛派）

专家谈养殖

水在奶牛场生产中的重要性水在奶牛场生产中的重要性

□李红宇（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
医分院）

对于奶牛来说，水是最重要且又最
容易被忽视的营养物质。本文将带您
了解水在奶牛生产中的重要性。

水是奶牛机体重要的组成物质
反刍动物体内含水量大致占体重

的 56%—81%，主要为细胞内液和细胞
外液，分别占体内水的 2/3和 1/3。奶牛
不同组织和器官的含水量也不同，如血
液 90%—92%，心脏、肾和肺 80%左右，
肌肉 72%—75%，骨骼和脂肪组织含水
量为 20%左右。奶牛维持生命和生产
都离不开水，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
类、矿物质元素、维生素及其他物质在
机体内消化、代谢、转运及排泄均需要
水的参与，也可以说水是动物机体一切
化学反应的介质，即机体内合成、分解、
氧化、还原、聚合、降解等都必须有水参
加。同时水在维持机体液体、离子平
衡、体温恒定、孕育新生命和保障组织
及器官的正常生理功能具有重要意
义。机体内水分不足，会影响奶牛健
康，严重情况下造成奶牛死亡。

维护瘤胃正常功能
养牛就是养瘤胃，瘤胃健康奶牛才

能健康，瘤胃内菌群平衡，是瘤胃健康
的重要表现。成年奶牛的瘤胃容积约
为 200升，瘤胃内容物包括水、食糜、微
生物和脱落的组织，水分占瘤胃内容物
的 85%—90%，据测定 1克瘤胃内容物
中，含细菌 10 —10 个，纤毛虫 10 —
10 个，微生物总体积占瘤胃液的 3.6%
左右，虽然所占比例较小，但数量庞大，
在瘤胃内营养物质的消化与代谢过程
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一是饲料中的纤维
素、果聚糖、果胶、蔗糖、葡萄糖及其他
糖类物质，均能被微生物发酵，尤其是
纤维素通过瘤胃微生物发酵作用使其
变成低级挥发性脂肪酸，经机体吸收后
用作合成糖的原料，是反刍动物所需糖

的主要来源；二是饲料蛋白进入瘤胃
后，约有 50%—70%被微生物利用，形
成短链脂肪酸和其他酸类和菌体蛋白；
此外，菌体蛋白还可以通过微生物利用
非蛋白氮（NPN）或氨合成；三是瘤胃微
生物可合成B族维生素及维生素K等；
四是饲料的脂肪大部分被瘤胃微生物
彻底水解，形成甘油、脂肪酸、丙酸、琥
珀酸和乳酸等；来自甘油的不饱和脂肪
酸被微生物氢化，转变成饱和脂肪酸；
细菌还能合成少量特殊的奇数碳长链、
短链脂肪和偶数碳支链脂肪酸，并以此
合成磷脂。由此可见，瘤胃健康及功能
正常与微生物息息相关，但瘤胃微生物
这些复杂的生理和化学反应均是在瘤
胃液中进行，也就是说在有水的情况下
微生物才能正常活动，履行职责，发挥
作用，若瘤胃中的水分低于 85%，微生
物活动受到限制，影响瘤胃发酵，发酵
能力大幅度下降，饲料的消化率也会受
到影响。

维护唾液分泌
唾液为无色透明的粘稠液体，由

水、无机物和有机物组成，其中水分约
占 99%，反刍动物的唾液含有较多的碳
酸氢钠和磷酸钠，呈等渗状态，pH 较
高，为 8.2，成年牛一昼夜可分泌 100—
200升唾液。反刍动物唾液除湿润口腔
和饲料，便于咀嚼和吞咽，刺激味觉，引
起消化反射，催化淀粉水解为麦芽糖，
舌脂酶水解脂肪为游离脂肪酸，清洁和
保护口腔，维持口腔碱性环境和避免碱
性酶破坏等作用外，还有大量碱性较强
的唾液进入瘤胃后，能中和瘤胃发酵所
产生的酸，利于瘤胃微生物繁殖和对饲
料的发酵作用；奶牛的汗腺不发达，可
借助唾液中水分的蒸发来调节体温；反
刍动物有大量尿素经唾液进入瘤胃，参
与机体的尿素再循环。如果奶牛饮水
量不足，唾液分泌势必受到影响，唾液
的生理功能不能正常发挥，瘤胃弱酸的
内环境遭到破坏，致使瘤胃代谢紊乱，
机体消化和代谢异常。

