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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
管家

奶牛场冬季管理要点

随着季节性变化，奶牛在冬
季因气温下降，免疫能力会有所
降低，采食的日粮能量部分转换
为抵抗温度的能耗，冷应激对高
产奶牛和犊牛影响较大，传染性
疾病会相应增加，预防疾病的难
度加大。

奶牛冬季易发传染性疾病
主要有：

口蹄疫、冬痢、支原体、IBR、
BVDV、梭菌病、巴氏杆菌病、副
流感、犊牛冠状病毒和轮状病
毒、犊牛大肠杆菌等。

奶牛冬季易发常见病主要
有：

胎衣不下、乳头冻伤、感冒、
压迫性血乳等。

管理要点：
1、根据冬季传染性疾病传播

特点，牧场需要实行自我封闭式管
理，谢绝一切外来参观访问等活
动，加强牧场周边疫情的舆情监
控，进入厂区的车辆和必须入场人
员一律严格消毒后方可进入，严禁
携带共患疾病动物生熟食品入场。

2、对于冬季易发传染性疾
病，按照奶牛场免疫程序严格进
行相关免疫，必要时采样进行抗
体监测，不达标的奶牛群，需要
及时加强免疫。

3、奶牛场生产区，应使用长
效抗病原微生物消毒剂进行定
期消毒，喷洒药物需要考虑结冰
问题，不能对奶牛乳房及身体造

成损伤。
工作重点：
1、做好防寒保暖工作，奶

厅、带刮粪板牛舍、产房、犊牛舍
等为重点防寒保暖区域，尤其做
好防寒与通风的关系，既保障通
风，又保障保暖，饮水保温等。

2、做好防滑措施，挤奶通
道、待挤区、采食通道、易结冰地
段为重点防护区域，可以使用防
滑橡胶垫等防护。

3、做好设备设施防寒保暖
工作，TMR日粮加工中机械保暖
问题，青贮保暖问题、日粮制作
中加水结冰问题等等，需要加强
保护措施。

4、北方低温雨雪多的区域
牧场，做好防雪灾工作。

5、做好人员的防护保暖工
作，挤奶厅、日粮制作、兽医、配
种员等舍内外操作人员的保暖
工作需要特别关注。

6、进入冬季，牧场需要进行
年底的各项总结工作，包括牛群
增长规划、牛群更新规划；繁殖
规划、下年度预产规划；财务核
算、集体财产收支规划等。

7、冬季是防火、防盗的主要
阶段，尤其重要的是草料安全。

8、根据冬季特点，牧场需要
加强交通运输、工人上下班交
通、工人现场机械操作安全等方
面的管理工作，雨雪天气时期更
为明显。 （杭孝）

奶牛转群往往会减少牛奶
产量，但超过饲料成本的收入可
能是更重要的监测指标。当奶
牛转入不同的泌乳舍时，中性洗
涤纤维可能比粗蛋白质更需要
平衡和监测。

奶农必须不断评估他们的
业务，以限制经济损失并确保利
润，包括考虑当前的饲养管理策
略，其目标是满足所有奶牛所需
的营养但又不过量。

特别是在目前饲料价格高
企的情况下，相比只采用一种泌
乳牛日粮，采用多种更有益。在
采用这种策略的奶牛场，我经常
看到泌乳牛分为四个群体：新产
牛、高产牛、头胎和低产。

泌乳早期的奶牛通常会对
氨基酸均衡、脂肪含量高、含有
经过验证的饲料添加剂的高质
量日粮做出有益的反应。另一
方面，泌乳后期的奶牛只需要基
本的日粮就能满足其泌乳需要，
它们支撑产奶量所需的营养物
质更少，瘤胃发酵可以提供更高
比例的蛋白质和能量需求。牛
群分组有助于减少泌乳早期的
体况损失和泌乳后期的体况增
加，提高饲料转化效率，改善过
渡牛只的健康和繁殖性能。

