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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晖

泌乳牛每天粪污产生量为 60—95
千克/头·天，其中排粪量 30—50 千克/
头·天，排尿量 15—25升/头·天，污水量
15—20升/头·天。粪污清理不及时或方
法不对，不但影响环境，还可间接使奶牛
舒适度下降，造成生产性能降低，泌乳量
减少，因此完善的清粪管理对奶牛场至
关重要。本文介绍几种规模化奶牛场常
用的清粪方式及清粪方法，供奶牛场参
考借鉴。

清粪工艺
清粪工艺的选择与污粪处理的目

的、方法、当地气候、牧场的规模、可用土

地的面积、可用劳动力的状况和水资源
等都息息相关。

1、水冲式清粪
水冲式工艺需要的人力少、劳动强

度小、劳动效率高、能频繁冲洗，从而保
证牛舍的清洁和奶牛的卫生。但这种工
艺需要充足的水量、配套的污水处理系
统、水位提升装置、合适的牛舍坡度、输
送污粪用的泵和管路等。要求牛舍的粪
污通道的地面必须有一定的坡度、宽度
和深度，并且牛舍温度必须在零度以上。

2、清粪车清粪
铲车清粪工艺，是一种从全人工清

粪到机械清粪的过渡方式，且运行成本
高、不能充分发挥原装载车的功能，是一
种工具浪费，只能在牛群去挤奶的时候

清粪，工作次数有限，影响牛舍的清洁。
车体积大、工作噪音大，易对牛造成伤害
和惊吓，不经济、也不灵活。国外有一种
适合种养结合的清粪罐车，是一种以拖
拉机为牵引动力，带有清粪刮板的一种
罐车。既可以清粪又可以运输粪污还可
以田间施肥。在荷兰和德国等国家使用
比较广泛。

3、机械刮粪板清粪
大部分规模化奶牛场基本都采用电

动机械刮板清粪，一般选用组合式刮粪
板；若清粪通道较宽，则选择折叠式刮粪
板。机械刮粪板由动力部分、牵引部分
和刮粪板等组成，由电机运转带动减速
机工作，通过链轮转动牵引刮粪板运行
完成清粪工作。该工艺具有清粪效率
高，噪音小，能做到24小时清粪，并减少
奶牛场所需的清粪劳动力，缺点是投资
高、耗电多和维护费用高。

4、机器人清粪
机器人清粪工艺能实现牛舍的全自

动清粪，且只适用于漏缝地板，通过GPS
定位，可预先设置运行轨迹，其优点是动
物友好性、维修费用低、没有障碍、但投
入成本较高。

清粪方法
1、泌乳舍至少每天应清粪 2—3次

（根据清粪通道粪便情况可增加清粪次
数），干奶牛舍每天1—2次，育成牛舍每
天也应清粪1—2次；泌乳牛进入奶厅挤
奶期间，清粪人员必须将粪道、饮水槽彻

底清理干净，确保牛回舍后不没牛蹄底
（或不没人鞋底）、无明显牛粪堆积死角
为准，做到“牛走粪清”。

2、饲养员每日舍内清粪，需将卧床
上及水泥挡墙上的粪便和喷溅潮湿的地
方清理干净，尽可能保留卧床上的垫料，
如缺失，应及时补填。

3、奶牛上厅挤奶后，舍内清粪应从
靠近挤奶厅的一侧开始清理圈舍，以免
在奶牛挤奶结束回到圈舍时受到干扰。
饲喂通道和赶牛通道交接处的粪污要及
时进行彻底清理，待挤奶厅的粪便也要
及时冲洗，防止因粪污引起的疾病交叉
感染，如副结核杆菌主要位于肠粘膜和
肠系膜淋巴结，患病牛包括没有明显症
状的病牛，从粪便排出大量病菌，这样粪
便就成了传播媒介。

