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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饲养奶牛防暑降温措施

夏季温度高，奶牛极易产生
热应激。为减轻高温对奶牛造成
的不利影响，除了从奶牛场建设、
饲养管理、疾病防治上采取相应
的措施外，还必须进行营养调控：

饲喂青饲料 青绿多汁饲料
富含碳水化合物和水分，不但适
口性好，而且对防暑降温和缓解
奶牛热应激十分有利。在保证
摄入足量干物质的前提下，适量
喂些优质青草、胡萝卜、冬瓜等，
对提高奶牛产奶量和提高牛奶
乳脂率有好处。

稀粥料 将部分精料改为粥
料，用精饲料 1.5 公斤、胡萝卜
1.25—2.5公斤，加水 58公斤，煮
成粥状，放凉后浇在青贮饲料上
饲喂，可加大奶牛排尿量。

盐水麸皮汤 给奶牛喂盐水
麸皮汤能增强奶牛食欲，保证饮
水量，调节代谢，有效控制产奶
量下降。每次每头牛喂 50公斤
水，加食盐 50克，麸皮 1—1.5公
斤，每天喂3次。

绿豆汤 绿豆汤具有清热解
毒、防暑降温的作用。有条件的
饲养场（户）夏季应该给奶牛饮

绿豆汤，用新鲜绿豆 1—1.5 公
斤，加水 4—5公斤，煮沸 1—2小
时，加入 40公斤清洁饮水中，给
奶牛一次饮服，每天1次。

补充碳酸氢钠 补充碳酸氢
钠有利于维持奶牛体内酸碱平
衡，还具有助消化的作用，可以
提高奶牛的采食量。碳酸氢钠
的用量一般占精料的 3.84%，或
者每天每头奶牛用 340克，与柠
檬酸同时使用，效果更好。

补充氯化钾 奶牛发生热应
激时，钾的排出量明显增加，造
成血液中钾的含量降低，必须补
充钾。一般可在奶牛饮水中或
在日粮中添加氯化钾，添加量为
每天每头奶牛60—80克。

补充维生素C和维生素E
奶牛产生热应激时，维生素C合
成能力下降，而需要量却增加。
因此，炎热夏季应注意给奶牛补
充维生素 C，夏季一般可在奶牛
饲料中添加 0.04%—0.06%的维
生素C。维生素E可防止奶牛体
内脂肪氧化和被破坏，还可防止
其他维生素被氧化。

（据《农业科技报》）

夏季奶牛营养如何科学调控

奶牛比较耐寒而怕高温，由
于炎热导致热平衡破坏或失调，
这种现象称为“热应激”反应，不
仅产奶量和繁殖率显著下降，而
且抵抗力减弱，发病率增高，因
此，夏季高温奶牛的饲养管理应
以防暑降温为主，具体做法如
下：

调节饲养环境温度 盛夏季
节，气温高、光照强、天气热。奶
牛汗腺不发达，比较怕热。牛舍
内温度超过 30℃时，就会阻碍奶
牛体表热量散发，新陈代谢发生
障碍。因此，盛夏季节要常打开
通风孔或门窗，促进空气流通，
降低牛舍温度。有条件的可在
牛舍安装电风扇。天气炎热时
每天下午挤奶后，用清水向牛体
喷雾降温，增加牛的食欲。运动
场上应搭设凉棚，以防奶牛遭到
日晒雨淋，发现奶牛呼吸困难
时，可煮绿豆汤冷却后饮服，并
用“风油精”擦抹奶牛额角，两侧
太阳穴利鼻端，提神解暑。

调整日粮合理饲喂 为了使
奶牛保持较高的泌乳量，以增强
牛的适口性，适当调整日粮组
成，减少粗纤维比重，精饲料种
类除多样化外，要提高蛋白质水
平，并多喂些优质青草、菜类、瓜
类等青绿饲料，实行夜间放牧、
夜间饲喂等，也都是防暑的好办
法。

供足清洁饮水 奶牛的饮水
量与外界气温、泌乳量、个体、品
种、年龄有关，一般泌乳母牛日

饮水量 l00公斤左右，除喂饲后
食槽饮水外，在运动场设自由饮
水槽，每次喂食时将料投入食槽
并适当注水，诱牛饮水吃料，不
仅能满足清洁的饮水，而且对缓
和“热应激”反应起到良好的作
用。同时，亦可在饮水中放入
0.5%的食盐，以促进奶牛消化，
保证牛体代谢正常。

