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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贮饲料的制作技术要点

适时收割 青贮原料的适时
收割，可以获得最大营养物质产
量，水分和可溶性化合物含量适
当，有利于乳酸菌的发酵，易于
制成优质的青贮饲料。最佳收
割期豆科牧草青贮如苜蓿为现
蕾期至初花期，禾本科牧草如玉
米在乳熟后期至蜡熟初期。

原料切铡 青贮原料切铡长
短的适宜度与饲料品种有关，一
般细茎牧草切碎长度以 7—8厘
米为宜。而玉米、高粱等茎秆粗
的作物以 1.5—3厘米为宜。青
贮原料切铡时会有汁液渗出，这
种汁液含糖量高，使之分布均
匀，这是优质发酵的重要条件。
另外青贮原料的切铡使装填紧
密，有利于空气的排出，抑制植
物细胞呼吸作用，乳酸形成快，
有利于青贮制作。

水分调节 青贮原料的水分
含量以 65%—75%为宜。水分
含量过高，不利于乳酸菌的繁
殖，还会造成养分流失。水分过
少，青贮时难以踩实压紧，造成

好氧性微生物大量繁殖，易引起
发霉。将切碎的青贮原料用手
握住，若手指湿润但无水滴出
现，其水分含量适宜。

装填压实 青贮原料逐层平
摊装填，每层 15—20厘米，装入
后压实，排出空气。青贮原料压
得越紧实，窖内空气排出越彻
底，其质量越好。装填时饲料的
上部要高出窖上缘 60 厘米，以
保证青贮饲料发酵完成后，青贮
层还能稍高于窖内上缘，窖顶呈
圆馒头形或屋脊形，以利于排
水。

窖口密封 青贮原料装满
后，在原料上面覆盖塑料薄膜，
最后覆盖 40—50 厘米厚的土。
要特别注意窖口四周的密封，如
果密封不严，进入空气或雨水，
腐败菌、真菌即可大量繁殖，导
致青贮失败。青贮饲料封窖后，
要加强管理，及时修复顶部裂
缝，以防空气进入而影响青贮效
果。

（中国农业信息网）

粗饲料的氨化技术

粗饲料的氨化处理是指用
液氨、氨水或能产氨的尿素、碳
酸氢铵或人畜尿液处理秸秆的
方法。

1、材料准备：新鲜的麦秸、
含氮量15%—17%的氨水及无毒
乙烯薄膜等。

2、堆垛：在干燥向阳的平整
地上挖一个半径1米、深0.3米的
锅底形圆坑，把聚乙烯塑料薄膜
铺在坑内，薄膜外延圆坑 0.5—
0.7米，再把切碎的小麦秸秆铺在
薄膜上，打成圆形垛，垛高可以
到 1.5—2.0米，也可以根据处理
秸秆的多少而定。

3、注氨：根据计算出秸秆的
质量，计算出注氨量并注入氨
水，首先测出秸秆的密度，一般
情况下新切碎的风干秸秆的平
均密度为每立方 55 公斤，陈旧
麦秸秆每立方 79 公斤，陈旧玉
米秸秆每立方 99公斤，然后，参
考秸秆垛的平均密度，再乘以秸

秆垛的体积，即为该垛的质量。
最后，根据秸秆垛的质量和每千
克秸秆加氨水 10—12公斤的比
例，计算出某秸秆垛应注入的氨
量。

4、封垛：打好垛且注完氨
后，用另一块塑料薄膜盖在垛
上，并同下面的薄膜重合折叠
好，用泥土压紧、封严，防止漏
气，最后用绳子捆好，压上重物。

5、成熟后开垛检查质量：密
封后夏季经过1—2周，春秋季节
经过 2—3周，冬季 4—8周，氨化
即可完成。此时开垛检查质量：
手感柔软、有潮湿感，色泽呈黄
褐色，有氨气溢出的为品质良好
的氨化秸秆；如果色泽黄白、氨
气微弱，可能是漏气、含水不足、
时间不够、温度过低等原因造成
的氨化不成熟；如有褐色、棕黑
色、发灰、发粘，有霉味，则说明
秸秆已变质。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

