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潮及暴雪天气对畜牧业生产尤其是牧区牛羊越冬等影响较大，不仅增加防寒保温成本，还可能造成设施损坏和畜禽伤

亡，导致畜禽抵抗力下降，疫病发生和传播风险大幅增加，给养殖场（户）带来较大损失。为有效应对寒潮暴雪天气，保障畜禽

安全过冬，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提出以下技术措施。

天津发布奶牛精准饲喂管理技术指导意见天津发布奶牛精准饲喂管理技术指导意见

一、精准化日粮配方设计
1、分析营养需求：参照《奶牛饲养标

准》（NY/T 34-2004）规定要求，根据奶
牛的生产阶段（泌乳期、干奶期、围产
期、育成期等）、体重、体况评分以及环
境条件，合理确定其所需的能量、蛋白
质、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等营养要素
的需求量和比例。

2、制定日粮配方：选择优质的饲料
原料，如青贮玉米、苜蓿干草和黑麦草
干草等粗饲料，以提供足够的纤维素
和粗蛋白质。选择玉米、豆粕、麸皮和
膨化大豆等精饲料，以提供足够的能
量和蛋白质。确定合理的精粗比，后
备牛的精粗比一般为 4：6，泌乳牛的
精粗比一般为 5：5，干奶牛的精粗比
一般为 6：4。根据奶牛的具体营养需
求和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精确计算
各种饲料的用量，确保日粮中各营养
成分平衡。

二、标准化TMR制作流程
1、控制原料质量：根据配方要求选

择新鲜、无污染、无霉变且符合饲喂标
准的饲料原料，储存时注意防潮、防鼠、
防虫，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同时，
青贮饲料的原料来源、发酵过程、料面
取料要一致，保证青贮品质的匀一性。

2、精准计量投料：将 TMR设备与电
脑系统、铲车等通过无线设备连接，实
现智能化管理。使用精确的计量工具，
严格按照配方设计的各类饲料原料比
例准确称料、投料，同时自动记录饲料
投喂情况，包括时间、种类和质量等关
键信息。操作员根据系统后台上实时
显示的投料进度、TMR装载重量，进行
精准投料。

3、充分混合撒料：利用TMR搅拌机，
将切短的干草、青贮和精补料等充分混合
均匀，形成营养全价的日粮。使用TMR
撒料车进行饲喂作业，有效控制饲料混合

均匀度，避免奶牛挑食，一定程度上减少
人为操作的误差，精准执行设计的饲料营
养配方，从而提高饲料的利用率。

4、监控日粮质量：定期检查TMR的质
量，包括混合均匀度、色泽、水分含量等指
标，确保日粮符合营养需求和饲喂标准。
将成品TMR日粮与饲料配方进行对照分
析，通过调试设备等操作控制其差异。

三、精细化饲喂管理
1、科学分群饲养：按照奶牛的生理阶

段和生产性能进行合理分群，减少同群牛
个体间的差异，提高饲喂效果。定期对奶
牛进行体况评分和营养评估，结合奶牛的
实际采食情况和生产性能数据，持续优化
日粮配方，以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应考虑
季节变化、气候条件对奶牛的影响，适时
调整饲喂量和饲料类型。

2、评估饲喂效果：定期监测奶牛的健
康状况，包括体重、体况评分、繁殖性能

等指标，对奶牛的生产数据进行深入分
析，例如产奶量、乳脂率、乳蛋白率和饲
料转化率等，以了解饲喂管理的实际效
果。开展饲槽剩料评分，进行剩料营养
分析，对比饲喂前后主要原料、主要营养
成分等变化，及时调整日粮投放比例，避
免干物质采食量不足或饲料浪费。

3、关注奶牛健康：定期开展疫苗接
种和驱虫，预防疾病，对奶牛进行定期
健康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为奶
牛提供适宜的饲养环境，包括温度、湿
度、通风和光照等条件，以减少环境对
饲喂效果的影响。

