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舒适的奶牛更能带来积极的日粮效应舒适的奶牛更能带来积极的日粮效应
营养学家关注精准日粮的制作，但

最好的营养师懂得管理和舒适度可以
影响日粮效果的成败。为了优化奶牛
对日粮的生产性能反应，其需要一个合
理的物理和社交环境，能平衡饲喂槽采
食、舒适的躺卧区域休息和反刍行为。

在过去的几年里，开发了一些非常
有用的奶牛舒适度指标，被用于牧场评
估设施和日粮是否能满足奶牛的需
求。这些指标可应用于牧场的日常管
理工作中，以评估奶牛的躺卧、站立、反
刍和采食时间。

若这些舒适度指标中出现了异常，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奶牛不能充分发挥
日粮的作用。在常用的奶牛舒适度指
标中，躺卧时间是最重要的指标。

奶牛舒适度指标主要有四个，各有
优缺点。接下来对每个指标进行简要
描述，以及如何衡量和使用。在奶牛的
躺卧意愿强烈时段进行舒适度指标评
估，可以更好地衡量环境是否能满足需
求。通常，牧场需要在挤奶前 2小时或
挤奶后1小时进行相关评估。

奶牛舒适度和躺卧
奶牛舒适度指数可以追溯至 20世

纪 90年代，常用于散栏式牛舍评估，其
等于躺卧牛头数与躺卧牛+卧床站立
牛+跨卧床站立牛头数之比。

奶牛舒适度指数是评估奶牛想躺
卧的意愿强烈程度，因此可以反映卧床
或躺卧区域的整体舒适度。卧床垫料
是否充足和疏松？卧床尺寸是否适

宜？奶牛的舒适度指数越低，奶牛的蹄
病率就越高，这是监测该指标的另一个
重要因素。

对于散栏式或栓系式牛舍，都可以
采用奶牛舒适度指数。然而，该指数有
两个局限性。首先，该指数会高估饲养
密度过度拥挤牛舍的舒适度，因为拥挤
往往会加剧卧床竞争和占用率。其次，
奶牛舒适度指数与平均日躺卧时间无
关。一个常见的误解是，奶牛舒适度指
数越高，意味着奶牛每天的躺卧时间越
长。一个管理良好的牛群，其奶牛舒适
度指数应该大于或等于 0.85。换句话
说，接触卧床的奶牛，其中 85%的应该
是躺卧的。

卧床站立指数
在奶牛舒适度指数被开发出来大

约十年后，威斯康辛大学兽医学院的研
究人员提出了卧床站立指数，作为预测
奶牛蹄病风险的一种方法。这是评估
奶牛环境质量的另一个有效的工具。
卧床站立指数被定义为接触卧床牛的
站立比例。换句话说，他与奶牛舒适度
正好相反。

卧床站立指数越高，奶牛每天的站
立时间就越长。事实上，卧床站立指数
高于 0.20，意味着奶牛每天在卧床上的
站立时间超过2小时，会增加蹄病风险。

所以，若你看到牛舍中有超过 20%
的奶牛站立在卧床上，那么你就应该关
注蹄病牛只。蹄病牛只的行动力较差，
干物质采食量会下降，产奶量会低于预

期。
与奶牛舒适度指数类似，该指数也

会高估饲养密度过度拥挤牛舍的舒适
度。因为，在过度拥挤的情况下，卧床
竞争激烈，奶牛往往会更快的躺下。

一个管理良好的牛群，其卧床站立
指数应该小于或等于 0.15。或者，与卧
床接触的奶牛，站立的比例不超过
15%。

卧床使用指数
对于饲养密度过度拥挤的牛舍来

说，卧床使用指数的计算要比奶牛舒适
度指数和卧床站立指数复杂一些。然
而，该指数有助于洞察奶牛的舒适度。

该指数被定义为除了采食牛只外，
躺卧奶牛的比例。因此，该指数公式的
分子就是躺卧牛的头数，分母就是牛的
总头数减去采食牛的头数。管理良好
的牛群，该指数应该大于或等于0.75。

卧床使用指数的主要优势是，其能
更准确地反映拥挤牛舍奶牛的舒适度，
尤其是当卧床饲养密度达到 130%或更
高时。随着牧场的饲养密度加大，采用
卧床使用指数对于了解奶牛的躺卧和
采食是否得到满足至关重要。

