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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奶设备是获取牛奶的重要环节，
所以挤奶设备的清洗状况对牛奶品质有
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奶牛场需要长期保
持挤奶设备清洗的稳定性。通过对清洗
要素和标准流程的了解，确保清洗过程
的稳定，同时加强对清洗过程中的监控，
才能确保牛奶安全生产。

一、清洗四要素
1、时间：清洗时间对清洗效果有着

很大影响。如清洗时间太短，清洗剂化
学作用时间不充分，无法彻底溶解管内
脂肪和其他物质沉积物，达不到彻底清
洗的效果。如清洗时间太长，清洗温度
下降太多，增加脂肪和其他物质再沉积
附着到挤奶设备的内壁，也达不到清洗
的效果。

2、温度：清洗液在挤奶设备的管道
内对温度是有要求的，不同清洗步骤所
需要的温度也不相同，温度过高或过低
都会影响清洗液的作用。温度过高会使

奶中蛋白质变性从而形成坚硬奶石，不
易被清洗。清洗液的温度过低时，奶中
的脂肪残留物会凝固并且附着到挤奶设
备的内壁。

3、机械力——浪涌：在各要素中机
械力是十分关键的，机械力主要作用于
主奶管路和挤奶杯组的清洗。主奶管路
机械力主要通过在清洗过程中在主奶管
路形成浪涌，从而起到冲洗主奶管路的
作用，挤奶设备清洗的机械力应当满足
水流通过挤奶杯组时流速超过3升/分钟
以上，达到 5升/分钟最佳，浪涌频率为
3—5次/分钟。

4、清洗剂：清洗挤奶设备时不可以
使用强酸强碱等工业级化学试剂，强酸
强碱等化学试剂清洗挤奶设备会加速设
备老化，清洗剂的残留物还将直接危害
到人体健康。清洗剂需选取优质、安全、
有效的清洗剂，使其在冲洗的过程中让
奶渍松动并悬浮起来易于清除。

二、标准化清洗流程
1、预冲洗：预冲洗要求清洗水温

35℃—43℃，且须在挤奶结束后 10分钟

之内进行。如果不立即清洗，牛奶会很
快凝结，使清洗难度加大。预清洗的主
要目的是去除 98%的水溶物和对管道
内壁进行预热。预冲洗在整个清洗过
程中用水量最大，同时其也是最重要的
步骤，当排水管排出的水接近清水的时
候，此时可以停止加水，标志着预冲洗
步骤的完成。因挤奶设备大小的不同，
预清洗时间也有不同的变化。

2、碱洗：碱洗要求清洗水温 65℃—
85℃，对于普通的碱液，进水温度大于
71℃，一般要求 80℃，出水温度大于
49℃，清洗效果最好。具体温度要求可
参照对应产品说明，但一般进水温度应
略高于产品说明中的温度。碱浓度要
求为 0.6%—0.8%。碱洗循环时间为
7—10分钟，最少完成 20个有力浪涌。
循环时间太长会导致清洗水温下降，脂
肪出现凝结。循环时间太短，会导致系
统中的脂肪无法完全被清洗掉。

3、后冲洗：后冲洗的目的是将挤奶
设备中残留的碱水排出，后冲洗使用温
水或冷水均可。对于“三遍清洗”的流
程，冷水即可，对于“五遍清洗”的流程，

建议使用温水冲洗，这样能够保证系统
中的温度。用水量要求能够冲洗到整
个系统为准，冲洗的标准是排出水清为
止。

4、酸洗：酸洗要求为温水 35℃—
43℃或根据厂家建议。酸洗可以将挤奶
设备内残留的矿物质溶解，并且还能起
到杀菌的作用，循环时间为 3—5分钟。
一般要求浓度为0.4%—0.6%，对于水硬
度高的奶牛场，可以增加用酸量。

三、小结
目前我国乳品企业对牛奶的卫生指

标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对细菌总数指标
进行严加管控。挤奶设备的清洗程度直
接影响着生鲜乳的质量安全，因此，正
确、有效的设备清洗操作是优质奶源的
保障。

（本文由黑龙江省奶业协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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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刍行为和休息行为也是
奶牛行为中的重要部分，能直接
影响奶牛的消化、吸收、健康和
生产性能。在饲养奶牛时，饲养
者通过观察奶牛的反刍行为和
休息行为，便于科学饲喂奶牛，
合理安排饲喂时间，可以提高奶
牛的福利。