4、配置辅助工具：合理利用智能穿
戴设备、环境监测装置等，实时监测奶
牛的行为、生理指标及环境参数。使用
精准营养预测模型等数据分析工具对
饲喂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不断提升饲喂
精度和效率。

（天津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奶牛精准饲喂管理技术是奶牛养殖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环，为深入推广该技术，显著提升奶牛的生产效率、产品

质量和养殖效益，同时降低养殖成本和环境负担，促进奶牛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现形成系统化奶牛精准饲喂管理技术

要点，供业内参考。

▲▲表表11 复合酶制剂对泌乳牛产奶量复合酶制剂对泌乳牛产奶量、、干物质采食量的影响干物质采食量的影响

▲▲图图11 试验前后单产变化趋势试验前后单产变化趋势

▲▲图图22 泌乳曲线泌乳曲线（（以该场上一年胎次奶量以该场上一年胎次奶量1212吨牛只产奶情况制作泌乳曲线吨牛只产奶情况制作泌乳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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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刍动物生产中，日粮消化率低
是限制生产水平发挥的重要因素，近年
来复合酶制剂产品在奶牛养殖方面应
用得越来越广泛。复合酶制剂属于新
型饲料添加剂产品，由于其特有的作
用，添加到日粮后可提高瘤胃内酶的
活性，更好地降解饲料细胞壁，消除饲
料抗营养因子，提高营养物质消化率。
针对酶制剂在奶牛上应用的效果评价，
复合酶制剂较单一酶制剂效果更佳，同
时效果随着酶制剂的不同种类、奶牛生
产阶段、日粮配方差异、酶制剂产品添
加量等方面的不同，往往效果也表现不
一。国内外有关酶制剂在奶牛养殖中
的应用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提升产奶
量、改善乳成分、提升饲料转化率、改善
瘤胃环境等方面。有研究报道，酶制剂
中含有的纤维分解活性酶，在瘤胃内可
提高瘤胃纤维消化率；奶牛日粮额外添
加酶制剂可以增加产奶量。添加不同
比例的复合酶制剂，奶牛产奶量提高幅
度 最 大 可 达 到 3.64 千 克/天 ，提 高
12.2%，而对乳成分的影响不显著。本
试验将重点研究以淀粉酶、β-葡聚糖
酶、植酸酶、木聚糖酶、脂肪酶组成的复
合酶制剂对奶牛产奶量、乳成分和营养
物质消化率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1、试验材料
试验用复合酶制剂主要成分如下：

α-淀粉酶、β-葡聚糖酶、植酸酶、木聚糖
酶、脂肪酶。

2、试验设计
试验牛群 1874头，平均泌乳天数

125±1.06天，平均胎次 1.94±0.01，平均
产奶量32.43±0.17千克，饲喂添加40克/
（头·天）复合酶产品日粮，试验产品提

前预混到精料补充料中，饲喂时间 9
周。试验全期每天饲喂 3次TMR，日挤
奶3次，散栏饲养，自由饮水。

3、试验日粮
动物试验选在社会牧场进行，以牧

场现用的TMR作为基础日粮。
4、样品采集
试验期内每天记录每头牛的产奶

量，每日由第三方工厂检测乳脂率、乳
蛋白率等乳指标。

每 20天采集 1次粪样，每次采集牛
舍 20%牛只粪样，混合均匀后准确称取
粪样200—300克，-20℃条件下贮存，同
时采集 TMR样品，测定淀粉（Starch）含
量、粗蛋白质（CP）含量、干物质（DM）含
量、中性洗涤纤维（NDF）含量、酸性洗
涤纤维（ADF）含量、酸不溶灰分（AIA）
含量，用于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的计
算。

