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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饲养中的五个“最佳温度”

饮水温度
泌乳奶牛饮水温度：
普通饮水温度：奶牛饮冷水

影响产奶，春季宜将奶牛饮水温
度 维 持 在 9℃ —15℃ ，可 比 饮
0℃—2℃水的奶牛提高产奶率
8.7%；

饮麦麸水温度：奶牛产后
因损失大量水分而感到口渴，
并且体温较低。此时饮温度
高于体温 1℃—2℃的麸皮水代
替饮水，有补充体液、温暖身
体之效。禁止饮用冷水，否则
可引起胎衣滞留及感冒等疾
病。

犊牛饮水温度：
一般饮水温度：犊牛体温比

成年牛高，一般饮水以 35℃—
38℃为宜；

犊牛饮乳温度：犊牛人工哺
乳时，无论初乳或常乳，都应在
加热消毒之后冷却至35℃—37℃
时喂给。

牛舍温度
奶牛耐寒不耐热，但寒冷要

有一定限度，一般奶牛最适宜的
温度为 12℃—14℃，怀孕奶牛与
泌 乳 奶 牛 最 适 宜 的 温 度 为
16℃—20℃；泌乳奶牛舍温高于
24℃或低于-4℃，则产奶量减少；
犊牛最适宜的温度为 35℃—
38℃。

擦洗乳房水的温度
奶牛每次挤奶前，需用干毛

巾蘸 45℃—50℃的温水浸湿，全
面擦洗乳房、乳头，随后按摩乳
房。1—2分钟后，即产生“放奶”
反射，可立即开始挤奶。千万不
要用过热或过冷的水擦洗乳头，
否则会降低产奶量。

牛奶保存和消毒的温度
牛奶保存：新挤出的牛奶，

温度与牛体温接近，如不降温保
存很快即酸败变质，所以要立即
用流动冷水浸泡容器，将牛奶的
温度降至4℃—10℃。

牛奶消毒：牛奶中含有多
种有害微生物，如不消毒则这
些有害微生物大量繁殖，使牛
奶酸败变质。消毒不使用药
物，主要采取“非高温”加热消
毒法，即巴斯德消毒法，做法
为：将牛奶加热至 75℃—80℃，
保持 15—30 分钟，立即停止加
热。

牛精液的保存温度
精子怕热不怕冷，54.5℃即

可使精子失活，自 20世纪 50年
代开始，保存精液进入了“超低
温”保存时代，目前多采用液态
氮，温度为-196℃，可保存精液数
十年不变质。

（乳业资讯网）

犊牛感染会导致耳朵下垂

在大多数健康和警觉的奶
牛中，当它们看着你的时候，它
们的耳朵尖会微微向前和向
上。耳标太大或位置不正确会
导致耳朵下垂，因为它们太重
了。由于全身性疾病而感觉不
舒服的牛只，两只耳朵可能会因
全身无力或不适而轻微下垂。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潜在的耳部
疾病，一旦牛只开始感觉好转，
耳朵的位置就会恢复正常。

中耳感染，即中耳炎，是导
致耳朵下垂的一个原因。对于
年轻的牛只来说，这个问题可能
令人沮丧。在感染的早期阶段，
由于不适，犊牛会经常摇头或轻
弹耳朵。一只耳朵或两只耳朵
都会受到影响，耳垂的严重程度
取决于感染的严重程度和慢性
程度。一般来说，如果在病程早
期发现病例，治疗效果明显会更
好。

随着感染的发展，中耳的严
重炎症会导致控制耳朵位置的
神经功能障碍，导致耳朵低垂，
同一侧的眼睑也会经常下垂，因
为控制耳朵和眼睑位置的神经
是相同的。如果鼓膜因中耳积
液和压力而破裂，可能会看到排
液情况。

感染和炎症也会延伸到内
耳，由于控制头部位置的神经功
能障碍，导致头部倾斜。在最严
重的情况下，这种感染可以沿着
内耳神经延伸到中枢神经系统，
引起脑膜炎。

呼吸道病原体通过耳咽管
从喉咙后部转移到中耳，可能是
耳部感染的最常见原因。正因
为如此，呼吸系统疾病和中耳感
染常常同时发生。若采用的奶
嘴瓶或奶嘴桶有渗漏情况，会淹
没喉咙后部，迫使细菌污染的牛
奶进入耳咽管，从而导致中耳感
染。最后，患有败血症的牛只，
其血液中细菌扩散到中耳也可
能是诱因。