反刍是所有反刍动物共有
的行为特征，奶牛的反刍包括逆
呕、再咀嚼、再混入唾液、再吞咽
等四个步骤，据报道奶牛采食饲
料后第一次反刍来临时间为 1—
2小时之间，第一次反刍持续的
时间为30—50分钟，再咀嚼次数
50—70回/次。同时，奶牛在夜间
反刍的时候比较多，60%—80%
的反刍时间是在伏卧休息的时
候进行，当湿度高的时候伏卧休
息的时间短，立位的时候反刍的
比率就会增高。

奶牛的反刍频率和时间受
年龄、牧草质量和日粮类型影
响。当采食粗劣牧草时，会增加
反刍次数和时间，若日粮精料比
例高，则减少反刍次数和时间。
青草期的优质牧草可延长反刍
周期持续时间，减少反刍周期次
数，缩短了每个食团的咀嚼时
间，减少了每个食团的咀嚼次
数；枯草期的粗劣牧草则缩短了
反刍周期持续时间，增加了反刍
周期次数，延长了每个食团的咀
嚼时间，增加了每个食团的咀嚼
次数。

反刍有利于奶牛把饲料嚼
碎，增加唾液的分泌量，维持瘤
胃的正常功能，同时还可提高瘤
胃氮循环的效率。任何引起疼
痛的因素、饥饿、母性忧虑或疾
病都能影响反刍活动。因此，在
饲养奶牛时，饲养员要时刻关注
奶牛的反刍行为的异常变化，以
便改进奶牛的福利。

奶牛休息时间的长短与反

刍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在伏卧
休息时，奶牛会进行反刍。根据
资料所示奶牛一天的伏卧时间
为9—12小时，在休息时间中，伏
卧休息的比率冬天为 83%，夏天
为 67%。一般情况下，奶牛伏卧
起立到立位时，或者立位到移动
时，可以见到排粪行为。天冷、
风速强的时候休息的时间短，奶
牛在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的时
候有逃避行为，多数是伏卧率为
零，大部分是立位休息。当温度
高的时候奶牛伏卧率低，温度低
的时候伏卧率就会相当的高。

奶牛休息易受环境气候的
影响。据报道夏季观察期间奶
牛的卧息时间、饮水次数显著高
于秋季；高温高湿的环境导致奶
牛的卧息时间和饮水次数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

奶牛为了避免因运动而产
生过多的体热，在行为上采取了
原地卧息的方式来减少热应激
的危害，同时，为了及时补充经
皮肤表面流失的水分，奶牛增加
了饮水次数，从而导致了夏季观
察期间奶牛的排粪和排尿次数
显著高于秋季；而秋季观察期间
奶牛的站立时间显著高于夏季。

为了提高奶牛的福利，在刮
风下雨等恶劣天气时，让奶牛呆
在舍内休息；当夏季外界温度高
时，给奶牛提供一些通风好的、
有遮阴的地方，便于奶牛休息。
在奶牛饲养管理中，提供优质牧
草，及时饲喂奶牛，减少空槽时
间，保证其有充分的休息和反刍
时间，在奶牛休息反刍时，尽量
不要受到打扰，否则会立刻停止
反刍。给奶牛提供一个安静舒
适的环境，可以给奶牛播放一些
轻音乐，尽量排除可以伤害奶牛
的因素，提高奶牛福利，从而促
进奶牛健康和提高生产性能。

（奶牛健康养殖）

反刍和休息行为与奶牛福利

1、观察牛群是一项重要的
管理措施

（1）保证观察频率
每天都要观察牛群，越多越

好，不定时的去各个环节观察，
发现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所有
的管理者，每天至少到生产区一
次，深入地去观察、思考和提问，
而非走马观花。

（2）按照一定的顺序观察
为了生物安全，需要按照一

定的顺序进行观察。先观察犊
牛，后观察成母牛，再观察奶厅，
最后观察青年牛。对于成母牛，
先观察干奶牛，再观察泌乳牛，
再观察新产牛。

（3）集思广益地观察
不仅仅是牧场管理者，还要

动员所有的员工，培训他们，教
会他们观察，定期进行观察，在
现场进行观察和培训；并建立自
下而上的反馈机制，鼓励而非惩
罚这种反馈机制。

2、观察方法
鸟瞰：站在一个至高点，居

高临下，俯视全场。避免打扰牛

群和个体，避免影响员工的正常
操作，静静的观察，思考，寻找和
发现问题。

分割：观察牛只在牛群内的
分布情况，把牛群分割成小群，
然后是个体。

3、观察要点
牛群观察要点：牛在牛舍内

的分布情况、通道和卧床的使用
情况、反刍情况、运动和步态、是
否拥挤、冲突、牛群均匀度。计
算 和 统 计 奶 牛 舒 适 度 指 标
（CCI）、卧床使用率（SUI）、奶牛
站立指标（SSI）和奶牛跨卧床站
立指标（SPI）。

