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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连绵，养殖场如何应对？

北京已进入“七下八上”的
雨季，叠加台风的影响，暴雨对
养殖业生产和畜禽产品质量安
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为了保障
安全生产，促进稳产保供，北京
市畜牧总站提醒广大养殖场户
做好“一关注、二检查、三防范”，
顺利度过暴雨季，迎接风雨过后
的美丽彩虹。

1、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
提前备好养殖用饲料、药品、垫
料等物资，做好应急预案。

2、检查养殖场设施设备。
对养殖设施进行全方位检查，包
括栏舍、顶棚、窗户等，如发现问
题，第一时间在屋顶加盖防雨布
或加固养殖栏舍；同时，检查相
关电线线路，保证通风、照明、喂
料、饮水、清粪设备正常运转。

3、检查排污和排水管道。对
畜禽舍和附属设施（青贮窖、发酵
池、料房、蛋库、奶厅等）等的排水
系统进行检查，如有问题应及时
疏通清理，保障排水通畅。

4、防范基础设施损坏。加
固抢修存在安全隐患的畜禽棚
舍，对户外的设备做好防雨保
护，提前备好抽水泵、水管、电缆
等材料设备，用于暴雨过程中和
雨后的排水清淤和检修。

5、防范养殖物资受侵。确
保饲料和垫料等的存放区地势
较高、通风良好、排水方便，仓库
保持清洁、卫生；另外，要加强对
包装箱、包装袋、试剂盒等易受
损物资的保护。

6、防范动物疫病发生。暴
雨发生后，可选择维生素、电解
质等抗应激添加剂，并适当加强
光照，在雨歇间期加强通风换
气，保障健康养殖；在雨后的生
产过程中，养殖场需高度重视场
区疫病防控，及时清理积水，并
对舍屋、场区、车辆等设施及周
边环境进行消毒，规范做好粪污
堆放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
作，防止环境污染和病原扩散。

（杨惠）

夏季养牛做好4件事

调整饲喂：由于夏季炎热，
牛容易口渴，所以夏季一定要充
分保证牛可以及时饮水，这能避
免牛中暑。另外一件很重要的
事情就是调整饲喂时间，夏季在
清凉的时间给牛饲喂，可以提高
牛的采食量。例如早上可以将
饲喂时间调成 6时左右，中午时
间则只饲喂青草，晚上的饲喂时
间调整在19时左右。

防暑降温：在牛舍的上方，
可以铺遮阳的干草；如果有必
要，还可以加装风扇或空调进行
降温。在中午极为炎热的时候，
还可以在牛舍内喷水雾。不过
也不要让牛舍过于潮湿，这会让
牛发生腐蹄病。

防蚊灭蝇：夏季，也是蚊蝇
肆虐的季节，对此，养牛户要引
起重视。蚊蝇不仅会影响牛的

采食和休息，还会在牛群中传播
疾病。在牛舍门窗上安装纱窗，
可以防止蚊蝇进入。牛舍的粪
污要及时清理掉，不要留下水
坑。做好牛舍的内外卫生工作，
不仅可以减少蚊蝇滋生，还能让
牛有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如
果经过上述处理之后，牛舍内的
蚊蝇还是很多，可以使用养殖场
内专用的大蚊香进行驱蚊（提
醒：开放式的牛舍才能使用，封
闭式的慎用）。

增喂青草：夏季各类杂草、
牧草生长旺盛，给牛提供了丰富
的草料。所以这个季节，可以给
牛增喂青草，给牛补充微量的矿
物元素和维生素。牛本来就是
食草动物，这可以刺激它们的食
欲。

（中国养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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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采食不适用于奶牛应激采食不适用于奶牛

自制饲料防霉剂的几种方法自制饲料防霉剂的几种方法
饲料用防霉剂是为了能降低饲

料中微生物的数量、控制微生物的
代谢和生长、抑制霉菌毒素的产生，
预防饲料贮存期营养成分的损失，
防止饲料发霉变质并延长贮存时间
的饲料添加剂。可分为复方和单方
两类。