奶牛秋季配种需“四抓”

秋季天气凉爽、牧草丰收、
饲料充足，公牛精力旺盛，母牛
发情周期短，持续时间长，是配
种的黄金时节。因此，建议养牛
户应抓住时机，及时给母牛配
种。笔者将这一时期的管理措
施概括为“四抓”：

1、抓秋膘 配种期到来之
前，适龄母牛应具有中等体况，
过肥或偏瘦均不利于配种。对
于较差的牛可适当调整配合饲
料的配比，主要是增加营养和提
高补饲次数，饲喂充足的牧草，
使母牛在短期内发情配种。但
需注意的是，平时一定做好营养
的平衡，谨防因蛋白质和能量饲
料的摄入量过多造成的过度肥
胖，以免影响配种质量。

2、抓催情 为了确保母牛能
够在最佳的受孕季节发情，提高
受胎率，对于久不发情的母牛可
适当地采取催情措施。①用发
情公牛追逐不发情母牛，诱导母
牛发情。②对不发情的经产母
牛，进行雌性激素注射，可用乙
烯雌酚 25—35 毫克、二酚乙烷
40—60毫克或三合液素3—5克，
注射后母牛即可发情配种。③
中药催情，具体方法是：益母草
30克、南瓜叶 24克、红花 15克，
煎水给牛灌服，母牛即可发情配
种怀孕。

3、抓配种 母牛发情后，常

见食欲减少、兴奋不安，互相爬
跨，常作排尿姿势，尿量少、阴户
潮红、充血肿胀，微开，常伴有白
色半透明状的黏液流出，此时触
摸牛的臀部，牛尾高翘，安静不
动，两后肢张开作交配动作。之
后食欲逐渐恢复，性欲减退，外
阴肿胀逐渐消退，黏液少而稠，
作直肠检查，发情正处于卵泡成
熟期或排卵期，此时最适宜给母
牛配种或输精。人工授精是提
高母牛受胎率的重要技术，特别
是直肠把握法效果更好。操作
时将输精管平插入子宫颈内 5—
7厘米，然后慢慢注入精液，输精
完毕后将输精管慢慢拉出，以防
损伤母牛阴道或精液外流。

4、抓管护 ①配种后 2小时
内不要让母牛进行剧烈的运动，
避免饮水或吃食过饱。②配种
后15天内夜间进行补料，加喂麸
皮 1—1.5公斤，给予含有少量食
盐的清洁饮水，促进受精卵着
床。③母牛怀孕期间，供给含蛋
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丰富的饲
料，以适应母牛生长以及胎儿、
胎盘、子宫体发育增长的需要。
④严禁投喂发霉、冰冻、有毒和
酸度过大的饲料，以防肠炎、流
产、弱胎或死胎。谨防因过度惊
吓、冲撞等外界因素的干扰造成
的流产。

（李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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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日粮营养物质的需要量奶牛日粮营养物质的需要量

为了维持奶牛正常的健康、泌乳
和繁殖性能，必须向细胞提供必需的
营养物质。不过，不能仅仅因为某种
营养元素是必需的，就意味着可以确
定其特定的需要量。

然而，某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对生
产和动物健康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它
们可能不是日粮中必需的一部分。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科学
院（NASEM）委员会估计了对常量矿物
质和微量矿物质的需求。其中，日粮
碘、锰、硒和维生素A、D和E的需要量
被称为“充足摄入量”，而不是必需摄
入量。

充足摄入量（AI）是根据 NASEM
委员会获得的有限数据，确定每天应
该摄入的营养量。当一种矿物质或维
生素是必需的，并且在牛群中观察到
缺乏迹象时，就建议采用充足摄入量，
但数据不足以精确地定义具体需要多
少。

在奶牛中已经观察到维生素 E缺
乏的迹象，一些研究表明，每天给干奶
牛补充约 1,000 国际单位（IU）的维生
素 E可以降低泌乳期早期某些疾病的
发病率。根据这项研究，委员会将干