重要的是要与兽医一起确
定耳标位置、全身性疾病、潜在
的呼吸系统疾病或渗漏的奶嘴
是否是导致牛只耳朵下垂的原
因。虽然耳部感染通常归咎于
牛支原体，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几
种不同的可引起中耳感染的呼
吸道病原体。如果通过诊断检
测确认了牛支原体为致病菌，则
预防策略应解决该细菌从母牛
或未经巴氏消毒的牛奶传播的
可能性。

（《养牛》编辑部）

牛腐蹄病和蹄叶炎的症状区别及治疗牛腐蹄病和蹄叶炎的症状区别及治疗
有很多养殖户朋友不了解牛腐蹄

病和蹄叶炎的区别，本期就来和大家科
普一下，牛腐蹄病和蹄叶炎的症状区
别、治疗手段。

牛腐蹄病和蹄叶炎的区别
牛腐蹄病的另外两个名字是：指

（趾）间坏死杆菌病、指（趾）间蜂窝织
炎。牛腐蹄病，是由坏死杆菌引起的，病
部组织的主要特征是：液化性坏死和特
殊臭气。牛腐蹄病多发生于成年牛，当
我们叩击蹄壳或者钳压病变部位时，可
以看到小孔或者创洞，里面有腐烂的角
质和乌黑的臭水。腐蹄病发病时间长

了，还会导致蹄壳变形，严重时，病牛卧
地不起，进而发生脓毒败血症导致死亡。

牛蹄叶炎的另外两个名字是：蹄壁
真皮炎、蹄真皮弥散性非化脓坏死性炎
症。简单来说，这个病不是由病菌引起
的，急性时，牛会因四肢疼痛，不愿站
立。慢性时，牛的蹄部会变形。病因是：

1.饲料突变、吃了过多精料，引起瘤
胃酸中毒，产生大量的乳酸和组织胺，引
发蹄叶炎；

2.道路不平、蹄型不正，造成蹄部损
伤，受损部位产生大量乳酸和二氧化碳，
引发蹄叶炎；

3.药物后遗症，治疗乳房炎、子宫

炎，引起蛋白质分解成组织胺，引发蹄叶
炎。

牛腐蹄病和蹄叶炎的治疗方法
牛腐蹄病的治疗方法是：
1.彻底清除坏死组织，用3%的来苏

儿溶液或者 10%的硫酸铜洗蹄，然后在
蹄底的病变洞内填塞高锰酸钾粉。

2.对于皮肤软组织，可以用抗生素、
磺胺、碘伏等药物，以绷带包扎好，外面
涂些松馏油防腐防湿。

3.对牛舍和用具定时消毒、保持地
面干燥，做好排水。

4.定期给牛修蹄，发现外伤时及时
处理。

牛蹄叶炎的治疗方法是：
1.避免饲料的急剧变化，饲料的变

化要控制在10—14天之内完成，肉牛育
肥饲料的粗纤维含量要在 14%以上，奶
牛要在18%以上。

2.拌料使用：多维太保补充维生素、
氨基酸和矿物质，促进代谢循环，防止乳
酸、二氧化碳、组织胺累积，影响蹄部血
液循环，导致蹄叶炎症。

3. 进行冷敷、冷蹄浴，每天 2—3
次，每次 30分钟。3天后改为温敷、温
蹄浴。

4.静脉输液。
（阳光畜牧网）

高产奶牛是指一个泌乳期的产奶量高于9000千克的奶牛，其心跳、呼吸等基础代谢指标以及采食量、饮水量、粪尿排

泄量等均高于中低产奶牛。由于这种差异，牧场需要注重高产奶牛的饲养管理操作，以确保其较高的产奶量。

根据农业农村部颁发《NY/T14-2021高产奶牛饲养管理规范》规定，一个泌乳期（305天）产奶量超过9000千克的个

体奶牛或牛群定义为高产奶牛。高产奶牛的体型特点主要为体型高大、背部平直、四肢强健、中躯较长，乳房发达，尤其是

其乳静脉粗大健壮，排乳速度快于低产奶牛，同时其采食量大、饮水量多，代谢旺盛，采食和反刍时间要长于低产奶牛，但高

产奶牛对环境的敏感度也较高，容易因饲料、气候、环境和管理等因素的变化降低产奶量或缩短泌乳高峰期。因此，养殖场

（户）要重视和提高高产奶牛的饲养管理水平，根据高产奶牛的生理特点科学饲喂，合理控制精粗饲料比，补充适量的维生

素和矿物质满足泌乳需要，同时泌乳期间要注意牛舍环境卫生和奶牛自身清洁，规范挤奶操作，以防乳房炎等疾病影响乳

汁品质。在强化管理的同时，养殖场（户）还要做好配种计划、疾病预防等工作，提高高产奶牛的科学化养殖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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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奶牛的生理特点
1.采食特点
高产奶牛所需的营养物质含量高，