一、大蒜制饲料防霉剂
将大蒜剥去外皮，放入消毒过的研

钵，再加入同样重量的凉开水，研磨成
细浆，经 3层消毒细布过滤，其滤液便
是优良的饲料防霉剂。若按 3%的比例

均匀拌入饲料中，不仅可防止饲料发
霉，而且还能预防畜禽肠道疾病的发
生。

二、海藻粉制饲料防霉剂
将 92%的海藻粉、4%的碘酸钙和

4%的丙酸钙混合均匀，便成为一种高
效的饲料防霉剂。将其按 8%的比例
添加到饲料中，在温度达 30℃、相对
湿度为 100%的环境下，放置 1 个月
后，饲料也不会发霉变质，可确保安
全储存，同时，还能增加饲料中的碘
含量。

三、醋酸制饲料防霉剂
将醋酸与醋酸钠按2：1的比例混合

均匀后，再加入 1%的山梨酸或烷基丙
酸盐，经充分搅拌、干燥，即成饲料防霉
剂。若按饲料重量的 1%加入其中，可
使饲料在任何季节储存90天以上，不会
发霉变质。

四、桔皮制饲料防霉剂
取鲜柑桔皮或干柑桔皮，放入甲

醇、乙醇、乙醚或丙酮等溶液中，溶液的
用量为桔皮干物质体积的3—6倍，在常
温下或加热处理提取，然后，用蒸馏等

方法，去除提取物中的有机溶剂，便可
得到具有防霉作用的橙黄色的黏性浓
缩物，即为饲料防霉剂。将其以 1%—
3%的比例添加到饲料中，可显著延长饲
料的保存期，即使在阴雨高湿的天气
里，饲料也不会生霉。

五、药用植物制饲料防霉剂
取苍术、艾蒿叶、除虫菊等药用植

物晒干，研成粉末，便具有抑制霉菌繁
殖的作用。若按 4%添加到饲料中，也
可延长饲料的安全贮存期。

（中国农业信息网）

□王金合

犊牛饲养的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其
成年后的产奶水平和繁殖性能，因此，
成年奶牛要高产就必须做好其犊牛时
期的饲养管理工作。

一、做好初生犊牛的管护
犊牛脱离母体后首先要清除口鼻

黏液、轻压其肺部，以防黏液进入气管
而发生窒息。并将犊牛的脐带在距离
腹部10厘米处剪断，挤出脐带中的黏液
后用 5%的碘酒浸泡 1—2分钟消毒，以
免感染。犊牛身上其他部位的胎液最
好让母牛舔舐干净，必要时用干净、柔
软的棉线布擦干，以防犊牛受凉。

二、保证犊牛吃好初乳
初乳中含有比常乳更高的蛋白质、

脂肪、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它是犊牛出
生后唯一的全价天然食品。而且初乳
中还含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和溶菌酶，

能杀灭和抑制病菌，起到缓泻、增强犊
牛免疫能力的作用，还可促进消化机能
正常活动。新生犊牛胃空虚，胃壁无黏
液，对细菌的抵抗力很弱，初乳免疫球
蛋白含量较高，初乳能替代胃黏液粘在
胃肠壁上，阻止细菌进入血液。因此，
要尽量让犊牛出生后早吃、多吃初乳，
吃得越早越多，犊牛增重越快，体质越
强，成活率越高。

三、加强消化器官的锻炼
1、出生4天后的犊牛即可喂给犊牛

料。开始试吃时，将少量湿料抹入其嘴
中，也可将新鲜的干犊牛料置于饲料盒
内，每天只给能吃完的分量。

2、一周龄左右的犊牛即可饲喂粗
饲料。犊牛瘤胃的活动随着吃青草或
干草量的增多而增强，一般犊牛出生后
第二周便可训练开食优质青干草，撒少
量优质青干草在牛栏前，犊牛会尝试着
吃一点，渐渐地它便会随着身体发育的
需要而逐渐增加采食量。

3、犊牛 20天后补喂多汁料。开始
每天在精料中加入切碎的胡萝卜或其
他瓜菜、青草类 20—25克，以后逐渐增
加，3月龄时每天喂到1—1.5公斤。

4、犊牛2月龄开始饲喂青贮料。每
天喂100—150克，逐渐增加喂量，3月龄
时每天喂到1.5—3公斤，4—6月龄时每
天喂到4—5公斤。

四、做好日常管理工作
1、环境卫生
刚出生的犊牛对疾病没有任何抵

抗力，犊牛饲养室要平坦、干燥、清洁、
通风。垫草要勤换，粪便要及时清除，
清除后要撒石灰消毒。

2、哺乳卫生
哺乳用具在每次使用后必须清洗

干净，定时对用具进行高温消毒。如果
哺乳母牛有病，应将犊牛与母牛隔离
开，不允许犊牛再吃母牛的奶。为了保
证犊牛的健康，此时应采取人工喂奶，
或喂其他健康奶牛的奶，要做到定时、
定量喂奶。