奶牛饮水量
奶牛每日需要摄入大量的水维持生

命需要和生产需要，摄水途径主要通过
饮水、饲料中的水和代谢产生的水，机体
内营养物质代谢产生的水与饮水和饲料
中获得的水两个途径相比，代谢产生的
水的途径显得微不足道。所以饮水和饲
料中的水对奶牛至关重要。奶牛饮水量
受日粮的DM（干物质）、所处的生理阶
段、产奶量和气温等因素影响，据相关报
道饲喂DM含量50%—70%的日粮时，奶
牛的自由饮水没有差异，日粮 DM 从
50%降至30%时，自由饮水降低33千克/
天。在 10℃左右的环境下，奶牛采食 1
千克干饲料，饮水量约需3.54千克，环境
温度在 24℃时则饮水量可增加到 5.5千
克左右。牛奶含水量达 87%，奶牛产量
越高饮水量越大，如日产奶30千克的奶
牛需日供水 90—110千克，才能满足奶
牛的需要。泌乳牛比干奶牛饮水量大，
经产牛比初产牛饮水量高（89.5千克/天
和63.2千克/天），1月龄的犊牛，需要的
水主要来自奶中的水分，1—3月龄的犊
牛日供水量约10千克，3—6月龄的犊牛
则需达15千克，青年母牛平均日需水量
30千克左右。

如何做到奶牛科学饮水
奶牛的一切生命活动都离不开水，

水的获得和水的质量对奶牛健康和生
产性能至关重要。

1、水源选取
目前，多数规模化牧场使用深水

井，水质的好坏关系到规模化奶牛场生
产的重要环节，水源选取时应先进行水
质检测，根据天然水物理、化学和微生
物等指标的测定结果，可判断水质的好
坏，也可以发现水质是否受到污染。因
规模化奶牛场用水环节较多，应根据饲
养规模，在建场初期，进行蓄水量勘探，
避免供水量不够。

2、保持水质清洁
水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载体，当然

也包括有害细菌和病毒，因此，在保障
奶牛每天充足供水的前提下，保持奶牛
饮水器具清洁卫生，每天冲刷，定期消
毒。尤其夏季更应注意饮水器具保持
清洁卫生，防止微生物滋生，水质变
坏。另外，运动场的水槽卫生情况也不
能忽视，也要每天进行冲洗，定期消毒。

运动场低洼处雨后会存水，奶牛进
入场地后是否会饮用脏水？有的牛会
饮用脏水，有的牛不会，引用脏水的行
为动机是什么？奶牛不知道哪是污水，
奶牛渴了，找到水就喝，没有让奶牛养
成到固定地方喝水的习惯。我们当然
知道奶牛饮用脏水不好，应对运动场低
洼处进行修正，不让其存水。是否每天
需要清洗饮水用具？答案是肯定的，否
则饮水槽中饲料残渣等会滋生有害细
菌，奶牛长期饮用，不利于机体健康，进
而影响生产性能发挥。

3、重视冷热应激期间水的供应
奶牛在发生热应激时，水成为一种

特别重要的营养素。水的物理特性、导

热性和潜热蒸发作用对于体内产热向
环境的有效散发非常重要。当气温高
于奶牛适温区时，饮水量开始增加，水
分开始丢失，当气温从 18℃升高到 30℃
时，饮水量增加 29%，由粪损失的水分
减少 33%，但通过尿、排汗以及呼吸损
失 的 水 分 分 别 增 加 了 15% 、59% 和
50%。热应激会导致奶牛干物质采食
量下降，产奶量下降，体况下降，繁殖力
下降，免疫机能和防御机能也均下降，
奶牛疾病发病率升高，如何缓解奶牛热
应激，笔者认为除风扇和喷淋等降温防
暑措施外，给奶牛提供充足的水源是第
一步。在牛舍，尤其是泌乳牛舍能够增
加水源的地方增加水源，同时待挤区增
设水源，运动场也要增设水源。