牛只个体观察要点：是否警
觉、被皮及皮肤是否受损、牛体
清洁程度、体况、瘤胃充盈度、行
为、步态、是否肿胀、疼痛（弓背、
举尾、摇尾、肌肉震颤等）以及是
否患病。

4、不仅仅是观察，还要思考
在观察的基础上思考，站在

奶牛的角度去思考，寻找问题发
生的根源。

（阳光畜牧网）

如何观察牛群和牧场？

喂发芽饲料 一般用大麦、燕
麦、绿豆等进行发芽，因其富含
胡萝卜素及B族维生素，给幼畜
禽和泌乳的奶畜及种公畜饲喂，
效果明显。

喂发酵饲料 将精饲料发酵
喂畜禽，也是增加畜禽饲料维生
素的一种好方法。因为发酵饲
料中繁殖了大量酵母菌，既能增
加饲料中蛋白质，又能增加多种
维生素，尤其是B族维生素的增
加较为显著。制作方法是，用新
鲜面包酵母 100克，溶于适量温
水中，拌入精料 50—75千克，搅
拌装入缸中，上面盖麻袋保温，
经12—20小时即发酵成熟，待散

出酒香味，即可加 30%的精料饲
喂。如能添加些鱼粉，发酵更好
营养更丰富。

喂松针饲料 冬春用松柏树
针叶可代替畜禽青饲料。松针不
仅含有蛋白质中十几种氨基酸和
十几种常量及微量元素，而且富
含大量的维生素E、胡萝卜素及叶
绿素和激素、杀菌素等，能防止畜
禽维生素缺乏、保证幼禽正常生
长发育，提高畜禽生产性能。只
要在畜禽饲料中加入0.05%，禽的
产卵率可提高6.1%，喂育肥猪增
膘快，可提高 12%左右。松针全
年均可采集，但以冬春季采集质
量最好，营养含量最高。 （黄文）

“三喂”解决畜禽维生素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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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牧场奶牛产后护理要点规模化牧场奶牛产后护理要点
□阚国健

一、产后护理的意义
围产期作为奶牛的重要生理时期，

不仅是发病率和死淘率高发的阶段，也
是奶牛恢复健康和提高产量的阶段。
新产牛能否管理好，是牧场年度奶牛单
产及利润提升的关键，新产牛的护理又
是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新产牛由于
从干奶期突然转到产奶期，无论是产犊
过程的疼痛应激还是从产奶需要钙的
供给平衡，以及采食干物质从粗到精的
突然转变，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奶牛生
理突然变化从而引起应激，这些问题如
果不能得到重视并积极预防、及时解
决，就会给奶牛造成疾病或淘汰。

衡量奶牛围产期管理和产后护理水
平的一项很重要的结果性指标就是奶牛
产后60天内死淘率，目前国内标准是以
5%作为衡量标准，各项产后疾病均发生
在围产期，各项疾病的控制也将影响产
后 60天死淘率。评估围产期疾病风险
因素，利用营养、管理和预防策略消除风
险因素，是牧场解决牛群健康的根本之
道。

二、围产期管理：防重于治
1、提升管理水平：奶牛很多的代谢

性疾病是由围产期管理不当引起的。
围产期奶牛管理要求要高于泌乳期，对
整个围产期的环境保持、密度控制、应
激管理、人员操作将迎来更加精细化的
管理和保持，提高奶牛采食量、舒适度
以及免疫力，从而预防疾病。

2、控制体况：营养与体况对母牛的
繁殖机能产生重要影响，分娩时的体况
以及产前、产后营养供应是整个牛群获
得最大繁殖力和健康度的关键，在整个
繁殖周期中应维持母牛适宜的体况，围
产期体况评分建议在3.0—3.25。