奶牛维生素 E 的需要量设定为每天
1000IU 左右。然而，也许 500IU/天可
能就足够了，或者 2000IU/天可能更
好。但根据现有数据，委员会只知道
1000IU/天是有益的。对于日粮配方，营
养学家应该将AI与需要量同等对待。

新陈代谢
有些矿物质和维生素是代谢所必

需的，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日粮所必
需的。因为这些营养物质通常不需要
在日粮中添加，也没有观察到奶牛有
缺乏的临床迹象。这些营养物质包括
生物素、胆碱和铬等。在新版 NASEM
中，并没有定义这些营养素的需要量
或 AI，而是讨论了奶牛对这些营养素
摄入量增加的潜在反应。

胆碱是细胞膜的基本成分，是肝
脏中脂肪运输所必需的，也是许多代
谢反应中所需要的甲基的来源。奶牛
可以合成胆碱，所以不需要在日粮中
添加来预防临床缺乏。

然而，研究分析显示，在日粮中添
加瘤胃保护性胆碱是有益的。在这些
试验的基础上，在妊娠后期和哺乳期
早期饲喂（约 13 克胆碱）瘤胃保护胆

碱——大多数试验是在产犊前几周开
始，直至产后约 60天停止——预计每
日产奶量将增加约 1.35—1.8千克/天，
乳脂增加约 0.09 千克，乳蛋白增加约
0.14 千 克 ，干 物 质 采 食 量 增 加 约
0.45—0.68千克。

关于健康影响的数据不太清楚，
但一些研究表明，在围产过渡时期补
充瘤胃保护胆碱会减少健康问题。结
论是，即使NASEM没有建立胆碱的需
求量或 AI，胆碱仍然对过渡和泌乳早
期是有利的。

生物素是一种 B 族维生素，也是
几种重要酶的辅助因子，包括那些与
氨基酸和脂肪酸代谢以及葡萄糖合成
有关的酶。它也参与基因调控，且必
须在小肠被吸收。由于瘤胃细菌可以
合成，因此不需要在日粮中添加以防
止临床缺乏。

尽管如此，大多数研究报告称，在
泌乳期的不同阶段添加约 20 毫克/天
的生物素，可以提高奶牛的产奶量和
乳成分产量。根据两项分析的结果，
产奶量、乳脂和乳蛋白产量的平均预
期日增幅分别约为 1.58 千克、0.18 千
克和 0.03 千克，干物质采食量预计每
天增加约 0.59千克。

补充生物素还能改善肢蹄健康，
包括减少白线病、蹄底病变和跛足，这
些效果的机制尚不清楚。

在饲喂生物素的最初几天，奶牛的
生产性能就会有所反应，但蹄部健康的
改善需要几周或几个月后才能观察到。

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蹄部健康，
生物素应在整个泌乳期和干奶期持续
饲喂。NASEM 委员会没有估计生物
素的 AI或需求量，因为临床缺乏现象
不常见，但额外补充生物素通常会带
来积极的和有益的影响。

潜在的积极影响
虽然铬是日粮必需的矿物质，但

在奶牛饲养中尚未观察到临床缺乏迹
象。这可能意味着铬的基础浓度足以

满足要求，或者缺乏的临床症状太细
微或太普遍，不能直接归咎于铬的缺
乏。我们对基础日粮中铬的摄入量知
之甚少，因为精确测量饲料中的铬极
其困难，大多数商业实验室无法提供
这种专业设备。

在奶牛日粮中添加不同来源的铬
可以提高产奶量和乳成分，改善采食
量，添加了各种来源的铬后，产奶量、
乳脂和乳蛋白的每日增加量平均分别
约为 1.35千克、0.07千克和 0.04千克。

奶牛生产性能对铬的反应的一个
合理解释是铬对胰岛素代谢的影响。
在细胞中，铬是一些小化合物的基本
成分，它能提高胰岛素敏感性。这可
以提高肝脏的葡萄糖合成，并将更多
的营养物质分配至乳腺。

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妊娠后期开始
饲喂，直至产后两个月时停止。铬是
否会影响泌乳后期的产奶量尚不清
楚。不同的试验添加量不同，但大多
数在 4—10 毫克/天之间。在美国，日
粮铬的允许来源是丙酸铬，最大添加
量为 0.5ppm。