消除蚊蝇防止中毒 盛夏季
节，蚊子、苍蝇较多，不仅叮咬牛
体、影响奶牛休息，造成产奶量
下降，而且通过蚊蝇还能传播疾
病。因此，可在牛舍加纱门纱
窗，以防蚊蝇叮咬牛体；也可用
90%敌百虫 600—800 倍液喷洒
牛体，驱杀蚊蝇。但在用药时防
止浓度过高及药液渗入牛奶中，
防止中毒。同时这个季节，农药
使用频繁，稍有不慎，常常引起
奶牛中毒，因此，注意不要到喷
洒农药、化肥的农田地边割青
草、放牧。不能用腐败变质青
草、瓜果和糟渣类饲料喂牛，以
防中毒。

注意搞好卫生 盛夏季节，牛
粪容易发酵，细菌繁殖，影响奶
牛健康。因此，要勤打扫牛舍，
消除粪便，通风换气，保持牛舍
清洁，干燥、凉爽，定期消毒，定
期用清水冲洗牛床，每天应在挤
奶前刷拭牛体1—2次，后躯不洁
部位，可用温水洗刷，要为奶牛
创造一个良好地生活环境，确保
奶牛安全渡过盛夏。

（张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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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饲养密度更大时利润更高奶牛饲养密度更大时利润更高
在谈到每圈奶牛的饲养数量时，每

个牧场似乎都有自己的最佳方案。虽
然一些奶牛场的生产表现可以在饲养
密度过大时不受影响，但是其他奶牛场
在牛群饲养密度过大时很难维持奶牛
的生产性能。

对于宾夕法尼亚州Gettysburg附近
Jobo Holstein牧场的合伙人 Dale Brown
来说，他们的散栏式牛舍饲养密度过大
是他们解决盈利能力不足的一个方
法。他在 Dairy Excellence 中心主办的
奶牛论坛中解释了自己的经历。

在他们的奶牛场，泌乳牛有 1050
头，整个牧场占地约5524亩。大约五年
前，他们发现牧场的现金流出现问题。

他们削减了一些饲料成本，并开始给更
多奶牛挤奶。当散栏式牛舍中奶牛数
量超过900头后，Brown曾察觉到奶牛的
生产性能受到影响，但是他发现饲养密
度过大实际上使牧场盈利更多。

总体而言，在六排散栏式牛舍中奶
牛的饲养密度大约是 116%。一些牛群
的饲养密度可能达到 120%甚至更多，
从而使新产牛饲养密度达到 80%至
90%。

这些额外的奶牛并没有使劳动力
增加，而是简单的增加了一些费用，包
括每头奶牛的饲料和冷却牛奶的成
本。不过，这些额外的奶牛确实改善了
牧场的财务状况，Brown说他们从那以

后一直在盈利。
当被问及是什么帮助他们成功解

决了饲养密度过大的问题时，Brown说：
“我们必须学会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给奶牛提供充足的饲料。”对于大多数
牛舍来说，每头奶牛现在的剩料量约
2.3—4.5千克。“在我们这样做之前，牛
群中较瘦的奶牛会出现问题。在我们
开始过量饲喂后，这些问题就消失了，”
他解释道，剩料会被饲喂给青年牛。

Brown表示，一旦奶牛适应了新的
饲养密度，每头奶牛的产量会上升，繁
殖能力也会提高。当牧场的盈利更多，
Brown说他们可以把钱花在其他方面，
比如更好地制作青贮和购买更多肥料

以提高作物产量。“饲养密度过大似乎
将多米诺骨牌推向了更成功的方面。”
他指出。如今，他们泌乳牛的平均单产
接近约40.8千克。

Brown分享了一些饲养密度过大时
需要注意的关键点。首先是饲喂量必
须充足。“确保牛群有充足的剩料。”他
建议道。

为了保证卧床的舒适度，他们每周
添加3次垫料，并且每周旋耕卧床数次。

最后，Brown建议说饲养密度过大
只适用于某些牛群。“围产牛群的饲养
密度一定不能过大。”他说，“另外，我认
为青年牛的饲养密度也不能太大。”