日采食量大，（90±10）千克饲料才能满
足其生理需要。高产奶牛的日采食次
数为 12次/天，平均 25分/次，一天总采
食时长约为 5小时，在采食后（45±15）
分后开始反刍，反刍持续时长达（45±
5）分/次，一昼夜反刍 9—12次，一天总
反刍时长达（7±1）小时。水对高产奶
牛日常新陈代谢和泌乳具有重要意
义。水在奶牛体重中的占比高达 65%
左右，奶牛的饮水量为日粮干物质进食
量的 5倍，日产奶量的 3—5倍，因此高
产奶牛的日饮水量要维持在 150升左
右。高产奶牛夏季饮水量还会增加，饮
水量为日粮干物质进食量的 5.5倍，夏
季宜饮用凉水，冬季饮水时水温则要维
持在（18±7）℃。

2.代谢特点
奶牛正常的呼吸频率在（38.00±

11.61）次/分，心跳平均值为(65±7.06)次/
分 ，直 肠 温 度 平 均 值 为（38.62 ±
0.10）℃。高产奶牛的基础代谢率较高，
其呼吸和心跳频率相对高于正常奶牛，
但体温变化不大。

奶牛是排粪、尿量较多的家畜品种
之一，高产奶牛为了维持较高的基础代
谢率，其新陈代谢速度更快，因此每天
的排粪量和排尿量都高于低产奶牛，普
通奶牛一昼夜的排粪量约为30千克，而
高产奶牛的排粪量为38—49千克，且高
产奶牛的粪便质地较稀，普通奶牛一昼
夜的排尿量约为20千克，高产奶牛可达
40千克。

3.泌乳特点
高产奶牛乳房大，前后乳区发育匀

称，乳头垂直呈柱形或圆柱形，乳井大
而深。为了保持较高的泌乳速度，乳头
一般相对松弛。高产奶牛的乳糖含量
和乳蛋白率与低产奶牛差异不显著，但
乳脂率可能低于低产奶牛。

4.体况特点
从体质来看，高产奶牛的消化系统

几乎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代谢机能旺
盛，且饲养管理较为精细化，因此高产
奶牛的体质较好。从膘情来看，高产奶
牛不同阶段的体况评分不同，《NY/T14-
2021高产奶牛饲养管理规范》规定，高
产奶牛干奶前期（干奶—产前21天）、干
奶后期(产前 21天—分娩)体况评分在
3.25—3.50适宜；围产后期（分娩—产后

21 天）为 2.75—3.25；泌乳盛期（产后
21—100天）为 2.75—3.00；泌乳中后期
（产后101天—干奶)为3.00—3.25。

高产奶牛的饲养技术
1.合理搭配日粮结构
（1）精粗比合理
粗饲料富含纤维素，进入瘤胃后，

可被瘤胃微生物分解成乙酸，该物质是
乳脂肪合成的原料，因此高产奶牛日粮
中可以适量增加粗饲料的饲喂量，进而
提高高产奶牛的乳脂率。奶牛的粗饲
料来源广泛，常用有苜蓿、黑麦草、玉米
秸秆、甘薯蔓等，可根据养殖区域的饲
料资源合理搭配。饲喂过程中，注意饲
料的适口性，青绿饲料和青贮饲料适口
性强，可提高奶牛食欲和采食量。有条
件的养殖场（户）可以规划出优质牧草
种植区域，通过自种自用的方式降低饲
料成本。精饲料适口性强，营养丰富，
常见的精饲料有玉米、燕麦、小麦麸、豆
饼（粕）、花生饼（粕）等。泌乳初期、中
期、后期精饲料占比分别为50%—60%、
30%—40%、25%—35%。

（2）蛋白质和能量比适当
高产奶牛分娩后，乳腺机能一般

在分娩 2 周才能逐渐恢复，泌乳量逐
渐增加，一般产后 2 周左右开始进入
泌乳盛期。为保障泌乳量，必须合理
搭配蛋白质和能量饲料比例。因此在
高产奶牛泌乳期间，其在全混合日粮
中添加全穗玉米、玉米麸等高能量饲
料，补充大豆、葵花籽等富含蛋白质的
籽实，可以促进奶牛泌乳，并提高泌乳
品质。