转群
经常听到奶农抱怨奶牛在

牛舍之间转群时，产奶量会下
降。

然而，通过谨慎的日粮平衡
和小心转群，奶牛从高产舍转入
低产舍时，通常可以控制产量损
失。除了限制过度拥挤、一次同
时移动多头牛、避免在采食高峰
时转群之外，其他对社交的负面
影响几乎无能为力。

一般来说，对于低产量的
日粮，我尽量让日粮蛋白支持
的产奶量高于牛舍平均水平。
例如，如果牛舍平均产奶量为
每天约 31.5 千克，我就需要确
保日粮有足够的蛋白质来支持
约 33.75—36 千 克/天 的 产 奶
量。相比先前的日粮，我也尽
量不让日粮的中性洗涤纤维
（NDF，%DM）的含量提高太多，
因为我不希望这种变化减少牛
只的干物质摄入量。

来自西班牙的知名研究人
员Alex Bach最近发表了一篇科
学文章，其研究了转群对奶牛产
奶 量 和 收 入 超 过 饲 料 成 本
（IOFC）的影响，共涉及了2142头
奶牛，在三个不同的奶牛场进
行，转群决定由牧场经理独立决
策，所有的奶牛都是从更昂贵、
营养丰富的日粮转变为更便宜
的日粮。记录奶牛每次转群前
后21天的日产奶量和体重，平均
而言，奶牛转群后的产奶量低于
研究人员根据转群前的产奶量
和泌乳天数（DIM）预测的产奶
量。换句话说，由于奶牛转群，
产量通常会下降。然而，平均而
言，由于奶牛采食的饲料价格较
低，IOFC得到了改善。

我最感兴趣的是日粮因素
如何影响奶牛的泌乳反应。奶
牛转群后 IOFC减少和牛奶损失
最高（每头奶牛每天超过约 1.8
千克）的牛群，其新日粮NDF变
化（超过 3 个百分点）也最大，而
新日粮中较低的日粮粗蛋白质
（CP，%DM）与产奶量或 IOFC的
较大下降却无关。然而，这一观
察结果是有道理的，因为氨基酸
比单纯的蛋白质更能推动产奶
量。

最小化影响
研究发现，当泌乳天数为

197 天的头胎奶牛转入低产舍
时，产奶量没有受到影响。这很
有趣，因为当这些头胎牛与经产
牛混养在一起时，可能会带来额
外的社交压力。研究人员认为，
在转群之前，这些奶牛摄入的营
养物质可能高于其泌乳需要，从
而减少了转群的负面影响。

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回答
关于奶牛转群的所有问题，但它
确实表明，通过使用不同的日粮
可 以 保 持 产 奶 量 ，并 且 改 善
IOFC。如果你正在考虑增加牛
群的转群和日粮改变，请与营养
师一起制定好的策略。除考虑
日粮 NDF和 CP外，还要考虑日
粮 NDF、不可消化 NDF、淀粉和
氨基酸。而且，最重要的是，在
转群的时候，评估一下日粮节省
了多少钱。

（养牛派）

奶牛转群的成本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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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是一个牧场未来的希望，如果
犊牛饲养得好，可提早配种和产犊时
间。犊牛出生后的第一个生长阶段主要
为机体组织细胞的分化和分裂，此阶段
将对其器官功能产生显著和终身的影
响，进而对成年后的生产性能、繁殖能力
和寿命产生影响。

犊牛自动饲喂系统模拟犊牛自然
生长状态下的饮食习性，采用按需喂
养，浓度计量精确控制，过程记录的方
式自动化，可以满足规模化犊牛饲养的
生长需求。该系统可以对早期症状进
行预警，有利于降低工作强度，提高犊
牛养殖效率。本试验的主要目的是研
究犊牛自动饲喂系统对犊牛生长发育
的影响，为其在犊牛养殖中的应用提供
参考。

材料与方法
1、试验设计
本试验在四川省阳平种牛场进行，

试验牛只为西门塔尔种用牛。从 2020
年1月1日开始进行犊牛人工饲喂和机
械自动饲喂对比试验，全自动犊牛饲喂
系统由北京奥耐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选取同一试验时间段出生的3日龄
左右健康犊牛，随机分至试验组（使用犊
牛饲喂系统）和对照组（人工饲喂）。试
验至2021年12月31日截止，共获得400
头犊牛试验数据，试验组、对照组每组
200头（公、母各半）。