5、测定指标与方法
记录每天试验牛的日粮添加量、剩

料量，检测日粮干物质含量，计算干物
质采食量。

营养物质的表观消化率（%）=[1-
（Ad×Nf）/（Af×Nd）]×100。

式中：Nd（克/千克）和Nf（克/千克）
分别指 TMR和粪中对应的某营养物质
含量；Ad（克/千克）和Af（克/千克）分别
指TMR和粪中的AIA含量。

6、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使用 Excel 进行初步整

理，采用 SPSS方差分析模型进行分析，
显著性水平定为P<0.05，试验数据结果
表示为平均值±标准误（mean±SE）。

结果与分析
1、复合酶制剂对泌乳牛产奶量、干

物质采食量和饲料效率的影响
复合酶制剂对泌乳牛产奶量的影

响见表 1、图 1，可知试验第 9周牛群产

奶量显著高于试验前1周（P<0.05）。本
研究所选试验牛群泌乳天数为 125±
1.06天，按照正常泌乳规律（图2），随泌
乳天数延长单产处于下降阶段，而本试
验中试验期单产高于试验前，说明复合
酶制剂对牛只产奶量提升有显著影响。

试验第9周试验牛群干物质采食量
与试验前 1 周相比无显著差异（P>
0.05），试验第9周饲料效率显著高于试
验前 1周（P<0.05）。试验第 9周干物质
采食量较试验前 1周增加 0.32千克，饲
料效率提高0.07（表1）。

2、复合酶制剂对泌乳牛乳成分的
影响

试验第9周乳脂率显著高于试验前
1周（P<0.05），高出 0.15个百分点。试
验第 9周乳蛋白率高出试验前 1周 0.03
个百分点，但差异不显著（P>0.05）。

3、复合酶制剂对泌乳牛营养物质
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日粮干物质表观消化率在试验 60
天、40天显著高于 0天、20天（P<0.05），
粗蛋白表观消化率 60天、40天间无显
著差异（P>0.05），显著高于 0天、20天
（P<0.05），NDF、ADF和有机物表观消化
率 60天、40天显著高于 0天、20天（P<
0.05），淀粉表观消化率40天、60天显著
高于 20天（P<0.05），与 0天无显著差异
（P>0.05）。各营养物质表观消化率均有
提升趋势，60天时DM、CP、NDF、ADF、
OM、STARCH 表观消化率分别提高
5.71、5.27、12.86、14.17、5.53、0.59 个百
分点。

讨论
1、复合酶制剂对泌乳牛生产性能

的影响
由于复合酶制剂产品特性及工艺

等方面存在差异，奶牛应用后的效果也
不同。部分研究表明，复合酶制剂对产

奶量和乳成分没有显著影响，还有研究
报道了添加复合酶制剂对产奶量和乳
成分有提升效果，且效果显著。Yang等
通过添加不同比例酶制剂，显著提升奶
量 0.9千克/天和 1.9千克/天，4%乳脂校
正乳产量显著提高了 0.5千克/天和 2.2
千克/天。增加复合酶制剂的添加量，产
奶量逐步增加，饲喂10克/（头·天）的复
合酶制剂时，数值上乳脂率和乳蛋白率
最高。本试验添加复合酶制剂后提高
了奶牛产奶量、干物质采食量、饲料效
率及乳脂率，主要原因是在复合酶制剂
中各种酶协同作用下提升了饲料营养
物质消化率，最终提高饲料转化率和产
奶量。

2、复合酶制剂对泌乳牛营养物质
表观消化率的影响

复合酶制剂由于含有多种酶，在奶
牛消化过程中能增加瘤胃中各种酶的
活性，酶活性的增加是导致营养物质消
化率提升的关键。饲粮中添加4种商业
复合酶制剂饲喂奶牛均能促进 DM和
CP的消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
高NDF和ADF的消化率；在日粮中添加
酶制剂，DM 和 NDF 降解率呈线性增
加。本研究中饲喂复合酶后显著提高
了DM、CP、NDF、ADF、OM表观消化率，
同时促进了淀粉消化，分析原因主要是
该酶制剂含有多种酶，协同作用提升了
瘤胃整体酶的活性，提高了瘤胃微生物
对营养物质的利用。

