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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压片玉米的选择和合理使用蒸汽压片玉米的选择和合理使用

□黄萌（黑龙江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分
院）

蒸汽压片玉米是经过蒸汽压片工
艺加工的玉米，蒸汽压片玉米相比于粉
碎玉米具有更高的淀粉消化利用率，近
些年在养殖业得到广泛使用，有效合理
的使用蒸汽压片玉米可提高奶牛的泌
乳量，保障奶牛的健康。

1、奶牛消化淀粉的特点
奶牛获得的能量约 75%来源于日

粮中的淀粉，我国奶牛日粮结构中玉米
是淀粉的主要来源。奶牛对淀粉的消
化通常是经淀粉酶水解为寡糖，寡糖再
次被水解为单糖，为小肠吸收利用或被
微生物利用。玉米淀粉中包含直链淀
粉和支链淀粉，直链淀粉易于被小肠分
泌的消化酶消化，但支链淀粉的小肠消
化率较低。奶牛瘤胃因微生物种类繁
多，对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均有较高的
消化率，淀粉在瘤胃内被微生物水解，
水解产物并不直接为奶牛消化系统吸
收，而是被微生物利用，微生物利用寡

糖代谢出乙酸、丙酸等短链脂肪酸，瘤
胃吸收短链脂肪酸满足奶牛代谢需
要。丙酸通过糖异生转变为葡萄糖，乙
酸等参与脂肪合成。因此，根据瘤胃微
生物产生的乙酸较多或丙酸较多将瘤
胃微生物发酵类型分为乙酸发酵和丙
酸发酵，丙酸发酵更有利于对奶牛机体
供能，有研究发现饲喂蒸汽压片玉米瘤
胃发酵类型更倾向于丙酸发酵。而另
一部分过瘤胃淀粉能够被十二指肠分
泌的淀粉酶水解，在小肠内消化吸收。
由于瘤胃微生物需要单糖维持基本的
生命活动，并且瘤胃微生物的代谢产物
不能完全用于奶牛供能，因此小肠对淀
粉水解产物的利用率高于瘤胃。有研
究发现蒸汽压片玉米在瘤胃和小肠的
消化率在不同程度上高于或低于粉碎
玉米，但在消化道的整体消化率高于粉
碎玉米。

2、蒸汽压片玉米的特性
蒸汽压片玉米的加工主要包括蒸

汽加热处理和压片两部分，由于玉米淀
粉是以醇溶蛋白质包裹并形成颗粒的

状态紧密排列在玉米胚乳内，包裹淀粉
的蛋白质及其在胚乳内的结构不利于
淀粉和淀粉酶的接触，而无论是微生物
或奶牛消化道分泌的淀粉酶均需要与
淀粉直接接触方能对淀粉进行水解，因
此玉米淀粉的消化率受到限制。蒸汽
加热处理使具有一定湿度的玉米的胚
乳内淀粉颗粒在蒸汽高温的作用下发
生不可逆的凝胶糊化，淀粉因结构变化
而吸水膨胀，破坏了其颗粒结构。在压
片过程中玉米形态发生改变，玉米内的
淀粉进一步暴露，从而使玉米淀粉更多
更容易的接触到淀粉酶，提高了玉米淀
粉的消化利用率。蒸汽压片工艺并不
能够改变玉米的淀粉含量以及淀粉中
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比例，仅能改变
玉米及其淀粉颗粒的形态，增大淀粉与
淀粉酶的接触面积，因此蒸汽压片玉米
的营养特性依然由其品种决定。玉米
通常可根据其淀粉与蛋白的胶连结晶
程度分为粉质玉米和胶质玉米，就粉碎
玉米的淀粉消化率而言胶质玉米普遍
低于粉质玉米。当胶质玉米加工为蒸
汽压片玉米时，其淀粉消化率能够明显
上升，并且更易于加工为柔韧的薄片并
保持薄片的完整性。而饲喂蒸汽压片
玉米能够提高奶牛的反刍时间和咀嚼
时间，使得奶牛瘤胃的微生物发酵环境
更易于保持平衡，日粮营养成分的消化
利用率整体得到提高，这都得益于蒸汽
压片玉米的薄片状态。