冬季满足奶牛饮水需要也尤为重
要，一是保障奶牛机体健康，二是维持
奶牛良好的泌乳性能，此外，发生冷应
激时，由于水的比热值高，可以发挥隔
热作用保存体热。尤其是内蒙古、黑龙
江、新疆和河北等奶牛主要养殖区，北
方地区的气候特点是冬季寒冷，地下水
的温度 2℃—3℃，如何维持奶牛饮水温
度也尤为重要。研究学者 A.Monica指
出，泌乳牛在低温环境中饮用 3℃的水，
每天产奶量为 25.39 千克，10℃时为
25.93千克，17℃时为 26.33千克，24℃时
为 26.09千克，饮用 3℃与 17℃水的产奶
量差异极显著，水温升高到 24℃时并未
有显著差异。国内外其他学者研究表
明，冬季水温维持在 9℃—15℃即可，温
度过低会影响到奶牛的饮水量和饲料
利用率，温度过高或奶牛长期饮用温
水，其应对外界温度的急剧变化的能力
会下降，则更易患病。冬季北方规模化
奶牛场普遍使用电热水槽或热交换器
（锅炉管道设计热交换器）实现奶牛冬
季饮温水。

小结
本文从水在奶牛机体代谢和饮水

等方面浅析了水对奶牛生命和生产的
重要性，奶厅饮水、喷淋、环境消杀和其
他清洗用水也是奶牛场节水的重要环
节。饮水管理主要提升饮水效率，避免
浪费和实现冬季饮温水；挤奶厅用水效
率优先，力求节水，国内有的奶牛场针
对清洗环节用水的分类、处理、回收、再
利用正逐步开展；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
奶牛养殖领域的应用，精准监测和智能
管控已在规模化奶牛场初露头角，传统
的人工操控风机喷淋系统正逐步被现
代智能管控系统取代，不再是无节制的
喷淋，而是智能管控，效率优先，节水为
主。还更应明确，水是一切生命载体，
也是有害细菌和病毒传播媒介，因此，
环境消杀、牛舍通风换气对于奶牛场也
同等重要。

（本文由黑龙江省奶业协会供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奶牛
管家

奶牛日粮配合的基本原则
是：1、以饲养标准为依据，并针对
具体条件（如环境温度、饲养方
式、饲料品质、加工条件等），进行
必要的调整。2、要充分利用当地
饲料资源，合理搭配饲料。例如，
可以利用麦芽根、玉米胚芽饼、酒

糟、米糠等替代部分玉米、稻谷等
能量饲料；利用脱毒棉籽饼、菜籽
饼、芝麻饼、苜蓿草粉等替代部分
大豆饼等蛋白质饲料。这些饲料
的合理搭配利用，对降低饲养成
本、节约精料有很好的效果。

（据《农业科技报》）

奶牛日粮配合的原则是什么？

实践证明，凡是夜间管理较
好 的 奶 牛 ，其 产 奶 量 可 提 高
15%—25%。因此，养牛户应积
极采取措施加强夜间管理，以提
高奶牛的产奶量。

增加夜间运动 有条件的养
牛户可以在夜间 12点左右把奶
牛赶到运动场活动 1个小时左右
（恶劣天气的夜晚除外），以提高
奶牛的消化能力，增强食欲，提高
产奶量。