结论
饲粮中添加 40克/（头·天）复合酶

制剂可显著提高 NDF、CP、DM、ADF、
OM的表观消化率，同时可促进淀粉消
化，从而显著提高奶牛产奶量，并改善
乳成分。

（作者单位：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奶牛科学研究院）

一、加强灾害监测预警应对
各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密切关注

中央气象台和地方气象台的极端寒潮和
雨雪天气预报，掌握灾害天气开始时间、
影响范围以及影响程度等，做好预测预
警及应对工作。加强防灾减灾指导服
务，及时向养殖场（户）等生产经营主体
通报灾害天气信息，加大防灾减灾、救灾
避险知识的普及，增强生产经营主体防
灾减灾意识，积极组织指导其开展防灾
准备工作。强化极端天气值班值守，制
定停电、停水、大风、暴雪等紧急情况的
应对预案或措施，责任明确到人。开展
突发情况模拟演练，检验优化预案措施，
提升灾情应对能力。

二、强化隐患排查和物资储备
气象条件发生变动时，及时对畜禽

圈舍和水、电等基础设施设备进行全面
巡查，重点排查存在隐患的老旧棚舍，及
时转移畜禽，开展加固除险，防止发生坍
塌事故。及时清理积雪，减少畜禽棚舍
承重，防止被暴雪压塌造成人畜伤害。

因灾损毁圈舍一时难以修复的，要就地
取材，采用树杈、玉米秸秆、薄膜等材料，
修建简易圈舍。加强饲草料、取暖燃料、
兽药疫苗、消毒药品和设备、抢险工具等
应急物资储备，防止因道路损坏、运输中
断等导致物资短缺。牧区要全面摸底排
查，准确掌握饲草料储备和缺口情况。
对于存在饲草料储备缺口的，要积极联
系周边地区，协调饲草料调运和短距离
走场等事宜。

三、及时准确掌握和上报受灾情况
灾害发生后，地方畜牧兽医主管部门

应及时了解灾情，利用网络通讯、视频等多
种方式开展调查和技术指导，视情况决定
是否赶赴现场开展救灾工作。灾情调查内
容包括圈舍倒塌数量、畜禽死亡、饲草料损
失以及设施设备损坏情况等。根据《畜牧
业受灾直接经济损失估算参考表》和《畜牧
业灾情评估参考标准说明》，对灾情进行估
算和核实。通过“畜牧业灾情上报系统”规
范填写灾情信息，包括受灾区域、畜种、圈
舍损毁、畜禽伤亡及无害化处理情况等。

四、抓好畜禽保暖防冻和饲养管理
及时添置防寒保暖设施设备，合理

采取圈舍密闭措施，做好畜禽保暖越
冬。牛羊舍和开放式的猪禽舍要挂好
草帘或盖上塑料薄膜等，以提高舍内温
度。同时,可在白天气温较高时段开展
畜禽舍通风换气，保持舍内空气新鲜，
防止呼吸道疾病发生。做好饲料营养
调控，提高畜禽御寒能力。在保障饲料
营养全面的前提下，应在畜禽日粮中适
量添加能量饲料（如玉米、油脂等），可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 10%左右，以保证能
量消耗，提高畜禽自身御寒能力。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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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饲
喂前应仔细检查，不用霉变饲料饲喂畜
禽，防止中毒。注意饮水卫生，尽量给
畜禽提供温水，避免因饮用雪水造成传
染性肠胃炎等消化道疾病和孕畜流产。

五、强化动物疫病防控
养殖场要严格执行生物安全管理制

度，定期进行畜禽、养殖场所、周围环境

消毒灭源，严防动物疫病传入和传播。
要做好畜禽基础免疫，密切关注疫情动
态，及时进行补免和加强免疫。要加强
临床巡查，一旦发生重大动物疫病，及时
向属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并严格落实
扑杀、无害化处理等措施，严防疫情扩散
蔓延。要特别注意做好牛羊口蹄疫、非
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猪传染性胃肠
炎和流行性腹泻等疫病的防范。及时组
织收集、无害化处理因灾死亡畜禽，不得
随意弃置、买卖、屠宰和加工。