3、皮肤卫生
犊牛出生5—6日龄后，每天刷拭牛

体一次，并注意进行适当运动。刷拭起
到按摩皮肤的作用，能促进皮肤的血液
循环，加强代谢作用，既有利于犊牛发
育，又防止体表寄生虫的滋生，养成犊
牛温顺的性格。

4、注意季节改变对小牛的影响
一般在每年的5—6月份、12月份犊

牛易发病，应根据情况进行预防，冬季
做好防寒工作，夏季要做好防暑、防潮
工作，以防疾病发生。

5、适时断奶
要根据月龄、体重、精料采食量适

时确定断奶时间。干物质摄入量应作
为主要依据来确定断奶时间。当犊牛
连续 3天吃 0.7公斤以上干物质时便可
断奶。犊牛在断奶期间对饲料摄入不

足可造成断奶后的最初几天体重下降，
无论在哪一月龄断奶这一体重下降都
会发生，属正常现象。小牛断奶后10天
应放养在单独的畜栏内，直到小牛没有
吃奶要求为止。

五、加强常见病的防治
1、犊牛脐带炎
脐带炎是由于助产时脐带不消毒

或消毒不严、饲养管理不当而致使脐带
感染细菌而发炎。预防措施：①做好脐
带的处理和严格消毒；②保持良好的卫
生环境，运动场、圈舍定期用 2%火碱消
毒；③及时清除粪便，勤换垫草。

2、犊牛肺炎
多由感冒转化而来，也可能原发于

细菌性感染，如肺炎双球菌、链球菌性
肺炎等，应注意早期诊断并及时采用抗
菌素进行治疗。

3、犊牛腹泻
犊牛腹泻的病因有两点：一是由病

原微生物引起的腹泻，如大肠杆菌病、
伤寒、病毒性肠炎、犊牛球虫病等；二是
营养性腹泻，主要由饲喂不当引起，如
饲喂冰冷的奶，饲喂变质的坏奶，饲槽
不洁等。

对腹泻的犊牛首先减少全乳喂量，
减少或停用代乳品、开食料，使消化道
得以调整。治疗可在饮水中添加适量
的小苏打、食盐、氯化钾、维生素。若病
情较重，可肌肉注射腹泻一针康（主要
成分：穿心莲，剂量为 0.1 毫升/公斤体
重），同时配合乳酶生或益生素，也可用
乳酸菌素片。若犊牛严重脱水、不食、
精神萎靡，必须进行强心补液，防止酸
中毒。

尽管在奶牛营养方面取得了许多
进展，但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其
中一个挑战是确保围产期奶牛有足够
的干物质摄入量（DMI），以优化泌乳早
期奶牛的健康和产奶量，以及随后的繁
殖成功。

大量证据表明，奶牛在产犊前后的
DMI以及随后的健康和产量与脂肪动
员、炎症和应激有关。具体来说，炎症
条件和体脂过度动员已被证明与泌乳
早期采食量的减少有关。此外，在产犊
前和之后的几周内，奶牛的DMI可能会
由于各种应激因素而降低。

应激还会产生应激激素，如皮质
醇，这可能对免疫和繁殖性能产生直接
的负面影响。此外，奶牛的长期应激与
更大的慢性全身性炎症风险相关，这反
过来又会增加感染和代谢性疾病的风
险，损害繁殖性能，降低产奶量。

虽然研究仍在继续，以了解这些影
响因素的起源，以及是什么导致了这些

因素。但很明显，在围产期间保持高且
一致的DMI对于最小化问题的风险很
重要。此外，已知行为和生理应激源对
DMI有负面影响。因此，认识到可能影
响围产期奶牛DMI、行为和繁殖性能的
应激因素是很重要的。

奶牛在围产期可能面临的常见应
激包括：

热应激：高温可能导致奶牛热应
激，提高其体温和呼吸频率。热应激的
这些生理效应与DMI降低和随后的产
量降低有关。DMI的下降可能部分与
热应激奶牛以改变行为应对热应激有
关。