奶牛补充铬还可以改善免疫功
能，降低疾病发病率，可能与铬会降低
血液循环中皮质醇浓度有关。然而，
铬对皮质醇的作用模式尚不清楚，但
培养细胞的研究发现，大量的铬可能
会抑制肾上腺合成皮质醇。这表明，
补充铬的作用可能不是弥补铬缺乏，
而是有所谓的超营养作用。

有限的数据也表明，补充铬可能
有助于缓解热应激。与胆碱和生物素
一样，NASEM委员会并没有确定铬的
需求量或AI，但补充铬，特别是在过渡
期和泌乳早期，通常会带来积极和有
益的影响。

虽然补充某些营养素往往有积极
的效果，但没有确定这些营养素的需
求量。与饲料添加剂一样，营养学家
应该开展评估这些营养素的试验，以
确定它们的牧场是否需要添加。

（养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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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叶草提取物获批准为脲酶抑制剂新饲料添加剂红三叶草提取物获批准为脲酶抑制剂新饲料添加剂
□雷少斐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第692
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牵头，联合湖南菲托葳植物资源
有限公司和中优乳奶业研究院（天津）
有限公司研发的“红三叶草提取物（有
效成分为刺芒柄花素、鹰嘴豆芽素A）”
获批准为新饲料添加剂产品。

红三叶草提取物是以红三叶草为
原料，经醇提、浓缩、脱脂、精制、沉淀
和干燥等工艺制得的以刺芒柄花素和
鹰嘴豆芽素A为有效成分的饲料添加
剂，用于育成期奶牛和成年奶牛饲料，
具有抑制瘤胃微生物脲酶活性、抑制
瘤胃氨氮释放速度和提高氮利用率的
功能。该产品在添加尿素的日粮中应
用效果突出，在提高反刍动物生产性
能和豆粕减量替代方面具有巨大潜
力。

对于牛羊等反刍动物而言，尿素是
重要的非蛋白氮饲料。2012年欧洲食
品安全局发布研究报告中明确，尿素
（每天不超过 0.3 克/千克体重）对动物
和人体均没有安全性风险。美国和欧
盟等奶业发达国家奶牛日粮配方中，尿
素推荐添加量为不超过全混合日粮干
物质采食量的 1%，约 200克/牛/天。经

调研文献，国外 53个奶牛日粮配方中，
尿素的平均添加量为 160克/牛/天。国
际上已经把尿素饲料作为牛羊等反刍
动物重要的氮源营养素，在健康养殖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测算，我国每年尿
素需求量为 350万吨，氮替代量相当于
2377万吨豆粕，替代效果非常可观，是
实现“豆粕减量、节本增效”目标的重要
突破口。

但是，在我国日粮结构模式下，尿
素利用率偏低，“想加而不敢加”的问题
突出。在瘤胃内，微生物脲酶是催化尿
素分解的唯一酶，脲酶活性过高导致尿
素分解过快，无法被微生物及时利用合
成优质的微生物蛋白，而被吸收进血并
以尿素形式排放体外，容易造成氮浪费
和氨中毒。因此，适当抑制脲酶活性，
有助于提高尿素氮利用效率，促进微生
物蛋白合成和乳蛋白前体物有效供
给。脲酶抑制剂则是降低尿素分解速
度的有效产品。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
究所奶业创新团队潜心研究尿素氮高
效利用三十年，坚持“基础理论研究驱
动产品创制开发”的科学思想，以“尿素
分解菌与脲酶多样性基础—优势脲酶
鉴定与结构解析—脲酶抑制剂筛选与
生产”为主线，开展了系统性研究。该

团队优化从红三叶草中提取鹰嘴豆芽
素A和刺芒柄花素的工艺，有效成分含
量达 20%以上；经第三方机构奶牛饲养
试验评价，红三叶草提取物产品显著抑
制奶牛瘤胃脲酶活性，降低瘤胃氨氮释
放速度 37.4%以上，提高氮利用效率
12.8%以上，提高产奶量 9.6%以上。红
三叶草提取物产品实现工业化生产，在
江苏、浙江和甘肃等地开展示范应用，
显著降低奶牛豆粕用量，提高尿素氮利