适量加喂夜食 除白天给奶
牛喂足草料外，夜间 10时左右还
应给其投喂适量的草料，让奶牛
饮足清洁的饮水，以保证奶牛夜
间胃肠道中有食物，满足其产奶

等体能消耗的营养需要。
夜间刷拭牛体 每天晚上 10

时左右和挤奶之前用刷子把牛体
刷拭一遍，既能保证牛的皮毛光
顺清洁，又能促进其血液循环，调
节体温，使奶牛舒适过夜，从而提
高奶牛的产奶量。

关注夜间冷暖 奶牛最适宜
的环境温度为8℃—21℃，夏季夜
间应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延长光照时间 夜间可采用
白色荧光灯照明，光照时间由
9—10个小时延长到13—14个小
时，促使奶牛的代谢增强，奶牛的
产奶量也会随之增加。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夜间管理好奶牛产量高

春玉米应根据基肥为主、追
肥为辅；农家肥为主、化肥为辅；
氮肥为主、磷肥为辅；穗肥为主、
粒肥为辅的基本原则施肥。

基肥一般应占施肥总量的
70%左右，大部分磷肥也应结合
基肥施入，一般在前一年结合秋
耕施用。施用基肥时，应使其与
土壤均匀混合基肥，一定要深施，
以防氮素挥发损失。在缺磷土壤
中，每公顷施普钙 450—600 公
斤；在缺钾土壤中，每公顷施氯化
钾150公斤。

春播前，用少量农家肥再配

合适量的氮、磷化肥条施或穴施，
作为玉米种肥。

春玉米追肥多采用“前轻后
重”的施肥方式，即在玉米拔节
前施入追肥总量的 1/3，每公顷
施尿素 75—150公斤，在大喇叭
口期每公顷追施尿素 150—300
公斤，满足玉米雌穗的小穗、小
花分化以及籽粒形成阶段对养
分的需要。试验结果证实，春
玉米采用“前轻后重”，比采用

“前重后轻”的施肥方法增产
13.3%。

（胡连萍）

春玉米施肥有侧重

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各种
农业机械开始投入生产作业。为
了减少使用故障，提高作业效率，
保障农机安全生产，提高使用效
益，各面做好农机管理工作尤为
重要。

各种农业机械应按照使用说
明书的要求，做好使用前的清理、润
滑、调整、紧固等各项工作，以确保
农机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作业中，
对动力机械（如拖拉机、农用柴油
机）润滑系统的保养，既要按规定标
准使用合格润滑油，又要严格遵守
润滑系统保养周期和规范系统，定
期更换过滤部件，以减轻机件磨损。

春季气温高低不稳，变化无
常，对动力机械冷却系统的正确
使用不可忽视。首先要掌握发动
机的正常使用温度，水温达到 40

摄氏度负荷运行。第二，机器在
低温启动时，要实行预热启动。
第三，要使用干净的冷却水，用经
过处理的自来水或洁净的井水。

农机在进行旋耕、播种、运输
等作业时，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严禁无证驾驶，超载运作，确保安
全生产。

正确使用燃油。目前，大部
分农业机械都是柴油机，因此正
确使用柴油很重要。新购买的柴
油静置沉淀 4天以上，且在加油
时将漏斗加层绸布，并应定期清
洗或更换。

保持机具清洁。农机作业大
多数在野外，机器易脏污。因此，
要经常清洗易脏部位，对于机身
外部要及时去除脏污，使机身不
生锈漆，以防锈蚀。 （李明丽）

春季农机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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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RY TIMES

抓好奶牛春季饲养抓好奶牛春季饲养 这些方法很重要这些方法很重要
春季气温转暖，奶牛的采食量增

加，消化吸收能力增强，整体机能改善，
所以产奶量和奶的质量也会提高，是全
年保证高产高收入的重要时间。但是
春季气温变化频繁，奶牛经过一个漫长
的冬天，春季发情又处旺季，也是各种
微生物生长繁育的时间，所以春季做好
饲养管理，对后面的高生产性能是非常
关键的。