卧床使用指数考虑了那些在走道
闲逛的情况。在拥挤的牛舍，奶牛在走
道站立等待卧床，是真正的在浪费时
间，因为它们既不在采食也不在休息。

和奶牛舒适度指数一样，卧床使用
指数也与躺卧时间无关，但它的主要优
点是，确实考虑了对于奶牛来说比较有

效的躺卧和采食行为。

监测反刍活动
每个营养师或奶农巡舍时，都会下

意识地观察奶牛的反刍情况。实际上，
奶牛的反刍指标是躺卧着奶牛的反刍
比例。

反刍指标以日反刍时间为基准进
行了验证。平均而言，在躺卧牛群中，
反刍比例需达到 50%—60%。在一天
中，有些时间奶牛的反刍比例会高于或
低于该数值。

Minner的研究发现，荷斯坦泌乳牛
的反刍指标与日反刍时间之间存在正
相关关系。这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更
有信心，当我们看到 50%—60%的牛只
在反刍时，这意味着每天的反刍时间能
达到500—520分钟，该时间是奶牛维持
健康的瘤胃功能所需要的。相反，若奶
牛反刍的比例约 40%或更低，那么每天
的反刍时间可能只有 450分钟或更少。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对于瘤胃的最佳功
能来说太低了。

更好的效应
重要的是，在优化奶牛环境舒适度

时，定期评估这些指标会带来益处。这
是因为舒适的奶牛，更能带来积极的日
粮效应。这些指标应该成为奶农和营
养师的必要工具。根据这些指标判断，
为奶牛创造能促进其躺卧和反刍的环
境，从而使奶牛带来更加积极的日粮效
应。 （养牛派）

专家谈养殖

奶牛饮水大有讲究奶牛饮水大有讲究 奶牛
管家

半干青贮料制作要点

奶牛产后疾病发病率高，夏
季更为高发。如何做好夏季的
产后保健，将是重点。

奶牛产后疾病的发生，重在
预防，养殖户要细致观察，将疾
病消灭在萌芽中。特别要注意
新产牛和肥胖牛，最大限度提高
干物质采食量。

一、分娩地点应选择通风干
燥阴凉的地方，防止出现中暑，
周边的电源、水源方便，便于高
温时的处理。

二、分娩后迅速进行糖钙疗
法，补充能量，防止奶牛低钙造
成的损失，同时注射新斯的明或
氯化铵甲酰甲胆碱注射液，有助
于产后平滑肌的蠕动，促进子宫
蠕动，有助于胎衣和恶露的排
出，有助于胃肠道的蠕动，增加
奶牛食欲。

三、产后连续 3天注射头孢
噻呋钠和氟尼辛葡甲胺，对奶牛
进行镇痛和消炎，可以预防奶牛
三大疾病，增加奶牛食欲，增强
抵抗力。有条件可注射盐酸多
西环素注射液，效果更佳。主要
防治产后败血症的发生。

四、连续7天测量体温，如有
异常抓紧处理。

五、适当饲喂微生态和发酵
饲料，增加瘤胃有益微生物的数
量，防止夏季奶牛大量喝水造成
的瘤胃微生物的稀释。

六、对于食欲差的牛只，监
控奶牛真胃移位。

七、饲喂一些易于消化和适
口性好的饲料，如进口的苜蓿、
燕麦等，以及能量较高的膨化大
豆等饲料。

（冯阳鹏）

奶牛夏季产后如何保健

苜蓿根腐病是由一种叫镰
刀菌所引起的真菌性土传病
害。

防治方法：
1、选用抗病品种 培育和使

用抗病品种，是目前生产上防治
苜蓿根腐病最简单、最切实可行
的措施。如维拉、德福、巨人
201、甘农 2号等品种，对苜蓿根
腐病有较强的抗性。

2、加强栽培管理 选择地势
较高，排水良好的砂壤土或壤土
地种植苜蓿；根腐病发生严重的
地块可与其他作物实行 3—5年
的轮作；田间发现病株要及时清
除并带出田外集中销毁；苜蓿生

长期间要科学肥水管理，增施钾
肥以促进根系生长；及时防治地
下害虫及线虫，减少植株伤口；
注意对苜蓿不宜频繁刈割。

3、化学防治 田间发现病株，
要及时进行药剂灌根。可选用
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500 倍
液，或 5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
剂 500倍液，或 50%咯菌腈悬浮
剂 1000 倍液，70%恶霉灵水剂
1500倍液，或 30%苯甲丙环唑乳
油2000倍液，或25%嘧菌酯悬浮
剂 1500倍液混加 14%络氨铜水
剂 500 倍液等。每 10—15 天灌
根一次，连续2—3次。