（养牛派）

奶牛场卫生消毒误区和注意事项奶牛场卫生消毒误区和注意事项

□李平（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
分院）

奶牛胚胎移植指的是将一头良
种奶牛配种后的早期胚胎取出，移植
到另一头生理状态相同的母牛体内，
使之继续发育成为新个体的过程。
胚胎移植实际上是由产生良种胚胎
的供体和养育胚胎的受体分工合作
共同繁殖后代的技术。它从父系和
母系两方面选择优秀的个体，选择更
为优良的遗传性状，进而获得更优秀
的后代，是提高奶牛整体水平的一种
生物技术。

人工授精可以提高优良公牛的配
种效能，胚胎移植则可以充分发挥优良
母牛的繁殖潜力，快速扩繁优质牛群。
胚胎移植可使优良母牛排出多个卵子，
同时解除孕育胚胎的职能（妊娠），提高
母牛繁殖力，增加后代数量。这样，一
头优良母牛在育种工作中的意义将大
为提高，能够使良种牛群迅速建立和扩
大，有利于选种工作的进行和品种改良
规划的实施。再者，胚胎移植还可以代
替种牛的引进以及作为品种资源基因

库的保存手段，也是研究牛体外授精、
胚胎性别鉴定、胚胎核移植等技术的基
础。奶牛体内胚胎移植程序：

1、供、受体牛选择
供体牛应选择品种优良、生产性能

好、遗传性稳定、系谱清楚、体质健壮、
繁殖机能正常、无遗传和传染性疾病、
年龄在 15月龄以上的青年母牛或 1—3
胎产后60—120天的泌乳母牛作为供体
为宜。受体牛要选择具有良好繁殖性
能和健康状态，体形中上等的母牛，首
选是初配牛，移植前具有 2个正常的发
情周期较好。

2、供体牛超数排卵
在奶牛发情周期的适当时间，施以

外源性促性腺激素，使卵巢中比自然情
况下有较多的卵泡发育并排卵，这种方
法称为超数排卵，简称超排。超数排卵
的方法较多，但目前较多采用促卵泡素
（FSH）减量注射法进行处理。

3、胚胎采集和检卵
经人工输精后卵子受精形成胚胎，

在输精后第 7天采集胚胎，具体操作是
用两通路或三通路冲卵管通过直肠把
握的方法进行冲卵，检卵是在立体显微
镜下将胚胎从冲卵液中找出并进行处
理。

4、胚胎鉴定分级
移植前正确鉴定胚胎的质量，是移

植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鉴定分级则
是根据胚胎形态及发育阶段进行评定
或等级分类，胚胎一般分为A、B、C 、D
级。

A级也叫优秀胚胎：胚胎形态完整，
轮廓清晰，呈球形，分裂球大小均匀，结
构紧凑，色调和透明度适中，无游离的
细胞和液泡或很少，变性细胞比例小于
10%。

B级也叫良好胚胎：轮廓清晰，分裂
球大小基本一致，色调和透明度及细胞
密度良好，可见到一些游离的细胞和液
泡，变性细胞占10%—30%。

C级一般胚胎：轮廓不清晰，色调变
暗，结构较松散，游离的细胞或液泡较
多，变性细胞达30%—50%。

D级不良胚胎：有碎片的卵、细胞无
组织结构，变性细胞占胚胎大部分，约
75%。A、B、C级胚胎为可用胚胎，D级
为不可用胚胎。

5、胚胎冷冻保存
鲜胚直接移植效果最好，如需冷冻

胚胎主要用三步平衡法和一步细管法，
将胚胎装管后利用程控冷冻仪进行冷
冻，冷冻后投入液氮容器进行保存。

6、受体牛同期发情
采用鲜胚移植时，供、受体母牛的

同期发情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用
于奶牛同期发情处理应用的药物种类
很多，方法也很多，但较适用的是孕激
素埋植法、阴道栓塞法以及前列腺素

法。

7、胚胎移植
胚胎的移植也叫胚胎的植入，是整

个胚胎移植技术中关键环节之一，操作
要按照胚胎移植的基本原则细致到
位。胚胎的移植环节与人工授精相似，
不过胚胎移植操作的对象是胚胎而不
是精子，输送的位置是子宫角深部而不
是子宫径内口。

另外也可通过体外培养获得胚胎，
也称胚胎的体外生产，体外培养主要由
卵母细胞体外成熟培养、体外受精和受
精卵体外发育培养三项关键技术组成，
仅停留在实验室研究操作，实际生产中
应用受限。