4、利用刮粪板或清粪车清粪，将所
有牛粪推到牛舍的一侧或粪道内；推粪
时，速度不能过快，以免牛粪累积过高，
溢过卧床水泥台面。

5、清粪时，无论是机械清粪，还是机
动车清粪都要保证速度不能过快，噪音
不能过大，保证人、牛安全，确保安全生
产，应注意牛舍拦门应关闭正确，防止奶
牛挤奶上厅下厅串群。挤奶厅的待挤
厅、赶牛通道可结合挤奶班次交接时及
时清除。粪便不能堆积和没过牛蹄。

6、运动场也必须保持经常清粪，尤
其冬季运动场牛粪易冻成粪坨，造成运
动场地面不平整，会崴伤牛腿，必须将粪
坨清理完毕后，再放牛到运动场活动。

■■机器人清粪机器人清粪

专家谈养殖

青贮玉米的科学种植技术青贮玉米的科学种植技术

奶牛
管家

如何判断奶牛是否健康？被
毛评分是简单明了的评判标准之
一。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
院教授徐明介绍，被毛标准可划
分为5个等级。

首先，全身各区域均已退毛，
全身被毛短（小于 3 厘米），被毛
油亮顺滑而光亮，毛色纯正，最终
评分 1分；后肢大腿与肋部少量
未退毛，其他区域全退毛，毛色纯
正，被毛柔亮顺滑，最终评分 2
分；颈部全退毛，肋部大部分未
退，后肢大腿未退毛，其他区域大
部分退毛，被毛轻微杂乱，黑色被
毛区域毛色少量变红，被毛柔亮，
最终评分3分；颈部已退毛，其他
区域未退毛，被毛杂乱，黑色被毛
区域半数毛色变红，被毛暗淡无
光泽，最终评分4分；全身各区域
均未退毛，全身被毛长（大于3厘

米），全身被毛杂乱，黑色被毛区
域毛色大部分呈现红色，被毛暗
淡无光泽，最终评分5分。

试验结果表明，被毛评分能
很好地反映出育成期荷斯坦奶牛
体内能量、蛋白、矿物元素水平及
肝功能的状况，可作为一个综合
指标，还可作为育成牛营养状况
的表征评定指标。

针对被毛评分对不同生产阶
段的奶牛的影响，徐明表示，被毛
评分还可影响繁殖性能、生产性
能，甚至犊牛发育，生产者可通过
被毛评分标准判断奶牛是否健
康。徐明指出，后备牛、成年牛的
被毛评分以 1—2分为宜，若发现
育成牛评分较差，则可依据育成
牛日增重和被毛状况、体况等，季
节性、精准性调整营养方案。

（严秋璠）

看皮毛识别奶牛营养状况

对产后 200天以上奶牛每月
保持一次以上的跟踪普查，重点
关注牛只的产量变化、预产时间、
膘情情况、乳房状况及主要发病
史，建立电子跟踪档案，对部分营
养状况不匹配的牛只，及时调群
饲养。分群饲养是调整和控制奶
牛体况的重要技术措施，在奶牛
的整个饲养管理过程中，都应该
根据牛群规模、泌乳阶段、产奶
量、膘情等个体情况，适时分群，
日粮结构适当调整，以保证奶牛
在不同时期的理想体况，提高牛
群的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

后期牛理想的体况是 2.8—
3.5分。在泌乳后期，如体况低于
2.5 分，说明长期营养不良或患
病，需查明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产奶后期奶牛营养物质“输
入”（日粮采食）与“输出”（牛奶产
出）间的理想状态是 90%以上的
奶牛体况在标准范围内。体况过

瘦的牛在产后容易虚脱；体况偏
胖的牛如高于 3.75分，易导致干
奶期及分娩时过肥，难产率高，内
在生理的“胰岛素抗性”问题会比
较突出。

对于头胎青年牛，体格尚未
完全长成，分娩前理想体况也为
3.0—3.5 分，大于 3.75 分易发生
难产。

由于奶牛过肥或过瘦均可能
引发代谢失调和多种疾病，导致
产奶量和受孕率下降。要保持奶
牛理想或适合的体况，主要应采
取以下措施：普查牛群，细化分
群，合理配制日粮，增加采食量和
干物质摄入量；及时调整日粮的
能量浓度；调整粗蛋白和非降解
蛋白的水平；提供足够的粗纤维；
减少精料喂量，保证矿物质和维
生素的供应。为了下一胎的健康
和高产，不能再挑战产量，必须提
前把控。 （许永才）