六、加强灾后投入品调运和畜产品
销售

针对灾后可能出现的饲草料等投入
品、出栏畜禽、生鲜畜禽产品等调运困难
的问题，及时发布供求和价格信息，畅通
运输和销售渠道，积极协调交通运输部
门，优先保证饲草料、兽药、生鲜畜禽产
品、种畜禽、仔畜雏禽等物流畅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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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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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顽固性腹胀的综合治疗

一、技术要点
针对顽固性腹胀的病牛，采

取综合性治疗技术方案。
（一）灌服药物
牛出现肚腹胀满，发病初

期，向病牛投喂水浸湿的土烟
叶，半小时后未收到好的疗效
时，建议用白酒 100毫升稀释 20
克鱼石脂软膏，待溶解后兑温
水灌服。也可灌服生菜籽油替
代。

（二）通便技术
1、物理刺激：将发病牛只站

立保定，术者戴上手套，取出牛直
肠里的结粪，再使用较长的橡胶
管或生猪人工授精管子，向牛直
肠灌注大量浓肥皂水溶液，等待
排出，数次操作。通过人为刺激
肠道，引起排便反射。

2、药理作用：在上述数次操
作未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向牛只
灌注具有承气通便作用的中药煎
汤液（大承气汤加减：如石膏、大
黄、青皮、陈皮、厚朴、枳壳、芒
硝），通过灌注药液的药理作用，
使肠蠕动，促进粪便排出。

（三）放气技术
根据牛只肚腹胀满程度决

定，对于胀满看不见肷窝的牛，如
不及时进行放气就有生命危险。
在牛左边肷窝高突起处剃毛消
毒，用16号针头垂直进针，刺破腹
膜时闻见芳香气味，放气时边放
边用食指按压，切记不要放得过
快。

（四）使用药物
上述技术使用过后未收到良

好效果时，注射兴奋肠道药物新
斯的明，按说明剂量注射，同时灌
服理气通便中药汤液（如苍术、枳
壳、陈皮、青皮、虎杖、槟榔、建曲、
麦芽）。

（五）洗胃导胃技术
将病牛站立保定，徒手卡住

鼻孔打开牛嘴，用长约30厘米，宽
约6厘米，中间开有直径4厘米圆
孔的木质开口器，放入牛的口腔
内，并固定牢，将胃导管（可用内
径3厘米，长3—4米橡胶管代替）
外涂植物油后，通过开口器中间
孔缓缓插入瘤胃，然后经漏斗向
牛胃灌入 37℃—40℃的 1%盐
水。严禁用碳酸氢钠，以免与乳
酸生成乳酸钠后被吸收引起碱中
毒。灌入反复导出，到导出液清
亮无酸味为止。洗胃后，还应再
灌入适量糖盐水，同时可从健康
牛瘤胃内导出20—50毫升的瘤胃
液，灌入病牛瘤胃中，即人为瘤胃
微生物接种并保证其活性。

（六）辅助护理
在病牛治疗过程中，加强病

牛对症治疗和护理。加强用药后
病牛牵拉走动，恢复消化系统功
能；针对精神不振，对病牛进行输
液，注意输液过程中添加补气血
和消炎的药物；针对食欲不振的
病牛，用鸡蛋3—4个兑蜂蜜水灌
服。

二、应用条件
临床症状：发病牛出现数天

不食，饮水数次，体温升高，被毛
粗乱，鼻镜干燥，肚腹胀满，浑圆，
不见肷窝，发病前见少许干粪，粪
便干结，感觉外面包有像黏膜样
的物质，排尿短赤，采取常规技术
没有任何好转。

应用范围：适用于牛前胃弛
缓、瘤胃鼓气、瘤胃酸中毒和纤维
素性肠炎等病症和继发病所致牛
顽固性腹胀。

应用设备：灌肠管、注射器、
16号针头、开口器和胃导管。

（彭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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