3、蒸汽压片玉米的使用
正常情况下，奶牛对玉米淀粉的消

化率是 20%—99%，玉米作为奶牛的常
用重要能量饲料，提高玉米的消化率无
异于提高了饲料的能量浓度。有研究
发现在泌乳期40—160天使用蒸汽压片
玉米替代 70%粉碎玉米，奶牛的采食量
和乳成分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泌乳量提
高了约 5%。另有研究发现在这一时期
使用蒸汽压片玉米逐渐替代粉碎玉米
至完全替代粉碎玉米，与全程使用粉碎
玉米的奶牛相比，采食量和乳成分没有

显著差异，但泌乳量显著提高，牛奶中
体细胞数显著下降。值得关注的是：当
饲料中玉米使用比例较高，且完全使用
蒸汽压片玉米时，奶牛对中性洗涤纤维
和酸性洗涤纤维的消化率会有所下降，
这是由于瘤胃内淀粉含量较高时会抑
制纤维分解细菌的生长，因此当高能饲
料完全使用蒸汽压片玉米替代粉碎玉
米时可考虑降低玉米用量约 10%。干
奶牛使用压片玉米替代粉碎玉米时，可
替代 30%的粉碎玉米，这样即经济又有
利于干奶牛健康。蒸汽压片玉米的加
工工艺决定了蒸汽压片玉米的厚度和
含粉率（含粉率即为玉米在压片后过1.6
毫米筛，筛下物的百分率）。不同厚度
的压片玉米具有不同的密度和容积，有
研究发现，蒸汽压片玉米的厚度越薄瘤
胃消化利用率越高，2毫米厚度的蒸汽
压片玉米瘤胃消化率显著高于 3毫米，
但更薄的厚度对于部分品种的玉米较
难加工成型；相同厚度的压片玉米含粉
率越高瘤胃消化率越高，因此当发现蒸
汽压片玉米的含粉率较高时，应考虑降
低蒸汽压片玉米的使用量，以免影响瘤
胃对饲料的整体消化利用率。总之，由
于蒸汽压片玉米的营养价值与其粉碎
玉米的相同，当需要提高日粮能量浓度
或提高玉米消化率时，蒸汽压片玉米的
使用可参考粉碎玉米的使用方法，部分
或全部替代粉碎玉米，根据实际情况适
当减少玉米的整体使用量。

随着粮食价格上涨，使用更高消化
利用率的谷物加工产品，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奶牛的生产效益，降低谷物饲
料的浪费率。合理使用蒸汽压片玉米，
在奶牛的不同生理阶段部分或全部替
代粉碎玉米，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奶牛
的生产能力，降低养殖成本。

（本文由黑龙江省奶业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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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只需一眼就能分辨出
初乳和常乳之间的区别，稠度和
颜色会直接“暴露”初乳的特
征。然而，我们知道，产犊后乳
腺首次分泌的乳汁与常乳的不
同之处可远不止我们所看到的。

在康奈尔大学“初乳的管
理：哪些牧场管理和营养因素与
产量和质量相关？”为题目的一
个研讨会上，一名硕士研究生
Trent Westhoff 概括了初乳的一
些作用，尤其在提高犊牛健康方
面初乳饲喂是一种重要的手段。

他解释说，初乳的水分含量
约76%，低于常乳，这主要是由于
初乳中的乳固形物含量较高。
虽然初乳中脂肪含量为 5%—
7%，额外增加的大部分固形物来
自于额外的蛋白质。Westhoff表
示，初乳中蛋白质含量约14%，主
要由酪蛋白、白蛋白和免疫球蛋
白组成。

他指出，免疫球蛋白G（IgG）
是初乳中的主要成分。虽然初
乳中也含有 IGA和 IGM，但奶业
通常使用 IgG作为衡量其品质的
标准。犊牛饲喂初乳后，牧场可
以通过采集血液样本来量化 IgG
从初乳中转移到犊牛的情况，以
判定被动免疫的成功与否。