泌乳后期奶牛的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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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牧场繁育工作要点规模化牧场繁育工作要点
□王皓（黑龙江省农科院畜牧兽医分院）

奶牛繁育工作在牧场经营管理中
至关重要，同时繁育工作又与营养、保
健、兽医和管理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
关，规范细致的繁育工作流程能显著改
善牧场的繁育指标，提高牧场的经济效
益。

一、繁殖目标
1、21天妊娠率大于 28%，发情揭发

率大于70%，情期受胎率大于40%；2、平
均产犊间隔小于 390天；3、成母牛年流
产率小于6%，青年牛流产率小于2%；4、
后备牛平均配种月龄小于 14.5月龄；5、
冻精使用：成母牛≤2.5支，后备牛≤2
支；6、150天不孕率小于 10%，180天不
孕率小于 8%；7、产后 60天死淘率小于
8%；8、青年牛开始配种标准：13月龄，身
高＞1.3米，体重＞370千克。

二、繁育产后保健流程
1、产后14天和28天左右，各进行肌

肉注射PG。目的：消黄体。
2、产后21天和28天左右，各进行子

宫检查。目的：检查是否有子宫炎、子宫
内膜炎等感染情况。

用药：根据21天和28天检查子宫复
旧的情况酌情使用聚维酮碘、土霉素、甲
硝唑、庆大霉素等药品子宫投药。特别
严重的牛告知兽医部门，静脉注射消炎
药。黏连和严重产道拉伤等无配种价值
的牛上报信息部门禁止配种。

三、繁育同期流程
目标：产后60天左右新产牛完成配

种。
流程：0-7-9同期程序。
1、肌注GnRH，产后47—53天；2、肌

注PG，产后54—60天；3、肌注GnRH，产
后56—62天；4、输精，产后57—63天。

注意事项：预同期+0-7-9程序为基
本同期程序，繁育实际操作可根据受胎
率 情 况 和 成 本 酌 情 调 整 程 序 ，如
0-7-8-9、双同期、辅助埋栓等。

四、初检
初检一律使用B超直肠检查，见胎

儿方可确定为妊娠（+）。配种后30天进
行初检，初检空怀（-）牛直接肌肉注射
GnRH，进行0-7-9同期程序。

五、复检
第一次复检：配种50天左右对初检

妊娠（+）牛进行复检。复检使用B超直
肠检查，观察胚胎大小，对发育缓慢或有
流产征兆的牛肌注黄体酮保胎。本次妊
检可以及时发现早期胚胎死亡的牛，有
效提高繁殖数据。

第二次复检：配种 180天牛进行第
二次复检，B超或手检均可，对发育缓慢

或有流产征兆的牛肌注黄体酮保胎。如
黄体酮不能减少流产，可肌注维生素
ADE，维生素ADE可改善因子叶原因导
致的流产。本次复检可以及时筛除流产
后不发情牛，如果牧场本次复检多次未
发现流产牛可不在180天复检。

第三次复检：妊娠 220天牛干奶时
进行第三次复检。

六、难孕牛处理
配种 4次以上难孕牛，因人工输精

的操作会人为对母牛子宫污染，需要进
行子宫投药净化后再进行配种，同时辅
以埋栓等措施，辅助同期程序。

（本文由黑龙江省奶业协会供稿）

越来越多的人问关于青贮最佳的切
割长度以及全混合日粮（TMR）最佳的宾
州筛分层情况。近些年，TMR的宾州筛
分布推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
我们已经更好的了解了日粮颗粒度是如
何影响奶牛的采食和反刍时间一样。为
了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寻求优
化TMR的颗粒分布时，让我们专注于需
要记住的关键概念。