用率和产奶性能。
红三叶草提取物新饲料添加剂

品种的成功应用，标志着反刍动物脲
酶抑制剂创制实现了从化学合成品
到植物天然产物的跨越，更加安全、
绿色、高效。新一代植物提取物瘤胃
脲酶抑制剂将为尿素高效利用提供
强有力支撑，对于助力国家豆粕减量
替代和提高养殖效益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

■■红三叶草红三叶草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近期，华北、东北和沿海等地出现
强降雨、台风、洪涝等灾害，8、9月份仍
是自然灾害的多发频发期，畜牧业正常
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动物疫情发生和传
播风险增加。为有效应对灾害天气影
响，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稳定畜牧
业生产，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提出以
下技术和工作措施。

一、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和物资储
备。加强重大天气变化预判预警，充分
利用广播电视、短信微信、乡村大喇叭
等手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防灾减灾
技术措施。提前组织对畜禽养殖场进
行全面安全检查，及时修补加固养殖建
筑设施漏水、不牢部位。重点防范丘陵
山区山体滑坡和低洼地区雨水倒灌灾
害，必要时提前将畜禽转移至安全场所
饲养。指导养殖场（户）贮备一定量的
饲草饲料、药品及防洪设备等物资，确
保应急物资储备充足。主动加强与气
象、交通、保险等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共

同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二、强化灾后畜禽饲养管理。受灾
的养殖场（户），要及时做好清理淤泥
杂物，修复加固养殖圈舍。关注灾后
水源地、饮水井和饮水管线卫生状况，
按要求开展饮水消毒，确保饮水质量
安全。饲料饲喂前应仔细检查，不用
霉变饲料饲喂畜禽，防止中毒。做好
饲料营养调控，适当添加一些多维、电
解质等抗应激剂及免疫增强剂，减少
应激反应。

三、全面落实消毒防疫措施。结合
“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建立健全灾
后动物防疫消毒制度和操作技术规程，
强化工作条件保障，扎实推进灾后消毒
工作。根据消毒对象，科学选择消毒药
品，突出抓好灾区畜禽圈舍、屠宰场
点、病死畜禽中转场所、无害化处理
场、畜禽交易市场等重点场所的消毒工
作，严防动物疫情传播，确保“大灾之

后无大疫”。

四、抓好动物疫病防治。充分发挥
分片包村排查工作机制作用，加强灾区
动物疫病监测排查。发现畜禽发病和
死亡的，要及时报告、及时处置。毫不
松懈抓好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组织做
好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动物
疫病以及布鲁氏菌病、炭疽等重点人畜
共患病的动物免疫工作。结合春防检
查评估结果，对免疫抗体水平不达标或
较低的畜禽场群及时开展补免，筑牢动
物防疫屏障。

五、做好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及
时打捞收集死亡畜禽，严格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养殖场（户）主
体责任，积极联合当地村民，组成打捞
队伍，全域及时打捞收集，确保无死亡
畜禽漂浮。加强死亡畜禽的运输管理，
死亡畜禽运输车辆应防水、防渗、耐腐
蚀、易清洗消毒，运输过程中要尽量避

免经过人口聚居区、畜禽养殖密集区。
要严格做好死亡畜禽的无害化处理，按
照农业农村部《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
处理技术规范》要求规范处理，尽可能
选择无害化处理场集中处理，优先采用
化制等方法，确因条件无法满足的，要
合理选择深埋地点，规范做好养殖场地
及深埋点消杀工作，严防病原外溢和污
染环境。不得买卖、加工、随意弃置因
灾死亡畜禽。

六、加强畜产品产销衔接。针对灾
后可能出现的饲草料等投入品及出栏
畜禽调运困难，及时发布供求和价格信
息，指导做好产销衔接，畅通运输和销
售渠道。组织协调附近种畜禽生产企
业与养殖场户对接，保障补栏仔畜雏禽
供应。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门，优先保
证饲草料、兽药、种畜禽、仔畜雏禽物流
畅通，维护畜牧业正常生产秩序，保证
市场有效供应。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