IgG在产犊前 4周开始进入

乳腺。浓度水平在产前期间缓
慢上升，直至产犊前 1周内，IgG
会快速被诱导进入乳腺。在产
犊前后，IgG水平达到峰值，然后
随着奶牛产后泌乳过渡到常乳，
浓度缓慢下降。这一过渡期的
乳汁称之为过渡乳。

除 IgG外，初乳的成分还包
括矿物质，约占 1%，然后是一小
部分“其他”物质。这部分包括
微量营养、激素、免疫细胞、酶、
小分子核糖核酸等等。Westhoff
表示这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
我们要试图更多地去了解这些
物质的重要性。

虽然我们了解初乳的价值，
但仍需要“不断优化初乳饲喂管
理及断奶前的饲养流程，以持续
提高犊牛健康。”Westhoff说道。
这是因为近34%的犊牛在断奶前
的过渡期生病，且5%的犊牛在断
奶前死亡，这表明初乳的饲喂方
案还有改进空间，他重点说道。

“初乳饲喂是犊牛生命周期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除 IgG外，它
还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
如果我们能够收集优质的初乳
并将其饲喂给犊牛，那它们就能
拥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开端！”他
最后强调说。

（养牛派）

是什么让初乳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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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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喝上了苏打水奶牛喝上了苏打水
□张养东

近些年来，苏打水受到了不少消费
者的青睐，也有不少研究证明了苏打水
在中和胃酸、改善痛风等方面的作用。
如今，在一些牧场，也在给牛饮用天然
弱碱性苏打水，奶牛为什么需要天然弱
碱性苏打水？这样做对奶牛健康有什
么好处？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天然弱碱性苏打水属于富含氧的
小 苏 打（NaHCO3）型 碱 性 矿 泉 水 ，
pH7.2—8.0，同时含有偏硅酸，钙、镁、
锌、硒等元素，主要的功能成分为
NaHCO3，其次是含有钙、锌等多种元
素。

目前，我国养殖的奶牛主要是从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引进的高产荷斯坦
奶牛，产奶性能优异，每天产奶 30—40
千克，乳脂率 4.2%，乳蛋白 3.2%。泌乳

奶牛每天需要饮用 80—120升水，才能
维持机体运转和产奶量的需要。如果
荷斯坦奶牛每天饮用天然弱碱性苏打
水，好处至少有四点。

一是天然弱碱性苏打水，能够调节
奶牛瘤胃pH值，保持瘤胃健康。荷斯
坦奶牛在泌乳前期和泌乳高峰期营养
需求增加，一般采用高比例的精料饲
喂，此时瘤胃中的革兰氏阳性细菌会
大量发酵碳水化合物，造成瘤胃 pH下
降，容易发生亚急性或急性瘤胃酸中
毒。奶牛瘤胃酸中毒不仅能够降低饲
料效率，还能影响牛奶产量和品质，诱
发奶牛发生蹄叶炎等慢性疾病，严重
的甚至导致奶牛死亡。每天大量饮用
天然弱碱性苏打水，其中所含的 NaH⁃
CO3能够有效缓冲瘤胃内的乳酸等酸
性物质，避免瘤胃酸中毒，提升瘤胃健
康水平。

二是天然弱碱性苏打水能够补充
多种元素，提升奶牛骨骼等健康水平。
荷斯坦奶牛泌乳初期，大量钙转移到牛
奶中，但是分娩后奶牛的肾脏、骨骼对钙
的重吸收不足，肠道对钙的吸收不足，导
致血清Ca2+浓度降低，细胞外钙池平衡
被打破，产生奶牛低血钙症（又名产乳热
或产后瘫痪）。每天大量饮用天然弱碱
性苏打水，其中所含的偏硅酸、钙、镁、
锌、硒等元素不仅能够补充奶牛机体所
需的钙，还能够强化骨骼韧性，提高奶牛
体内的代谢机能，缓解奶牛低血钙症。