3、减少应激：包括分娩应激、管理
应激、环境应激、转群应激、饲料应激
等，经历应激奶牛就会分泌糖皮质激
素、血管紧张素及肾上腺素等，影响奶
牛免疫力和产后恢复。

三、护理流程：群防群控
1、镇痛：奶牛在分娩过程中由于产

道、胎儿或人工接产等原因，伴随着严
重的疼痛，并持续较长的时间，由于新
产牛面临着泌乳，如不适时适当处理，
将会严重影响母牛行为、生产性能和产
后健康的恢复。

对所有助产牛、早产牛、难产牛、双
胎牛、死胎牛注射无抗头孢及抗炎药，
缓解产后疼痛，促进产后恢复。

2、灌服：奶牛产后不能自愿采食一
定数量的饲料，灌服可以使瘤胃得到填
充，帮助产后牛补充营养能量，促进胎
衣排出，减少产后疾病发生。

由于胎儿产出，腹腔空间突然变
大，瘤胃不能及时得到填充，容易发生
真胃变位和其他胃肠疾病，灌服同时加
入助消化药、钙制剂、益母生化散、丙二
醇等，温水40升一次灌服。

3、补钙：奶牛由于胎儿生长、产犊
和产后泌乳消耗大量的钙，而产后的钙
动用机制不能适应产后高钙的需要，造

成产后低血钙，低血钙后果是产后瘫
痪、乳房炎、胎衣不下等代谢性疾病率
高发，产奶量下降，死淘率增加。

对所有经产牛产后口服一粒钙剂，
12小时后再口服一次，可以更好的补充
钙剂促进吸收。

4、子宫收缩：所有产后牛立即注射
催产素 80—100单位，促进胎衣和恶露
排出，促进产后子宫恢复，净化子宫。

四、产后护理：针对重点
1、筛查异常牛只
奶厅观察：查看牛只乳房情况，乳

房充盈度、乳汁是否异常、乳房是否有
外伤等情况，异常牛做标记，方便下一
步检查。

运动评分：在行走过程中观察是否
有蹄病情况，行走缓慢或者走路打晃牛
只，记录牛号，针对性治疗。

前面观察：观察采食情况，精神情
况（眼神是否有神发亮、耳朵是否耷拉、
鼻腔是否有异常分泌物），标记牛只，进
行全身检查。

后面观察：疼痛表现、是否弓背努
责、胎衣是否排出、阴门外伤、瘤胃充盈
度等。

2、检查及治疗
观察胎衣：胎衣在产后12小时未排

除，确定为胎衣不下，根据牛只实际情
况进行治疗。在奶牛左侧尻部标记产
犊日期及时间，方便人员观察。

监测体温：监测产后 3—10天重点
牛只体温，大于 39.3℃的牛需要进行直
肠检查。

子宫检查：对产后 4—10天的奶牛
分别进行子宫复旧及产道检查，了解子
宫恢复情况，及时进行干预治疗。凡是
子宫炎评分大于 2分的需要进行治疗，
注射无抗头孢和抗炎药。

其他检查：发现问题牛需及时按照
诊疗程序对奶牛心率、呼吸、血酮、消化
系统等方面检查。

标记牛只：对检查出问题牛进行标
记，在右侧尻部上使用蜡笔清晰标记疾
病简称、发病日期。

五、注意事项：提高效率
1、人员配备：每天至少有 4名技术

人员做产后护理工作，其中有 2名人员
要对产后工作掌握熟练，全面掌控产后
护理工作的执行。

2、物品准备：将所有护理物品提前
准备齐全，如直检手套、润滑剂、治疗药
物等。

3、控制时间：遵循“先回牛，先护理”
原则，护理完一排牛放一排牛，减少夹牛
时间，护理工作应控制在40分钟内。

4、相互监督：产后护理工作不应该
由单一部门进行，应该由两个部门协助
并监督完成，避免因单一部门工作不认
真、不到位等人为因素，导致产后护理
工作质量下降，影响牛群健康及后续配
种工作。

结语：做好新产牛的健康监控与护
理，能更好预防奶牛产后代谢病、感染
性疾病等，使奶牛处于健康持续高产状
态，提高繁殖性能，减少新产牛的被动
淘汰，充分发挥奶牛的产奶性能。

我们能否快速解决奶牛热应激的问题我们能否快速解决奶牛热应激的问题
制定缓解奶牛热应激策略的最佳

时间是早春，或者更早，比如在秋天开
始制定明年夏天的热应激应对策略，因
为在秋天，每个人都对当前热应激应对
策略中的不足记忆犹新。然而，这并不
意味着当奶牛在夏天处于热应激时，我
们就无法实施新的想法。热应激期间
的目标可能是尽量维持干物质采食量。