（孟铁男）

苜蓿根腐病咋防治

半干青贮原理、方法与一般
青贮方法基本相同，因为它也需
厌氧贮存，只不过一般青贮的原
料含水率在 70%—80%，而半干
青贮要求原料含水量可降到
40%—60%。根据这一特点，为
了获得较好的青贮质量，在进行
半干青贮过程中，应注意掌握以
下要点：

青贮原料应适时刈割。刈
割后的青饲料应使水分迅速降
到40%—60%。水分的减少速度
与原料中养分的损失以及需氧
菌的繁殖存在密切关系，水分减
少缓慢不利于青贮质量的控
制。例如，9小时内含水量降到
55%的原料中养分仅损失2%，而
24—26小时才达到这一含水量，
养分损失可达7%。在雨季，含水
量降到55%的时间需要72小时，
养分损失高达 16%。因此，青饲
料的刈割时间应选在原料本身
含水量相对较低和天气晴朗的
季节。

青贮原料铡碎要短。由于
半干青贮的原料含水量较低，装
填时不易压实，因此原料的铡碎
度比一般青贮原料要求更短一

些。根据半干青贮效果，将青贮
原料铡成 1.5—3.5厘米长度，能
保证青贮质量。

装填原料方法和速度要适
宜。半干青贮原料的装填方法
和制作速度也是影响青贮品质
的一个重要因素。以青贮壕装
填为例，若青贮壕体积较大、原
料供应分散、青贮制作时间长，
青贮时原料装填应从壕一头的
两个角开始，分段进行，装满一
段再装下一段；一天内装完一
段，在装填完的部分及时盖上结
实的塑料布和适量的重物。这
样分段装填比分层装填的青贮
效果好，并以 5 天内装完为好。
若青贮壕体积小、原料数量充
足，在2—3天内能完成原料的装
填、压实、封窖等操作过程，那么
分批装填更方便些。半干青贮
在装填过程的压实要求比一般
青贮高，尤其是边角处压得越实
越好。

密封必须严实。原料装满
压实以后，必须及时密封，密封
方法同一般青贮法。半干青贮
一般密封45天以上，就可开窖取
用。 （陈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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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黄淮海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意见年黄淮海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意见
为扎实推进黄淮海地区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示范推广，提升技术规范化
水平，着力实现“玉米不减产、亩增收100
公斤大豆”目标，结合今年黄淮海大豆夏
播区气象条件，提出2023年黄淮海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意见。

一、适宜品种搭配
玉米选用株型紧凑、中矮秆、适宜密

植和机械化收获的高产品种，如山东可
选登海 605、立原 296、京农科 828、天泰
316、MC121等；安徽可选安农591、丰大
611、庐玉9105、MY73、中农大678等；河
南可选MY73、豫单9953、德单5号、豪玉
16、中地868、登海605等；江苏可选中科
玉505、苏玉34、江玉877、MY73、苏科玉
076等；河北可选冀玉3421、冀农707、沃
玉111、纪元128等。

大豆选用耐荫抗倒高产品种，如山
东可选用齐黄34、菏豆33、菏豆12号、临
豆10号、中黄13等；安徽可选用皖豆37、
金豆 99、皖黄 506、中黄 301、临豆 10号
等；河南可选用郑 1307、中黄 301、齐黄
34、周豆 25、濮豆 857等；江苏可选用苏
豆21、徐豆18、淮豆13、齐黄34、中黄301
等；河北可选用冀豆 12、邯豆 13、石豆
936、齐黄34等。

二、规范行比间距
主推大豆：玉米行比4:2配置模式，也

可选适宜当地生产条件的其他行比配置，
如6:4、4:3。6:4和4:3行比配置的大豆玉
米间距可选用60厘米，4:2行比配置可留
70厘米；大豆行距30—40厘米，2行玉米
行距40厘米，4行玉米中间两行玉米行距
80厘米，3行玉米可选择60厘米等行距。

三、缩小株距密植
玉米亩有效穗4000穗以上、亩播粒

数4500粒以上，大豆亩有效株6000株以
上、亩播粒数9000粒以上。4:2的生产单
元宽度2.7—2.8米，玉米、大豆的株距均
为 11—12 厘米；6:4 的生产单元宽度
4.3—4.4米，玉米株距13—14厘米，大豆
株距10—11厘米。4:3的生产单元宽度
3.3—3.4米，玉米株距13—14厘米，大豆
株距8—9厘米。