不要过度关注顶层比例
我们考虑下宾州筛每层颗粒度的作

用，也许大家都用过宾州筛筛过粗饲料
和TMR，但我们是否真正的考虑过停留
在每层筛上颗粒度的作用呢？

宾州筛顶层的孔径为19毫米，日粮
最长的颗粒或粗饲料停留在该层。若这
些颗粒度过长，可能会被奶牛挑拣出。
因此，理想的情况下，该层的颗粒度不要
超过约5厘米左右。

通常情况下，TMR宾州筛顶层的比
例常常达到 10%—15%或以上。但是，
我们现在意识到该比例为2%—5%对奶
牛来说比较好。日粮的长颗粒含量过
高，尤其是当顶层比例超过10%时，会延
长奶牛的自然采食时间（3—5 小时）。
随着日粮粗饲料比例的增加，这种挑战
就更加严峻。

研究结果显示，奶牛在吞咽食团前，
会将粗饲料和 TMR咀嚼到均匀颗粒度
大小 8—11毫米。在我们的研究中，我
们测量了日粮中最长的颗粒度在奶牛吞
咽时的长度减少了6倍多。这些都需要
奶牛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完成，结果就是
奶牛采食时间增加，导致休息和反刍时
间减少。需要记住的关键点是，宾州筛
顶层的颗粒度可能会影响奶牛在采食槽
的采食时间，这种影响类似于或甚至高
于对反刍时间的影响。在奶牛采食吞咽
前，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将颗粒度减小，

因此瘤胃中颗粒度分布比 TMR本身要
均匀得多。

第二层——咀嚼时间
宾州筛第二层的孔径为 8毫米，该

层的颗粒度是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部
分。尽管该层的颗粒度小于顶层，但仍
具有刺激奶牛反刍的能力。这些颗粒度
的大小与吞咽时食团的颗粒度大小类
似，因此奶牛更容易处理和吞咽，TMR
该层的比例应该达到50%—60%。

这就是奶牛日常行为时间受到影响
的地方，宾州筛顶层和第二层占比的平
衡情况会影响奶牛的采食、休息和反刍
时间之间的平衡。

这两层的占比目标为顶层2%—5%
和第二层高于 50%，奶牛每天的采食时
间为 3—5小时，休息时间为 12小时，同
时躺卧时的反刍时间达到 8小时左右。
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这些行为结合咀

嚼会促进奶牛的干物质采食量，提高瘤
胃pH值，增加乳脂和乳蛋白含量。

宾州筛第三层通常被称为物理有效
因子（pef），该层的孔径为4毫米。pef为
粗饲料或 TMR颗粒度长度足以促进奶
牛的咀嚼，pef乘以日粮的中性洗涤纤维
（NDF）就为粗饲料或 TMR的物理有效
NDF（peNDF）。

TMR应该有10%—20%比例停留在
宾州筛第三层。尽管该层的颗粒度较
小，但大部分的颗粒还有促进奶牛咀嚼
的效果。宾州筛前三层占比之和则是粗
饲料或TMR的pef。

例如TMR宾州筛的顶层、第二层和
第三层的占比分别为 5%、55%和 15%，
那么 pef 则为 0.75。若 TMR 的 NDF 为
30%，那么peNDF则为22.5%。

回到起点
20世纪 90年代，在Dave Mertens开

发的最初的系统中，pef是基于干物质基
础且采用孔径为1.18毫米的垂直筛进行
测量。从那时起，我们发现，对于常见的
基于青贮的 TMR，宾州筛 4毫米筛计算
的pef值类似于干物质基础。

在日粮评估中，测定pef已成为常规
部分。在典型的日粮中，当NDF采用淀粉
酶处理且在无灰分的基础上，通常要求
peNDF含量约为干物质的19%—21%。

在评估TMR颗粒度时，可以通过宾
州筛前三层占比之和来计算pef，但我们
还需要确保这些物理有效颗粒度的最佳
分布。为了达到最佳的咀嚼反应，包括
采食和反刍，宾州筛前三层的比例分别
为2%—5%、50%—60%和10%—20%。