2、饲喂方式
对选取的已经饲喂常乳的犊牛可以

直接进入试验期，出生0—3天的犊牛饲
喂初乳，具体饲喂方式如表1所示。

3、测定指标
体重、体尺：犊牛分至试验组和对照

组当天进行第一次称重、测量体尺，以后
每 30天测定一次。根据体重数据计算
犊牛日增重；体尺测量数据包括体高、体
斜长、胸围和腹围。

犊牛腹泻情况统计：试用期间每天
关注犊牛的健康状况，统计犊牛腹泻的
发病率。

4、数据统计
运用SPSS20.0 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数据以“mean±std”表示，P＞0.05为差异

不显著，P＜0.05为差异显著，P＜0.01为
差异极显著。

结果与分析
1、自动饲喂系统对犊牛日增重的影

响
自动饲喂系统对犊牛日增重的影响

见表2。由表2可知，试验组在不同阶段
公犊和母犊的日增重均比对照组高，差
异显著。试验组的公犊在使用自动饲喂
系统 0—30 天、30—60 天、60—90 天和
0—90天阶段，日增重比对照组分别高
32.69%（P＜0.05）、28.95%（P＜0.05）、
36.96%（P＜0.05）和 34.25%（P＜0.05）；
同样，试验组母犊在 0—30 天、30—60
天、60—90天和 0—90天这四个阶段日
增重比对照组分别高33.33%（P＜0.05）、
25%（P＜0.05）、24.35%（P＜0.05）和
26.56%（P＜0.05）。

2、自动饲喂系统对犊牛体尺指标的
影响

试验开始时两组犊牛的体尺指标
相近。而在试验 30天、60天、90天以
及 0—90 天与对照组相比，除了腹围
差异不显著，其余几项指标差异均显
著。

体高方面：使用自动饲喂系统 30
天、60天、90天和0—90天犊牛的体高分
别比对照组高14.11%（P＜0.05）、23.99%
（P＜0.05）、18.15%（P＜0.05）和 14.45%
（P＜0.05）。

体斜长方面：使用自动饲喂系统30
天、60天、90天和0—90天犊牛的体斜长
分别比对照组高出 14.38%（P＜0.05）、
18.57%（P＜0.05）、19.05%（P＜0.05）和
14.03%（P＜0.05）。

胸围方面：使用自动饲喂系统 30
天、60天、90天和0—90天犊牛的胸围分
别 比 对 照 组 高 出 14.66%（P＜0.05）、
24.70%（P＜0.05）、13.13%（P＜0.05）和
13.43%（P＜0.05）。

腹围方面：使用自动饲喂系统 30
天、60天、90天和0—90天犊牛的腹围分
别比对照组大 7.55%（P＞0.05）、9.11%
（P＞0.05）、6.58%（P＞0.05）和 6.16%
（P＞0.05），差异均不显著。

3、自动饲喂系统对犊牛腹泻发病率
的影响

试验组腹泻发病率较对照组低
73.33%（P＜0.01），差异极显著。

讨论
1、初生犊牛生长发育特点
犊牛在出生前和出生后的第一周，

器官的生长发育主要体现为细胞分化和
分裂，在这个增长性生长时期，组织器官
细胞会按照不同的生长起点和不同的生
长周期进行分裂，表现为细胞数量增加，
此后组织器官才开始成长，在原有细胞
数量不变的基础上增加了细胞的体积和
重量。因此在出生前和出生后第一周的
生长强度对器官功能会产生显著和终身
的影响。