（3）补充矿物质和维生素
高产奶牛泌乳过程中会排出大量

的钙、磷等物质，因此高产奶牛需要补
充钙磷，比例为 1∶1—2∶1。同时奶牛
也需要补充维生素，如补充 25000IU/
头·天维生素 D3 或 60 毫克/头·天的
25-羟基D3，可以显著提高乳蛋白含量
和奶牛的泌乳性能；维生素B则对高产
奶牛的能量负平衡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给围产期奶牛补充过瘤胃保护复合 B
族维生素，与对照组相比，泌乳高峰阶
段的平均泌乳量提高了 4.63千克/天，
同时奶牛的酮病发生率也显著下降
（P＜0.05）。

2.采用科学饲喂方式
高产奶牛日采食量大，需要强大的

消化系统才能将饲料物质转化成营养

成分，若日常饲喂不科学，奶牛一次性
采食过多，不仅增加瘤胃负担，还容易
出现消化不良等症状，进而降低泌乳
量，若每次摄入的营养不足，则无法维
持泌乳需要。与传统的精料、粗料分
开单独饲喂相比，全混合日粮是一种
将精粗饲料混合均匀，减少奶牛挑食，
通过合理搭配日粮蛋白质、能量、纤维
等营养物质为奶牛提供全价营养，同
时简化饲喂程序，减少饲料浪费，提高
了高产奶牛整体管理水平。全混合日
粮饲喂次数为 2—3次/天，夏季为避免
料槽内饲料变质，可以饲喂 3 次。每
次饲喂前要保证料槽内有 4%左右的
剩料量，饲喂前检测饲料和料槽内剩
料的品质，确保全混合日粮新鲜无霉
变。

3.预防瘤胃酸中毒
为保障或延长奶牛泌乳高峰时间，

养殖场（户）会增加精饲料饲喂量。但
奶牛一次性采食过量精饲料或发酵饲
料会造成瘤胃 pH值下降。为预防高产
奶牛瘤胃酸中毒，可以在日粮中添加适
量的缓冲剂，如 2份小苏打+1份氧化
镁，混合后添加到日粮中，一般浓度为
2%，可提高奶牛食欲，促进消化，还能提
高乳脂率。

4.加强干奶期护理
奶牛干奶期一般为45—65天，高产

奶牛的干奶期可适当延长，一般为 75
天，以有利于乳房恢复，保障奶牛体质
和胎儿营养需要。在奶牛干奶后期，一
般是产前 14天要逐步增加精饲料饲喂
量，精料中富含蛋白质和能量，为泌乳
盛期到来提供充足养分。

高产奶牛的管理技术
1.牛舍清洁控温
第一，日常清洁。每天清理地面粪

污，每周用 2%烧碱、3%双氧水、10%石
灰乳等消毒剂消毒 1次，夏季做好驱蚊
工作。第二，合理控温。奶牛最适宜的
生产环境温度为（14±2）℃。因此，冬季
要做好防寒保暖，如在秋末对牛舍和挤
奶厅的漏风漏洞进行检查，及时填补，
以防贼风进入；牛舍迎风面用帆布遮
挡，运动场的风口用铁门遮挡，牛舍垫
草适当增厚。夏季需要做好防暑降温，
如在牛舍内安装电扇、湿帘风扇降温、
智能喷淋降温，运动场搭建遮阴棚等。

2.牛体清洁管理
第一，刷拭体表。高产奶牛需要经

常刷拭清洁体表1—2次，夏季可以用清
水直接冲刷，冬季为防止冻伤，可以干
刷。体表刷拭不仅能除去体表病菌和
寄生虫，还能促进血液循环，提高泌乳
量。第二，修蹄护理。奶牛肢蹄病也会
降低泌乳量，因此每年至少修蹄2次，一
般在春季、秋季大群健康普查时分别进
行。日常也要留意奶牛行走状况，发现
肢蹄病要尽早对症治疗。

3.规范挤奶操作
第一，挤奶时间安排。高产奶牛每

天挤奶次数为3次，在饲喂前进行，时间
可以安排在早上 5—6点，中午 13—14
点，晚上21—22点。第二，按摩、清洁和
检查操作。挤奶前进行乳房按摩，可用
温毛巾辅助，按摩 5分后进行挤奶。挤
奶前、后对乳房、乳头分别进行药浴，坚
持一头奶牛使用一块方巾（纸巾），挤奶
时将前3把奶挤到带有网状栅栏的容器

中，仔细观察其颜色、形状。第三，提
高挤奶速度。挤奶人员要在较快的
时间内将乳池贮存的奶挤出，以防错
过乳腺泌乳时间，因此高产奶牛的单
次挤奶时间要控制在 6—7分内，挤奶
频率为先快后慢，挤奶次数为 90 次/
分，出奶量一般在 1—1.5千克/分。若
挤奶时间过长，比正常挤奶时间长出
5 分左右，奶牛产奶量可下降 20%左
右。