从奶厅开始
最简单和最集中给奶牛降温的方

式之一是在奶厅出口处给奶牛降温。
当奶牛离开奶厅时，查看它们是否被完
全打湿？

在奶牛离开奶厅时，增加喷淋可能
是为所有奶牛降温的最简单方法。湿
度越低，这将越有效，避免将水直接喷
在奶牛乳房上。此外，还需要考虑这对
奶厅出口处苍蝇防控系统的潜在影响。

在离开奶厅后，另一个有效且非常
集中帮助奶牛的方法是在回牛通道放
置水槽。在离开奶厅回到牛舍的通道
上，放置更多的水槽对奶牛总是有帮助
的。特别是在夏天，所有奶牛都应该可
以在回牛通道上饮水。有时候这会阻
碍奶牛的流动，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但
是如果可能的话，在挤奶后饮水应该会
增加采食量。

在挤奶前
有没有办法让奶牛在待挤区保持

凉爽？显然，风扇和喷淋非常管用，而
且笔者访问的几乎所有牧场都在待挤
区安装有风扇和喷淋。也许你已经安
装了一些，但是真的需要更多。你的风
扇是顺风还是逆风工作？一个可以考

虑的潜在方案是移除待挤区侧面的挡
墙或挡板，以增加进出待挤区的气流。
南方牧场的待挤区大多是完全开放的，
但是北方牧场的待挤区通常有各种挡
墙和挡板，可以考虑在夏季拆除。

除此之外，在回牛通道放置饲料，
让奶牛在返回牛舍的路上可以采食。
在露天奶牛场，如果在奶厅出口和料槽
之间设有遮阴棚，奶牛可能会停留在遮
阴棚里而不去采食。对于散栏式牧场，
高温条件下，在回牛通道设置料槽可以
鼓励奶牛在回到牛舍躺下前多吃日粮。

日粮如何调整？
首先考虑增加日粮中水份含量来

促进采食量，奶牛在热应激期间更喜欢
采食水分含量较高的日粮。但是，提高
日粮的水分含量会降低日粮在料槽的
稳定性，并且增加发热的风险。使用丙
酸类商业产品来使日粮在料槽稳定，以
及更频繁的推料应该可以最大限度地
降低风险。

干草用量较多的日粮和高青贮日
粮想要达到最佳适口性，加水量有所不
同。像啤酒糟、酒精糟等湿原料可以帮
助提高适口性；但是，请注意这些原料
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可能会抑制乳
脂合成。从日粮中含有 50%干物质开
始评估，然后再逐渐调整干物质含量，
这是个很好的办法。

笔者认为加水可以增加干物质采
食量是因为它可以提高每口日粮的密
度。提高日粮密度的另一种方法是对
粗饲料进行预处理，使其长度更短。当
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关注物理有效
纤维含量，不能增加瘤胃酸中毒的风

险。使用宾州筛来确保日粮不会太短，
以保证奶牛健康。

我们知道，要使颗粒度短的日粮
发挥良好作用，来自各种副产物或者
粗饲料的可消化纤维含量需要更高。
也就是说，当日粮颗粒度较短时，淀粉
含量非常高的日粮可能会出现问题。
在热应激期间，减少日粮中粗饲料纤
维含量并用大豆皮等成分代替是一种
常用的方法。在可以使用棉籽壳的区
域，增加棉籽壳用量可以成为夏季增
加采食量的一种方法，使用棉籽壳替
代粗饲料似乎可以使奶牛吃的更多。

观察奶牛
有许多日粮策略可以帮助奶牛更

好地应对热应激，与营养师密切合作以
考虑各种选择是关键，观察奶牛，它们
如何采食、牛奶成分变化，并对你所看
到的现象做出适当的应对。

将能量供应转向豆皮等易消化的
短纤原料和脂肪，有助于满足奶牛的能
量需求。总体而言，快速解决奶牛热应
激的问题非常困难，减轻奶牛受到严重
影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将会使奶牛在
热应激结束后更快的恢复。

总而言之，增加空气流动，添加更
多的水，调整日粮来帮助奶牛应对热应
激。请注意，不要打破营养原则来实现
短期收益。当漫长的夏天结束后，我们
需要健康的奶牛。

（养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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