日粮颗粒度
在采用这些 TMR颗粒度分布推荐

建议时，还需要记住，日粮是整个饲喂系
统的一部分。首先是日粮制作应最小化

奶牛的挑食，且平衡采食和休息时反刍
时间。

不要忘了，奶牛全天24小时都需要
有日粮，且容易采食到，饲喂次数、推料
及时性和剩料量都是关键因素。同样
的，TMR还需匹配舒适的卧床，以便奶
牛采食后进行休息和反刍。记住，在奶
牛理想的世界中，80%或以上的反刍时
间都发生在休息期间，躺卧时反刍会改
善瘤胃pH值。

平衡咀嚼
最佳的TMR饲喂系统，包括日粮颗

粒度分布，以优化奶牛的咀嚼反应（采食
和反刍）。同时，不影响奶牛的采食，有
足够的机会躺卧在舒适的卧床上。研究
表明，这些都会促进奶牛的干物质采食
量、瘤胃健康和乳成分合成。最重要的
是，平衡奶牛的咀嚼反应，意味着乳成分
合成的增加。 （养牛派）

日粮颗粒度对奶牛反刍的影响日粮颗粒度对奶牛反刍的影响

□任凤秋

青贮玉米是重要的制作青贮饲料的
专用型玉米，将鲜嫩的玉米茎叶及果穗
利用青贮技术调制成青贮饲料，可以长
期保存，并保持青绿多汁的品质，营养价
值也会提高，适口性好，并且可以长年的
供应，解决了寒冷地区冬春季节青绿饲
料短缺的问题。玉米青贮饲料是畜牧养
殖业，尤其是奶牛养殖业的主要饲料来
源。

影响因素
1、选地和整地工作不到位
青贮玉米植株高大、种植密度也较

大，对土壤的要求要高一些，因此，选择
好适宜的地块并进行科学整地是非常重
要的。如果种植地选择在土壤贫瘠、土
质不佳，甚至是低洼地块，会导致青贮玉
米的产量和质量严重下降。

另外，青贮玉米不宜连作，需要选择
适宜前茬作物，否则会引起严重的病虫
害发生，也会影响到产量和质量。另外，
如果整地工作过于粗放，深翻不到位，导
致耕层的深度不够，土壤的蓄水保墒能

力和保肥能力下降，青贮玉米种植在这
样的地块上产量和质量势必会严重下
降。

2、水肥管理不合理
青贮玉米对水肥的需求量较大，但

是每一个阶段对水肥的需求量存在着很
大差异。在肥料使用方面，如果基肥的
使用量不足，会导致植株在生长过程摄
入不到充足的营养，抗逆性变差，抵抗自
然灾害的能力变弱，如果使用的基肥没
有充分的腐熟，不但会影响到植株的生
长，还易引起严重的病虫害。另外，在追
肥时化肥使用不当，比例失调，也会影响
到青贮玉米种植的产量和质量。在青贮
玉米的灌溉方面，如果在需水较多的时
期供水量不足则会导致植株生长缓慢，
而当田间积水时没有及时的排水则会引
起涝害，引起产量下降，严重时甚至会引
发绝产。

科学种植
1、加强品种选择
近年来，随着品种繁育与选育技术

的不断进步，优质的青贮玉米的品种也
越来越多，有的青贮玉米适用于青贮，还

有属于粮饲兼用型青贮的玉米品种，不
同品种的用途不同，生长特性也不同，生
育期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在产量上、
株型上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需要
根据当地的种植条件、用途等选择最合
适的品种，如用于青饲或者青贮用，在选
择时易选择不早衰、株型大、分蘖能力
强、茎叶茂盛、果穗大而多、品质好、营养
丰富、生育期短的品种，并且还需要适合
当地的气候条件，抗逆性强。