目前我国常用的犊牛补充生长模式
是通过非常严格的牛奶供应和早期补料
来满足犊牛的营养需要，同时降低饲养
成本。而一些研究已经表明，最初的几
个星期给犊牛密集提供牛奶后，饲料转
化率更高，犊牛在10—14天开始摄入固
体饲料，大约从第8周开始浓缩饲料消耗
量达到并超越牛奶哺乳量。同时，相关
研究表明，在新生命的最初几周采用自
由采食或密集的牛奶喂养将对成年奶牛
的生产、繁殖性能和寿命产生积极影响。

2、犊牛自动饲喂系统对犊牛生长发
育的影响

本试验中除了腹围差异不显著外，
使用自动饲喂系统的试验组公母犊牛不
同阶段的日增重、体高、体斜长以及胸围
均显著高于传统人工饲喂的对照组，充
分说明使用犊牛自动饲喂系统更有利于
犊牛的生长发育。这是由于犊牛自动饲
喂系统模拟自然喂养犊牛饲喂条件，能
够有效地满足其不同生长阶段的生理需
求，对犊牛采取完全自动控制的集中喂
奶，控制喂奶频率，每天可以喂奶3次以
上，且保证喂奶时间随机和时间可控，可
以实现断奶到固体采食期的平稳过渡。

同时，与传统的饲喂技术相比，自动
饲喂系统具有下列优点：节省工作时间，
降低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喂奶频率
灵活、喂奶时间间隔精确；喂奶剂量、浓

度可控，温度适宜；能平衡犊牛个体喂奶
需求差异；能对犊牛喂奶数据进行统计，
并对异常进行预警。基于以上犊牛自动
饲喂系统的优点，有效地促进了犊牛的
生长发育。

3、犊牛自动饲喂系统对犊牛腹泻的
影响

本试验的试验组腹泻发病率为8%，
而传统人工饲喂的对照组发病率为
30%，比试验组高出 73.33%（P＜0.01），
差异极显著。这是由于犊牛自动饲喂系
统模拟自然喂养犊牛饲喂条件，喂奶频
率灵活，喂奶时间间隔精确，喂奶剂量、
浓度可控，温度适宜，同时还能平衡犊牛
个体喂奶需求差异，因此，基本上可以有
效地杜绝因奶温奶量等外在因素导致的
犊牛腹泻，所以与传统饲喂相比，使用自
动饲喂系统的犊牛腹泻发病率将大大降
低。

结论
从本试验条件下进行的饲喂对比试

验结果可知，使用犊牛自动饲喂系统可以
提高犊牛的日增重，从而使犊牛快速增
长。从体尺测量的数据可以看出，使用自
动饲喂系统的犊牛除腹围无显著差异外，
体高、体斜长、胸围等测量的各项值均比
传统人工饲喂组高，差异显著。说明使用
自动饲喂系统的犊牛每天实际摄入并充
分吸收的奶量应该比人工传统饲喂的多，
从而更好地促进了犊牛骨骼较快生长发
育。从犊牛腹泻发病率来看，使用自动饲
喂系统的犊牛腹泻发病率明显降低。这
是源于犊牛自动饲喂系统喂奶频率灵活，
喂奶间隔时间、奶温、奶量等控制得好，使
得奶及饲料的转化率高，犊牛的抵抗力增
强，腹泻发病率降低，利于犊牛更健康地
生长。

（曾伟 邓永强 刘开全 李清 刘建兰
孙思莉 高月蔚 谭雄 李建 向庭清单位：
四川省阳平种牛场）

□杨光

奶牛计步器的使用有效提高了牧场
繁殖效率，但在实际应用中常常会出现
使用不当的情况，导致计步器监测系统
未能发挥最大作用，造成数据传输不及
时，错过最佳配种时间、异常牛只未及时
识别等问题发生。本文阐述计步器的佩
戴、使用和维护的注意事项，旨在让更多
牧场了解并正确使用计步器，从而提高
牧场效益。