三是天然弱碱性苏打水能够缓解
热应激。荷斯坦奶牛在夏季炎热潮湿
环境中，机体散热困难，热量积蓄，体温
调节功能失调，容易产生热应激。每天
大量饮用天然弱碱性苏打水，其中所含
的NaHCO3进入瘤胃，遇酸性物质，产生
CO2，CO2以嗳气的方式排出体外，体内

的热量也随着嗳气一起排出，降低奶牛
体内蓄积的热量，缓解环境高温对奶牛
的热应激。

四是天然弱碱性苏打水能够提高
牛奶产量，提升牛奶品质。荷斯坦奶牛
每天饮用天然弱碱性苏打水，能够增强
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增加饲料的利用
率，提高牛奶的产量；同时由于天然弱
碱性苏打水能够提高瘤胃内的 pH值，
使瘤胃内微生物区系维持正常状态，会
增加挥发性脂肪酸总量及其吸收率，从
而提高乳脂率。

总之，天然弱碱性苏打水不止给奶牛
提供水份，还是奶牛的营养补充剂和健康
促进剂。奶牛经常饮用天然弱碱性苏打
水，能够提升机体健康水平，同时所产牛
奶的产量和品质也会有较大的提高。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和《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以及《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有关要求，全面规范畜禽屠宰行
业秩序，提升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水
平，推动屠宰行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农
村部决定实施畜禽屠宰“严规范 促提
升 保安全”三年行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行动目标
通过实施三年行动，到 2025年，全

国畜禽屠宰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屠宰
产能向养殖主产区集聚，与养殖产能匹
配度明显提高；落后产能有序压减，牛
羊禽集中屠宰扎实推进，畜禽屠宰产能
利用率和行业集中度稳步提高，畜禽屠
宰规范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
生猪屠宰企业全部实施屠宰质量管理
规范（以下简称“屠宰GMP”），部级生猪
屠宰标准化建设示范单位达 200家以
上，其他畜禽屠宰标准化创建稳步开
展；畜禽屠宰法规标准体系进一步完
善，监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屠宰
环节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二、重点任务
（一）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推动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
1、健全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出台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办法》、

《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等管理制度，
健全畜禽屠宰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畜禽
屠宰行为和秩序。各地要做好《中华人
民共和国畜牧法》地方配套立法工作，
2025年底前完成畜禽屠宰管理地方性
法规或政府规章的制修订。在边远和
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确需设置小型屠
宰场点的，各地要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加强场点设置和质量安全管理。

2、科学规划行业发展。各地要按
照科学布局、集中屠宰、有利流通、方便
群众的原则，科学制定畜禽屠宰行业发
展规划，合理设定辖区屠宰行业发展目
标，严格控制屠宰企业数量和产能，有
序压减落后产能，稳步提高屠宰产能利
用率和行业集中度；优化企业布局，引
导畜禽屠宰企业向养殖主产区转移，促
进运活畜禽向运肉转变，推进畜禽屠宰
产业转型升级。原则上生猪屠宰行业
发展规划应于2023年底前出台，其他畜
禽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应于 2025年底前
出台。

（二）强化监督管理，保障畜禽产品
质量安全

3、严格企业设立管理。畜禽屠宰
企业的设立应当符合本省份畜禽屠宰
行业发展规划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
策，具备法定设立条件。实行定点屠宰
管理的，要依法依规严格审批。加快淘
汰桥式劈半锯、敞式生猪烫毛机以及手
工屠宰等落后生产工艺。不符合条件
的畜禽屠宰企业，责令停业整顿，逾期

仍未达到法定条件的，依法予以关闭，
实行定点屠宰的要吊销定点屠宰证
书。各地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合法合规
企业名单，对于依法设立的屠宰加工场
所，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方可派驻（出）官
方兽医实施检疫。

4、加强过程监管。各地要加强对
畜禽屠宰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建立
监督检查专家库，完善“双随机”抽查
机制，实施屠宰企业信用档案管理，
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加大畜禽屠宰
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力度，加强风险监
测能力建设和经费保障。强化风险
监测结果应用，做好追溯核查，有针
对性地开展监督检查。加快推动牛
羊禽集中屠宰、集中检疫，落实肉品
品质检验等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抓
好畜禽屠宰标准落实工作，全面推行
生猪屠宰 GMP，鼓励各地对其他畜禽
实施屠宰GMP。