2、科学整地
青贮玉米与传统的玉米相比，植株

高大、茎叶繁茂、产量高，对营养和水分
的需求量较高，因此，对于种植地的消耗
也较大，且易发生病虫害，因此，青贮玉
米种植需要做好地块的选择工作。种植
地要选择土壤肥沃、土质疏松、通透性
好、地势平坦的地块，不能在洼地种植。
要做好整地工作，秋季前茬作物收获后
进行深耕，耕深在 20厘米以上，耕后要
耙平耙细，达到保墒的目的。结合整地
施足基肥，基肥要为充分腐熟的农家肥，
辅助施用适量的化肥。

3、种子处理
选择好品种后还要做好种子的选择

和处理工作，种子需要从正规的厂家购
买，要选择成熟度好、颗粒饱满、生活力
强的种子，为了提高种子的发芽出苗能
力，在播种前对种子进行处理，先进行
晒种，选择在阳光充足的天气将种子平
摊晾晒 2—3天，晒种期间要进行翻动，
晒种不但可以提高发芽率，阳光中的紫
外线还可以杀灭病菌，减少病害的发
生。在播种前 15天对种子进行发芽率
的测试工作，以确定最合适的播种量。
为了降低青贮玉米病虫害的发生几率，
尤其是做好地下害虫的防治时需要对
种子进行包衣处理，用药剂拌种，可以
使用专用的包衣剂，或者使用辛硫磷溶
液喷洒在种子上，也可以很好的防治地
下害虫。

田间管理
1、做好水肥管理
做好青贮玉米的水肥管理工作是获

得高产、提高质量的关键。在施肥方面
首先要施足基肥，并且基肥要以充分腐
熟的农家肥为主，配合使用适量的化肥，
在青贮玉米的生长过程中还要根据植株
生长情况做好追肥的工作，要注意不同

种肥料的使用比例，并且追肥要结合灌
溉进行。做好排灌水的管理工作，如果
青贮玉米在出苗、拔节、喇叭口期、抽雄、
灌浆等生育期遇到比较严重的干旱天
气，要及时灌水。但是如果遇到雨季田
间积水，也要及时的排水。

2、追肥与机械化的融合
玉米追肥需要根据玉米的生长情

况进行适当调整，苗壮少施，苗弱多
施。玉米拔节之后生长到 10片叶子展
开时方可进行首次中耕松土，同时配以
配方施肥。用肥原则需要根据玉米的
产量进行适当调整，1亩地氮肥的使用
量一般在 10—15千克，过氧化二磷的
使用量一般在 6—9千克，氧化钾的使
用量一般在 8—10千克。磷肥和钾肥
均需要保证一次完全施入，而氮肥则可
根据玉米的生长情况分期施肥。玉米
播种之前的底肥施加时可以施入玉米
专用长效肥，后期配合复合肥追肥，拔
尖时期 1亩地可施入纯氮 2—5千克，大
喇叭口时期 1亩地需要施入纯氮 6—10
千克。施肥完成之后需要盖土，如有条
件可用地膜覆盖，并且对地膜破口要压
好，以提升保肥效果。

3、病虫害防治
青贮玉米易受到多种病虫害的危害

而产量严重下降，因此，要做好病虫害的
防治工作。青贮玉米的主要病害包括大
小叶斑病、茎腐病、锈病等，主要虫害包
括蚜虫、红蜘蛛，地考虎、蝼蛄等害虫，在
防治病虫害时可采取农业防治、化学防
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并且要以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要以农业防治为主，
多种防治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做到统防、
统治。农业防治主要包括做好倒茬轮
作、合理密植等；化学防治主要包括有针
对性的使用化学药剂将病虫害杀灭，如
防治大叶斑病时可以使用甲基托布津可
湿性粉剂或者百菌清可湿性粉剂溶液进
行喷洒防治；物理防治则是利用害虫趋
光性等特性进行防治，生物防治则是选
择害虫的天敌，或者使用生物制剂进行
防治。

4、适时收获
青贮玉米最适收获期是在乳熟末

期，此时玉米植株的营养价值最高，并且
生物产量也较为理想。因此，需要根据
青贮玉米的播种期和气候特点选择合适
的收获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