计步器佩戴注意事项
计步器分为颈带式计步器和蹄带式

计步器。
佩戴蹄带式计步器时，蹄带松紧要

保持可以插入2—3根手指，以防计步器
太松掉落或太紧引发蹄病。

颈带式计步器重量环在牛颈部下方

处于工作状态。
未佩戴和未开封的计步器要水平放

置，保证计步器不被激活，增加计步器使
用寿命。

每日对新佩戴计步器牛只的计步器
编号和牛只编号登记在册，并及时在系
统中关联；取下的计步器需要及时取消
关联，计步器掉落需及时重新佩戴，避免
漏情。

计步器使用前要测试是否可以正常
工作。蹄带式计步器佩戴时需要注意佩
戴方向，箭头向上计步器处于工作状态、
箭头向下则处于休眠状态，计步器选择
在颈夹或奶厅进行佩戴。

计步器使用注意事项
计步器系统与育种部电脑进行连

接，每日确认发情监测系统正常运行，对
系统显示异常圈舍进行排查。计步器系

统发生断电后数据会失效，发生断电需
及时恢复并重启系统。对配种牛只受胎
率（CR）进行查询，可以确定参配牛只在
此时间段配种受胎率的情况，CR值高表
明此时授精受胎率高，CR值低提示此时
授精太早或太晚，受胎率低。

使用计步器需注意以下情况：
计步器监测发情而牛只并未发情的

可能原因：1、牛只混舍、转舍导致运动量
短时间增加未及时录入系统，这就需要
对牛只是否发情进行判断，根据是否混
群进行相应调整；2、运动场长期未开，开
启后牛只兴奋，运动量增加，需要对异常
活动量时长和发情周期进行检查，可以
增加人工观察频次；3、计步器录入与实
际发情牛只不匹配，检查计步器识别器
与计步器编号是否一致，查看牛计步器
编号进行溯源，并更正；4、牛只患有蹄
病，佩戴计步器侧蹄不断抖动，查找近期
蹄病牛揭发记录，每日兽医巡舍记录蹄
病牛，发情周期内需要特别关注。

人工观察到发情但是计步器未监测
到发情的可能原因：1、发情牛只佩戴了
无关计步器，要查看计步器佩戴记录和
系统绑定是否正确，每日及时录入、更正
计步器编号；2、发情报告启用了转群或
妊检参数，发情牛事件重复，需要排查牛
舍转群、打疫苗或其他应激的活动，更改
参数设置或两日内有应激行为的增加人
工观察发情频次；3、计步器断电或损坏、
计步器佩戴倒置、位置不正确，需要导出
牛只耳号，进行排查，每周对异常计步器
和系统进行保养维护，对相关操作进行

培训；4、发情牛只产后未超过发情报告
设定参数，对照系统信息查看牛只信息
进行确认，未超过发情报告设定参数情
况较多可根据牧场实际调整参数。

计步器维护注意事项
1、蹄带式计步器维护
每日从奶厅和发情检测系统导出显

示计步器异常牛只进行处理，重新佩戴
新的计步器并录入系统。

每周在奶厅对蹄带式计步器进行维
护，清理计步器周围的粪污，保持计步器
良好的信号传递，对蹄带出现开裂或掉
落的牛只及时更换计步器。

掉落或换下的计步器每周清洗，每
季度检查、报修，以保证计步器正常使
用。

头胎牛佩戴计步器后，随着牛只生
长，每胎次更换蹄带。

2、颈带式计步器维护
寻找奶厅和发情检测系统中显示异

常牛只重新佩戴新的计步器并录入系
统。

每周在颈夹或奶厅将计步器扶正，
清理表面粪污，保持最大效能。

颈带磨损严重、颈带较紧的及时揭
发、更换、调整。

总结
正确使用和维护计步器可以使牧场

及时准确地识别奶牛发情，提示适时配
种时间，有效提高发情揭发率和受胎率，
提升牧场的经济效益。

奶牛计步器的佩戴奶牛计步器的佩戴、、使用和维护注意事项使用和维护注意事项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表表22 自动饲喂系统对犊牛日增重的影响自动饲喂系统对犊牛日增重的影响单位单位：：千克千克

▲▲表表11 试验期犊牛的饲喂方式试验期犊牛的饲喂方式单位单位：：千克千克

▲▲颈带式计步器正确佩戴位置颈带式计步器正确佩戴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