小结：目前，我国奶牛繁育仍然以
人工授精为主，但是，即使使用世界顶
级种公牛的冻精进行配种，遗传改良效
果仍然不佳。胚胎移植技术由于技术
本身特点，不能像人工授精一样大面积
普及，但是其本身的优点也不容忽视。
胚胎移植在定向培育种公牛方面比常
规育种方法大大缩短世代间隔，同时，
也可以快速建立母牛的种子育种核心
群，成为下一世代的优秀遗传资源。因
此，针对特定的牛群或者养殖场的需
求，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采用胚胎移
植技术可以快速获得较高品质的后
代。我国胚胎移植技术起步较晚，在改
善超排效果，简化技术操作过程以及提
高移植妊娠率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
做，同时，我国奶牛业的发展和胚胎工
程技术研究的深入也将为我国胚胎移
植技术提供广阔的市场和美好的前景。

（本文由黑龙江省奶业协会供稿）

炎热夏季如何贮存饲料炎热夏季如何贮存饲料
夏季雨水多、气温又高，空气相对

湿度较大，加上真菌、细菌等微生物的
作用，饲料及其原料在贮存过程中容易
发生氧化、结块发霉，导致营养物质损
失，造成浪费。

正确选择贮存地点：饲料贮存仓库
必须选择地势高、干燥、阴凉、通风良好
且排水方便的地方，四周墙壁及地面用
水泥抹好，以防漏、防鼠和防止地面返
潮。贮存仓库清扫干净后关闭门窗进行
熏蒸消毒，盛放饲料的包装要用高温水
蒸气消毒。料缸和料桶用1:3000的百毒
杀溶液消毒，存放时饲料不能和地面墙

壁直接接触，要用木板支架隔离开。
控制好饲料和原料的含水量：饲料

及原料的含水量高低直接关系到饲料
的贮存效果，水分高，饲料易发热氧化、
结块霉变。据试验，饲料含水量在 15%
以上最易发生霉变，而且随水分含量增
加饲料霉变速度也相应加快。因此，贮
存时应严格控制饲料含水量在安全范
围内。

控制好温湿度，加强通风：低温、低
湿和良好的通风条件有利于饲料的贮
存，能防止饲料氧化、发霉。一般来讲，
饲料贮存室内相对湿度要低于 60%，并

保持良好的通风换气，尽可能降低贮存
室内温度，有条件的可安装温度表和湿
度计，以便于及时检查。相反，高温、高
湿则不利于饲料的贮存。据试验，气温
在10摄氏度以下时霉菌生长繁殖缓慢，
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且湿度适宜时霉
菌会迅速繁殖，饲料内霉菌数量大增，
从而造成饲料发霉变质。

饲料存放及安全贮存期：饲料贮存
时间较长时，应定期检查，及时上下翻
动和通风换气，发现饲料或原料发热及
时摊开散热，受潮或发热的饲料应马上
使用或分开贮存，防止其余饲料结块、

霉变。使用时，应遵循先陈后新的原
则，不可新陈饲料混用。此外，由于夏
天气温高且湿度大这一特殊原因，一次
购料、配料不宜过多，饲料或原料也不
要贮存太久，散装料以 3天左右用完为
宜，袋装料最好不超过7天，最迟也应在
10—12天内使用完。

应用高效饲料防霉剂：尽管饲料或
原料经过干燥处理，但其中总是含有一
定数量的霉菌。一旦条件适宜，它们就
会迅速生长繁殖，造成饲料霉败，所以
防霉是夏季饲料贮存工作的重点。

（据《吉林农村报》）

□黄萌

消毒是奶牛养殖中的常规工作，做
好消毒能够有效控制奶牛场传染性疾
病的发生和扩散。消毒是保障奶牛场
生物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部分，但由于
消毒效果很难直观观察，因此消毒常被
错误理解和错误操作，导致消毒效果差
和奶牛场发病率高。以下介绍4种常出
现的消毒误区及注意事项，请奶牛场在
实际生产中予以关注。

误区一：忽视预防性消毒
预防性消毒是为了预防传染病的

发生而对牛舍、运动场、器具、空气、水
源及牛体所进行的定期消毒。由于病
原微生物看不见也摸不着，在没有传
染性疾病发生的情况下，预防消毒的
作用和效果往往不明显，因此常常被
忽视。实际生产中，预防性消毒的作