四、因种科学施肥
带状复合种植玉米单株施肥量与

净作玉米单株施肥量相同，1行玉米施
肥量至少相当于净作玉米 2行的施肥
量。播种时，距玉米行 10—15厘米亩
施高氮缓控释肥（如N—P2O5—K2O=
28—8—6）55—65公斤（折合纯氮 15—
18 公斤/亩）。大豆高肥力田块不施氮
肥，中低肥力田块少量施用氮肥，亩施
低氮缓控释肥（如 N—P2O5—K2O=
14—15—14）15—20 公斤（折 合 纯 氮
2—3 公斤/亩），增施有机肥料作为基
肥，适当补充中微量元素，鼓励接种大
豆根瘤菌。为提高粒重，可在玉米大豆
灌浆结实期补充叶面肥。如因气候因
素导致大豆、玉米脱肥，应及时追肥。

五、专用机具播种
优先选用与行比配置相匹配的大豆

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播种机，也可根据现
有的播种机情况，参照《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配套机具应用指引》调整改造播
种机，相应技术参数必须达到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的各项要求，播量可调、播
深可控、肥量可调。尽量选用北斗导航

辅助系统，于6月上中旬小麦收获后，对
秸秆粉碎灭茬，抢墒或造墒免耕直播。

六、芽前苗后除草
芽前封闭除草。在播后芽前土壤墒

情适宜的条件下，选择无风时段喷施适
宜除草剂进行封闭除草，如精异丙甲草
胺（或二甲戊灵、异丙甲草胺、乙草胺）+
唑嘧磺草胺（或噻吩磺隆）等，兑水均匀
喷雾。前茬为小麦的田块，播种前须进
行灭茬，然后封闭除草，若土壤湿度不
够，可造墒或加大用水量。苗后适期除
草。土壤封闭除草效果不理想的田块，
在玉米 3—5叶期，大豆 2—3片复叶期，
杂草2—5叶期，选用在大豆、玉米上登记
的除草剂，分别对着大豆带或玉米带喷
药，严禁药滴超出大豆带或玉米带，优先
选用自走式双系统分带喷杆喷雾机等专
用植保机械，其次选用经调整改造的自
走式双系统分带喷杆喷雾机，实现玉米、
大豆分带同步植保作业；也可选用加装
隔板（隔帘、防护罩）、定向喷头的普通自
走式喷杆喷雾机或背负式喷雾器，实现
大豆、玉米分带分步植保作业。喷雾需
在无风条件进行，以免药液漂移产生药
害。

七、化控防倒控旺
对水肥条件好、株型高大玉米品

种，在 7—10片展开叶时喷施健壮素、
胺鲜·乙烯利等控制株高。对肥水条件
好、有旺长趋势的大豆，在分枝期（4—
5 片复叶）和初花期用 5%的烯效唑可
湿性粉剂 20—50克/亩，或 30%多唑甲
哌鎓 20—30克，兑水喷施茎叶控旺防
倒。

八、病虫综合防治
病虫害防治采用物理、生物与化

学防治相结合。播种前：针对当地大
豆主要根部病虫害（根腐病、豆秆黑潜
蝇等），对未包衣大豆种子进行药剂拌
种处理，如 6.25%咯菌晴·精甲霜灵悬
浮种衣剂+噻虫嗪等。出苗—分枝（喇
叭口）期：选择适宜杀虫剂防治粉虱、
点蜂缘蝽、蚜虫、玉米螟、甜菜夜蛾、草
地贪夜蛾等害虫，有条件可采用设置
智能 LED集成波段杀虫灯、性诱捕器、
释放寄生蜂等措施防治各类害虫。玉
米大喇叭口—抽雄期和大豆结荚—鼓
粒期：针对当地主要荚（穗）部病虫危
害，采用广谱、高效、低毒杀虫剂和针
对性杀菌剂等进行统一防治，斜纹夜
蛾、高隆象等大豆花期常见的害虫可
用 2.5%高效氯氟氰菊酯或 12%甲维·
虫螨腈兑水防治，草地贪夜蛾可用乙
基多杀菌素、茚虫威等化学农药在幼
虫低龄期实施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
对分散发生区实施重点挑治和点杀点
治。针对各时期病虫害防控措施发生
特点，可选择能够混配增效的杀虫剂、
杀菌剂、增效剂、叶面肥、调节剂，“五
位一体”复配施用，实现“一喷多防”。