抓好环境卫生管理
奶牛喜欢干燥清洁的环境，喜食

新鲜饲料，饲喂时应少给勤添。奶牛
下槽后应清除饲槽中剩余的草料，打

扫地面。定期刷洗水槽，保持饮水的
清洁。及时清除粪便，并常在舍内撒
些石灰粉或草木灰。既可降低舍内湿
度，也可消毒防病，有利于提高产奶
量。运动场内的粪便也要及时清理，
保持平整、干燥、清洁、防止积水。饲
草料堆放应整齐、干净，以避免病菌污
染或霉变。

注意牛舍内通风、保温
及时清除牛粪尿，适宜通风，保持干

燥，以免引发奶牛呼吸道疾病。早春最
好使室温达到 10℃左右，这样的温度既
有利于泌乳，也能提高饲料利用率。要

注意封堵牛舍四周墙壁的漏洞、装好门
窗玻璃，挂上门帘、窗帘，圈内铺厚褥草，
防止寒风侵入。

减少对奶牛应激刺激
强烈的噪音会使奶牛产生应激反

应，破坏奶牛的正常活动规律，产奶量
下降，或出现低酸度酒精阳性乳，因
此，应避免众人围观。轻柔的音乐会
使奶牛感到舒适，有利于泌乳性能的
发挥。

注意饲料搭配和卫生情况
奶牛的饲养受到季节、气候变化的

影响。春季应该是过渡性饲养，注意把
泌乳阶段饲养和季节饲养有机结合起
来，日粮的搭配，饲养工艺的变更都必须
逐渐进行，避免骤然改变。春季饲料过
渡浓度为“稠→中→稀”，饲料过渡温度
为“热→温→凉”。另外，要禁喂带有冰
冻和发霉的饲料。

做好疾病防治
加强防疫：春季历来是防疫的重点

阶段，春季易发生的奶牛流行病有流
感、口蹄疫、寄生虫病等。

要加强春季检验，有条件的对牛群
进行采血化验，然后进行牛群免疫，一

般口蹄疫一年 2—3次，春季是必须注
射免疫疫苗的。要保证牛圈舍的干燥
清洁，有条件的要经常消毒，平时也要
做到出入口处撒白灰消毒，舍内定期消
毒，消毒液要定期更换，酸性碱性交替
使用。

驱虫：春季一般是驱虫比较好的季
节，可肌肉注射伊维菌素，也可以口服
驱虫药，例如盐酸左旋咪唑等，要达到
虫卵双驱的效果。

注意犊牛使用驱虫药的剂量，一
般犊牛断奶前不建议驱虫，奶牛怀孕
中不能驱虫，产奶中使用驱虫药要按
规定停止送奶。

疾病治疗：春季牛舍粪便如果不
及时清除，牛蹄长时间浸泡在其中易引
起蹄病，这时要注意环境清理与消毒，
防患于未然，对常发的肢蹄病（腐蹄、关
节炎、脓肿）做到积极治疗。

冬季饲料过于单一，春季很多养
殖户会增加如豆渣、酒糟等饲喂奶
牛，这时候牛群一次采食过多就会引
起前胃疾病，因此注意饲喂时逐渐过
渡，掌握好牛群正常得采食量就可以
预防前胃病。同时做到及时发现，早
期防治，减少疾病的发生发展非常关
键。

（据《农业科技报》）

营养解毒法 一是添加抗氧
化物质，如维生素A、维生素C、维
生素E和硒等都会缓解霉菌毒素
对细胞的作用。二是添加蛋氨
酸，肝脏解毒的基础是谷胱甘肽，
蛋氨酸是谷胱甘肽的主要成分。

吸附法 一是用葡甘露聚糖
法，但效果一般，费用较高。二是
用活性炭法和硅酸盐法，该法只
对黄曲霉毒素有效，且在吸附霉

菌毒素的同时也会吸附大量的维
生素和氨基酸，应用效果较差。

添加活力酶法 活力酶中含
有葡萄糖氧化酶，是一种氧化还
原酶，可直接抑制黄曲霉、黑根
霉、青霉等多种霉菌，能促进肝脏
内的氧化还原反应，协助肝脏代
谢毒素，对黄曲霉毒素中毒症造
成的危害，有很好的效果。

（刘晗雅）

饲料霉变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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