4.疾病预防管理
第一，定期免疫接种。根据当地奶

牛疫病流行情况制定合理的疫苗接种
计划，疫苗要按照说明书存放、稀释和
使用。养殖场目前一般需要接种的疫
苗包括口蹄疫疫苗、梭菌疫苗、布鲁氏
杆菌疫苗、传染性鼻气管炎疫苗、炭疽
芽孢杆菌疫苗等。

第二，乳房炎防治。根据《NY/T14-
2021高产奶牛饲养管理规范》对高产奶
牛发病指标控制参数规定显示，高产奶
牛乳房炎月发病率应低于 3%，乳房炎
作为一种发病率较高的生产性疾病，必
须做好早期预防，日常管理措施有奶牛
挤奶前后的药浴工作，每天的牛舍、牛
体清洁和定期消毒管理，除此之外，还
可选择适应范围广、抑菌能力强、无耐
药性的中草药方剂来强化高产奶牛自
身免疫力，提高机体对病原微生物的防
御能力。

第三，缓解热应激。当高产奶牛所
处环境的温湿度指数超过68时，需要进
行防暑降温措施来缓解奶牛的热应激，
保障正常泌乳量。环境降温的同时也
可采用饲喂鲜嫩多汁饲料、多饮水，日
粮中补充 180克氯化钾+300克乙酸钠/
头·天，或日粮中添加 1%碳酸氢钠+
0.3%氯化镁等营养调控方式。

5.适时配种管理
第一，配种时间。奶牛受孕时间对

其泌乳量有一定影响，奶牛体重达到
350千克左右且月龄超过14月龄后再进
行配种，高产奶牛的胎间距≤410天。

第二，发情鉴定。奶牛容易发情
的时间为 6—8月，饲养员应留意奶牛
发情状况，可通过外部观察、试情法、
阴道检测、直肠检测法等多种操作进
行发情鉴定，若发现奶牛子宫颈略张
大、子宫角膨大、触动时有较强的收缩
反应，手指轻触卵泡有弹性，表明奶牛
处于发情阶段。奶牛一般在发情后的
10小时左右排卵，此时做好输精或交
配准备。高产奶牛的发情鉴定率应≥
65%。

第三，留意奶牛产后恢复。奶牛分
娩后3周可通过直肠检查判断奶牛生殖
器官的恢复状况；产后超过70天不发情
母牛要进行检查和治疗。

结语
奶牛是否高产除了和日常饲养管

理有关外，还与奶牛品种有关。我国大
多数高产奶牛品种为荷斯坦牛，其产奶
量高，但对环境要求也较高，若养殖区
域气候环境和饲养条件较好，可优先选
择荷斯坦牛。同时，养殖场（户）也可按
体型外貌和产奶成绩合理挑选高产奶
牛，结合奶牛的生理特点、生活习性等
因素制定科学合理的饲养管理计划，进
而提高养殖效益。

（乳业资讯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丽霞杨丽霞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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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本品种选育的原则

在纯种繁育的基础上，保持
和提高牦牛优良类群原有的生
产性能和特性，不断克服存在的
缺点，形成稳定的遗传性或能稳
定地遗传给后代，使其更适合国
内外市场的需求。青海省牦牛
类群在生产性能、体型外貌有其
独特的特性，但普遍存在生产性
能低的缺点，只能通过不断的本
品种选育增加群体内良种的数
量，才能不断提高生产性能。

确定选育方向，制定本品种
选育计划和选育标准，深入细致
地进行选种选配，始终坚持既定
的目标进行选育。青海省牦牛
类群，多由个体来源相同，生态
及饲养放牧条件基本一致的牛
只组成，有的产区即使没有近亲
繁殖，也往往会得到与近亲繁殖

相似的结果，后代的生活力下
降，体格变小，生长缓慢等现
象。因此，在牦牛的选育中，要
采用现代的选育技术，进行严格
的选种、选配。特别是选育核心
群，对种公牦牛、母牦牛进行严
格选种、选配，扩大良种牛的数
量和覆盖面积，加快本品种选育
效果。

牦牛本品种选育的效果，是
遗传和环境工作作用的结果。
因此，两者都要兼顾，不可偏
废。牦牛的生产是在自然环境
下进行的，饲草、饲料是首要的
限制因素。加大草原保护和饲
草料种植，解决冷季补饲的草
料，创造良好的培育条件，才能
充分发挥牦牛的遗传潜力。
（青海省畜牧总站技术推广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