九、选配机具机收
视两种作物成熟情况，选用割台宽

度小于大豆带、玉米带之间宽度10—20
厘米的玉米、大豆联合收获机。同时成
熟的，可选用当地大豆、玉米收获机一前
一后进行收获作业。不同时期成熟的，
先熟先收、后熟后收，先熟作物用专用机
械收获，后熟作物采用当地收获机适时
收获。 （中国农网）

□张养东

奶牛是现今奶产品的主要生产动物，
能提供大量优质乳蛋白。目前，我国主要
奶牛品种为荷斯坦奶牛，其产奶性能优
异，每天产奶30—40公斤，乳脂率4.2%，
乳蛋白3.2%。为维持机体运转和产奶量
的需要，泌乳奶牛每天需要饮用80—120
升水。因此，奶牛饮水也是牧场不可忽视
的一环。如今，部分牧场为提高奶牛生产

效益，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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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弱碱性苏打水的主要功能成
分为小苏打（NaHCO3），pH值为7.2—8，
同时含有偏硅酸、钙、镁、锌、硒等多种
元素。饲喂奶牛天然弱碱性苏打水，能
够调节奶牛瘤胃 pH 值，保持瘤胃健
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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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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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饲料
吸收效率，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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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中和奶牛瘤胃内的乳酸
等酸性物质，避免瘤胃酸中毒，提升瘤
胃健康水平。

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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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犊前后合成初乳和牛奶需要大量的
钙，若这段时间摄取的钙不足以弥补合
成流失的钙，就易导致低血钙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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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天然弱碱性苏打水还能够缓
解热应激。在夏季炎热潮湿环境中，奶
牛机体散热困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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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二
氧化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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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降低奶牛体内蓄积的热量，缓解
环境高温对奶牛的热应激。

最后，天然弱碱性苏打水能够提高
牛奶产量，提升牛奶品质。每天饮用天
然弱碱性苏打水，能够增强奶牛胃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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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内微生物群维持正常状态，可增加挥
发性脂肪酸总量及其吸收率，从而提高
乳脂率，提升牛奶品质。

简言之，饮水作为奶牛生产生活的
必需物质，牧场绝对不可忽视，可通过
饲喂天然弱碱性苏打水等富含矿物元
素的水，不仅能为奶牛提供水分，还能
够提升奶牛机体健康水平，提升牛奶产
量和品质。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封斌封斌 摄摄

1、提高日粮能量浓度：热应
激期间，奶牛的能量需要量会提
高7%—25%，但是热应激会降低
奶牛食欲，因此适当提高奶牛日
粮能量浓度有助于缓解热应
激。但是日粮精料比例不宜超
过60%。

2、提供优质蛋白：热应激期
间可适当增加日粮的蛋白含量，
尤其是过瘤胃蛋白的含量，但一
般蛋白质水平不宜超过日粮干
物质的 18%，而高产奶牛瘤胃非
降解蛋白（过瘤胃蛋白）可由粗
蛋白含量的 28%—30%增加到
38%—40%。

3、补充矿物质：热应激期
间，日粮干物质应含有下列最低
水平的常量矿物元素：1.8%—2%
的 钾（K）；0.45% —0.65% 的 钠
（Na）；0.35%的镁（Mg）。日粮中
氯（Cl）的水平占日粮干物质的
0.35%以下。

4、补充瘤胃缓冲剂：夏季热
应激期间，NaHCO3可以从 1%—
1.5%提高到1.8%—2%，MgO可以
饲喂 80—90克，或者用NaHCO3
和MgO合剂（2∶1—3∶1）撒于饲槽
固定位置，让牛自由舔食。

5、补充维生素：炎热季节应
适当增加日粮中维生素含量，建
议每日每头成母牛添加维生素
C 1000—1600 毫克、维生素 A
150000IU、烟酸 6克和每千克饲
料中添加维生素E 20—25毫克。

6、其他添加剂：夏季在奶牛
日粮中可添加某些复合酶制剂、
酵母培养物等抗应激饲料添加
剂。也可应用中草药添加剂，如
采用石膏、板蓝根、苍术、白芍、
黄芪等一些具有清热解毒、凉血
解暑作用的中草药，按一定比例
配合粉碎添加于奶牛饲料中，对
预防热应激有确切的效果。

（高艳霞）

通过日粮调控缓解奶牛热应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