5、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对未
按规定建立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出厂
销售未经检验、检疫或者经检验、检疫
不合格的畜禽产品的，各地要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要加强畜禽屠宰专项整
治，保持对私屠滥宰、注水或注入其他
物质、屠宰病死畜禽等违法行为的高
压严打态势。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及时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
罪案件，严惩重处违法犯罪行为。落
实“处罚到人”要求，依法实施行业禁
入。

（三）压实主体责任，筑牢安全防线
6、强化责任落实。各地要督促屠

宰企业切实履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动物疫病防控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建立
健全从畜禽进厂（场）查验到产品出厂
（场）以及问题产品召回等全过程质量
安全管理制度，把好产品质量安全关；
严格落实屠宰检疫申报、动物疫病检
测、动物疫情报告和清洗消毒等疫病
防控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
任制，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7、强化能力建设。各地要规范开
展兽医卫生检验人员考核，到 2025年
底，全国生猪屠宰企业全部按规定配
备经考核合格的兽医卫生检验人员，
牛羊禽屠宰企业兽医卫生检验人员考
核稳步推进。要督促企业建立内部培
训考核制度，确保企业人员掌握相关
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技能，加强人员
防护管理，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落实
人畜共患病防控措施。督促屠宰企业
依法执行畜禽屠宰车间设计规范、操
作规程、卫生规范、消毒规范、肉品品
质检验等方面的标准和技术要求。鼓
励企业实施畜禽肉分割、质量分级、屠
宰加工设备等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

（四）加强支撑保障，促进行业高质
量发展

8、推进示范创建。继续开展生猪

屠宰标准化示范创建，积极推动将其
他 主 要 畜 禽 屠 宰 纳 入 示 范 创 建 范
围。公布的示范单位可使用农业农
村部制定发布的专用标识，促进品牌
建设。遴选公布一批畜禽全产业链
发展典型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各地要加强对示范单位后续监管，实
行动态管理，经评估不再符合条件要
求的取消示范单位称号。在非洲猪
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中，优先
将屠宰标准化示范单位纳入“点对
点”调运接收企业范围。

9、推动智慧监管。各地要加强畜
禽屠宰管理信息化建设，逐步实现对
屠宰企业的智慧监管，积极推动无纸
化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促进屠
宰检疫和肉品品质检验信息关联，强
化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推动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相关业务系统互
联互通，加强部门联动，提高监管效
能。落实畜禽屠宰统计调查制度，完
善统计报送信息系统，优化指标体系
和统计标准，实现屠宰企业全覆盖、监
测指标全覆盖，提高数据报送的时效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10、加强政策支持。各地要积极推
动出台促进畜禽屠宰行业发展的政策
措施，支持畜禽屠宰企业参与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
业产业强镇等项目建设，提升畜禽屠
宰企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支持符合条
件的畜禽屠宰企业申请认定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推动屠宰加工机械
装备研发和畜禽产品冷链加工配送体
系建设。落实农产品初加工企业所得
税优惠、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无害化处理补助和金融助力畜牧业高
质量发展等政策，支持屠宰企业发展。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级农业

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按照本方案要
求，结合辖区实际，研究制定本辖区实
施方案，明确年度重点任务和工作措
施。加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生态环境
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及时解决推进三年
行动方案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地。各省级农
业农村部门要于 2023年 5月底前将本
省份实施方案报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
局，每年年底报送年度工作进展；2026
年2月底前报送三年行动工作总结。

（二）加强考核评价。充分发挥食
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创建等导向激励作用，压实部门
管理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将畜禽
屠宰行业管理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三）加强宣传引导。创新宣传方
式，丰富宣传手段，加强畜禽屠宰相关
法律法规及政策宣传解读，做好典型经
验总结推广，宣传行动成效，曝光典型
案例，营造有利于畜禽屠宰行业健康良
性发展的环境氛围。

（农业农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