具体来说，也是最常见的，热应激
奶牛会减少反刍时间以及每个食团的
咀嚼次数。这种行为改变可能会影响
瘤胃功能，特别是总消化率和瘤胃流通
速率，导致采食的欲望降低，从而降低
DMI。

为减少热应激造成的生产损失，应

为奶牛提供有效的降温措施。已经证
明，泌乳奶牛采取降温措施可以改善采
食时间、反刍时间和DMI，这可能会有
助于更高的产奶量。

此外，干奶牛采取降温措施也同样
重要。为干奶牛提供降温（在整个干奶
期）可以提高其DMI和随后泌乳期的产
奶量。有趣的是，干奶牛降温带来的积
极影响不仅会影响奶牛本身，还会影响
其子宫内后代的未来生产潜力。

过度拥挤：由于过度拥挤，无法优
先获得高品质的资源，包括饲喂槽和躺
卧区，可能会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竞
争，并给奶牛带来更大的应激。饲喂槽
采食空间不足会导致奶牛经历更多的
采食竞争，减少采食时间，增加每次的
采食量和采食速率。这些影响可能会
导致奶牛的采食量减少、瘤胃功能不佳
和饲料转化效率降低。由于过度拥挤
而导致的躺卧空间不足，会减少奶牛每
天的躺卧时间，增加不活动站立时间。

这些影响可能与减少奶牛的反刍时间
有关，尤其是在躺着的时候。

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最近的研究结
果显示，奶牛躺卧时反刍时间的减少，
会影响其DMI。众多研究结果证明，降
低围产阶段奶牛的饲养密度，可以增加
其DMI和躺卧时间，改善免疫标记物，
并降低泌乳早期时能量负平衡的风
险。因此，通过降低饲养密度来减少奶
牛的竞争应激，对于围产前期和新产阶
段都是极其重要的。

转群：围产期奶牛的一个重要的、
潜在的应激源是转群的频次和时机。
众所周知，每当一头奶牛被转移到一个
新的牛群时，它就会破坏群体的社会结
构，并对被转移的个体产生特定的负面
影响。

研究表明，自牛只进入牛群后的三
天内，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争夺饲
料的竞争加剧、更高的采食速率以及反
刍时间、DMI和产奶量的减少。研究结

果还表明，头胎牛比经产牛更易受到转
群重组的影响，尤其是刚产犊后。

设计系统以减少转群的次数，特别
是在产犊前和产犊后，对减少潜在的
负面影响很重要。此外，研究还表明，
通过减少饲养密度或成对成群的转
群，可以减少转群应激，尤其是头胎
牛。

牛群组成：舍内牛群的胎次情况是
另一个潜在的应激源，尤其是产犊前
后。研究结果显示，头胎牛和经产牛的
行为存在一些差异。特别是与成年牛
混养时，头胎牛被从采食槽竞争替换的
次数更多，其躺卧时间会降低。

鉴于这种情况，将头胎牛和成母牛
分开饲养是有好处的。通过各种研究
已经证明，与成母牛分开饲养的头胎牛
有更高的采食时间、DMI和产奶量，体
况损失和酮病发病率更低。

根据这些数据，建议将头胎牛和成
母牛分开饲养，无论是在产犊之前还是

在泌乳早期，以确保头胎牛的最佳健康
和产奶量。然而，由于畜群规模和设施
设计的限制，这并不总是可能的。对于
那些不能分开饲养的畜群，重要的是提
供足够的躺卧、采食和饮水空间。

蹄病：在奶牛中，蹄病通常是由蹄
子受伤或感染引起疼痛的表现。人们
普遍认为蹄病是奶牛应激和疼痛的来
源。可能与此相关的是，蹄病奶牛的采
食时间和DMI会减少。

围产期奶牛蹄病尤其令人不安。
瘸腿的牛，特别是在干奶时期，患围产
期常规疾病的风险更大。蹄病的一个
风险因素是体况不佳和/或体况过度损
失。因此，围产期蹄病不仅降低其
DMI，还会增加产后的健康风险。因此，
应尽一切努力来降低蹄病的风险，包括
但不限于适当的蹄部护理，尽量减少不
必要的站立，改善营养管理，特别是在
干奶期。