用是把大部分病原微生物阻挡在牛场
和牛体外，从而减少牛生活环境中的
病原微生物数量和种类。牛患病通常
是由于接触到的病原微生物量超过其
自身免疫系统能够抵抗的微生物量，
减少牛接触病原微生物的量就能够减
少牛被病原微生物感染而患病的几
率。

预防性消毒应当是奶牛场不可忽
视的重要常规工作之一，应规范场内预
防消毒程序，制定预防消毒方案，定期
对消毒效果进行检测。

误区二：接种疫苗或进行药物预防
和治疗后忽视常规消毒

疫苗和药物的确有提高牛体免疫
力和杀灭牛体病原微生物的作用，但并
不是使用疫苗或药物后，牛就绝对不会
被病原微生物感染，尤其是疫苗接种
后，牛体通常需要一段时间产生相应抗

体，当抗体效力低于外界污染程度时是
疾病高发的危险期，此时消毒不到位会
导致环境中病原微生物污染机会升高，
牛易于感染疾病。

使用药物进行预防和治疗，常常发
生在已经有牛生病或者进入了高发病
季节。药物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免疫力
和杀灭病原微生物，来帮助牛利用自身
免疫和愈合能力对抗病原微生物以保
障或恢复健康。药物和免疫系统对入
侵牛体的病原微生物的抑制能力是有
限的，减少牛与病原微生物的接触，有
利于减轻免疫系统负担，保障牛的健
康。因此消毒的作用是疫苗防疫、药物
防控所无法替代的，任何时期均不应忽
视。

当牛接种疫苗或使用药物后，牛
场应注意常规消毒的坚持和紧急消
毒的实施。必要时，还应根据实际
情况加强对病区、饲养区乃至整场

的消毒。

误区三：重视消毒过程，轻视清理
清洁

消毒和卫生清理清洁是不同的两
项工作，它们同等重要，不能相互替
代。消毒需要有效消毒成分与被消毒
物品直接接触才能够完成对微生物的
杀灭。卫生清理能够减少或消除粉尘
和粪便等污物对牛舍、设施或器具表面
的覆盖，从而扩大消毒的烟雾或药水与
器物的接触，提高消毒效力。此外，环
境中来自于牛和其他生物代谢及脱落
的有机物能够阻碍或减弱消毒剂发挥
作用，消毒前不进行清洁清理会减弱消
毒剂的作用效力。粪便和分泌物内往往
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一旦消毒未能杀
灭这些微生物，它们就可能成为传染
源。因此，消毒前必须要进行卫生清理，
物体清洁程度直接关系到消毒的效果。

误区四：忽略消毒剂的作用条件和
消毒效果

消毒只有达到杀灭大量病原微生
物的效果才是起到消毒作用，否则消毒
就会成为一种形式。消毒剂发挥作用
需要温度、湿度、酸碱度和浓度的配合，
不适宜的工作条件会削弱消毒效果。
通常情况下，消毒剂工作环境温度越
高，消毒剂作用效果越好，因为温度影
响粒子运动，提高温度可提高粒子运动
速度和范围，从而提高其接触病原微生
物的机会，此外低温条件下，部分病原
微生物能够启动保护机制，从而抑制了
消毒剂对其的伤害作用。但消毒温度
还需要根据消毒剂有效成分的稳定性
和被消毒物品的耐热性进行调控，如酒
精、卤素等消毒剂主要成分具有挥发
性，过高的温度会导致主要成分挥发，
降低消毒剂的消毒效力。湿度也是影
响消毒剂作用的因素，尤其在熏蒸消毒

中更为明显。当环境湿度过低时病原
微生物会启动保护机制，此时微生物代
谢减弱或进入休眠状态，消毒剂对其的
作用会相应减弱。消毒剂作用环境的
酸碱度能够直接影响消毒剂作用，部分
消毒剂在偏酸性条件下作用能力更强，
如含氯消毒剂，部分消毒剂需要中性或
碱性条件才能发挥作用。

为提高消毒剂效力，保障消毒效
果，在使用消毒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空
舍熏蒸消毒，应先测定舍内空气温湿
度，尽量将舍温升高至 16℃以上，空气
湿度调整至 60%以上；进行喷洒消毒
时，应在同一位置多次喷洒至表面湿
润，以确保消毒剂的渗透及消毒剂在适
宜浓度与病原微生物接触；混用消毒剂
时，注意消毒剂的化学性质和禁忌，酸
性消毒剂不与碱性消毒剂混用，以免产
生化学反应，削弱消毒效力或产生危
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