（养牛派）

□安永福

高产奶牛在产后的泌乳高峰期由
于受到各种应激，导致繁殖率下降，母
牛产犊间隔延长，不仅增加了饲养管理
及配种费用，也减少产犊数，影响奶牛
终生产奶量和经济效益。因此，高效的
繁殖效率已成为确保奶牛终生产奶量
和经济效益的关键。现介绍提高经产
奶牛繁殖率的综合措施。

一、加强饲养管理
1、注意营养平衡 在奶牛产前、产后

的饲养管理中，蛋白质与能量不足均可
导致子宫复旧延迟，继发子宫炎症，可
造成卵巢机能不全。维生素A和维生

素 E不足、微量元素缺乏，可造成母牛
长期不发情或发情无规律、不排卵、受
精卵着床困难、胚胎早期死亡等。粗纤
维不足除可导致代谢病以外，还可造成
胎衣不下等产科疾病。因此，饲养者应
根据奶牛生理特点和生长阶段要求，按
照常用饲料营养成分和饲养标准配制
饲粮，精青粗合理搭配，实行科学饲养，
保持奶牛 3—3.5分的体况评分，最好采
用 TMR饲喂方式，能有效提高繁殖性
能。

2、围产期要精心管理 围产期是牛
群生产力和收益的关键控制点。处于
围产期的牛喜卧懒动，产道常流出各种
黏液，极易受细菌感染，造成子宫炎
症。饲养员应每天在运动场缓慢驱赶

牛运动 2次，每次 1小时。围产期奶牛
舍要有良好的卫生环境，适当而有序的
管理手段，保持奶牛拥有健康的体质和
继续生产的能力。分娩时严格消毒产
房和牛体后躯，以自然分娩为主。

二、减少繁殖障碍
奶牛的繁殖障碍包括暂时性或永

久性不孕症，主要有慢性子宫炎、隐性
子宫内膜炎、慢性子宫颈炎、卵巢机能
不全、持久黄体、卵巢囊肿、排卵延迟、
繁殖免疫障碍、营养负平衡引起生殖系
统机能复旧延迟等，高产奶牛更为普
遍。

减少繁殖障碍的主要方法是实行
产后监控。即从分娩开始至产后 60天

之内，通过观察、检测（查）、化验等方
法，对母牛实施以生殖器为重点，以产
科疾病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系统监控，可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处理，治疗母牛生
殖系统疾病或繁殖障碍，促进产后母牛
生殖机能尽快恢复。

对奶牛的繁殖机能障碍要积极治
疗。对于异常发情、产后50天不发情的
奶牛，应请兽医进行系统检查，确诊患
有子宫、卵巢等实质器官疾病时，应及
时治疗并作好病史记载，跟踪检查。

三、提高发情检测率和配种率
发情检测是奶牛饲养管理中的重

要内容，坚持每天早中晚三次发情观
察，可显著提高母牛发情检测率。其方

法主要有人工观察法、直肠检查法、电
脑计步法等，可采用多种方法并用，检
测率更高更准确。

奶牛出现不发情或乏情多数与营
养有关，应及时调整母牛的营养水平和
饲养管理措施。对因繁殖障碍引起的
不发情或乏情母牛，可采用孕马血清促
性腺激素（PM SG）、氯前列烯醇、三合激
素等激素进行催情，能收到良好效果。
可用兽用B超仪对母牛进行早期妊娠诊
断，一般配种后28—30天可确诊是否妊
娠。对未孕母牛下一情期要及时配种。

四、使用优质冻精适时配种
应保证所选公牛具备良好的繁殖

性能，其冻精符合国家标准，保证配种

所用冻精的安全性和优质性。直肠把
握输精法是奶牛配种最常用的方法，必
须严格按照输精操作技术规程，适时而
准确地把一定量的精液输到发情母牛
子宫内的适当部位，避免生殖道损伤和
感染。

奶牛发情持续时间短，排卵出现在
发情结束后，准确地把握配种良机，能
大大提高受胎率。可通过母牛以下表
现判断最佳输精时间：母牛发情开始减
弱即由不安转向平静；外阴肿胀开始消
失，黏膜颜色由潮红变成粉红或带有紫
青色；黏液由多到少，呈黏稠微浑浊状，
拇指和食指间蘸起的黏液可牵拉 7—8
次不断；直肠检查卵泡直径在 1.5厘米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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