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奶牛生产性能的不断改良提
升，为实现平衡育种目标，实现最大改
良经济效益，繁殖、长寿、行为学等性状
也逐渐得到重视。本文介绍了奶牛性
情性状相关研究与应用概况，简述了国
内外奶牛性情评定方法与相关研究。
奶牛性情与产量等主要经济性状存在
关联，因此建立适用的、可行的、准确的
奶牛性情评定标准，将奶牛性情逐步纳
入我国奶牛群体遗传改良体系具备实
践意义。

奶牛性情研究概况与评定方法
奶牛性情指奶牛在生产过程中的

温顺程度，为奶牛主要行为学性状之
一。在生产上，奶牛性情也可用来形容
个体间在不同程度刺激或复杂的外界
环境下所显示出的一贯的行为方法，以
及生理上的不同状态。人们普遍认为，
性情较温顺的牛更容易管理，且由于牧
场更倾向于淘汰性情较差的牛，从而降
低了奶牛使用年限。

目前，国外主流的奶牛性情评定方
法主要是主观评分法，其他方法如踏
步—踢腿行为计数法、约束—逃逸测
试、回避距离测试和心率测量法曾纳入
研究。国内性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且
研究较少，目前尚无全国公认可行的评

定方法，对大规模牛群数据的采集以及
遗传评定分析还相对较少。

1、主观评分法
奶牛性情评估一般根据挤奶行为

和不同繁殖目的而使用不同的评估标
准。例如德国由牧场主采用 5分制，主
观评定奶牛泌乳时的温顺程度。加拿
大也使用类似方法，但限定为奶牛头胎
前 6个泌乳月内进行主观评价。荷兰、
比利时等国自 2003年至今选用 9分制
标准，由专业的体型外貌鉴定员进行评
定。在加拿大荷斯坦牛性情相关研究
中，性情非常暴躁和暴躁奶牛占比
9.8%，性情中等、温顺和非常温顺奶牛
占比90.2%。

中国农业大学王雅春教授团队在
进行热应激相关研究过程中，采用 3分
制主观评定奶牛性情。试验过程中将
电子温度计插入奶牛直肠 10厘米处观
察奶牛的反应情况，评分标准如表 1所
示。

2、踏步—踢腿行为计数法
该方法为在单位挤奶时间过程中统

计奶牛后腿的踏步次数和踢腿次数。当
奶牛后蹄抬起但并未踢出时记为一次踏
步；当奶牛后蹄抬起蹄底向后或者有踢
腿的行为，记为一次踢腿。单位时间内
踏步1次以下记为1分；1次及以上，2次

以下记为2分；2次及以上记为3分。单
位时间内踢腿 0次记为 1分；0.5次以下
记为2分；0.5次及以上记为3分。

3、约束—逃逸测试
该方法是在奶牛中进行的对于新

鲜事物是自愿靠近还是强迫靠近的不
同类型的约束测试，最常用的测试方式
是一种新颖的竞技场测试。竞技场测
试中，不同年龄段的母牛在不同大小的
竞技场中进行约束或逃逸测试，测试记
录包括进入和离开竞技场的时间、活动
轨迹、闻嗅和排便行为、嘶吼甚至企图
逃跑行为。新鲜事物测试较少独立在
奶牛中使用，常常与其他多种露天的围
栏测试结合在一起。这种测试通常是
视觉上的，从地板上或天花板上引入新
鲜事物，通过观察奶牛对新物体的停留
时间和距离、舔舐和闻嗅、身体的姿势
和是否发出吼叫来判断奶牛对新物体
的兴趣。

还有一些触摸测试和其他恐惧测
试，如新区域测试等等。触摸测试因为
涉及人的存在，因此结合了奶牛对人的
恐惧，触摸测试中记录的主要是奶牛与
其他动物分离的难易、所需时间，以及
对约束的反应性等等。

4、回避距离测试
回避距离（Human Avoidance Dis⁃

tance，HAD）测试是由两名有经验的人
员在围场内进行的，两名试验者对奶牛
都并不熟悉，测试由两人进行两次，间
隔时间为4天，计算每头奶牛的HAD距
离。在试验过程中，试验者站在奶牛正
前方大约 10米的位置与奶牛进行眼神
交流，然后以0.5米/秒的速度接近奶牛，
手臂伸出距离身体20—30厘米，手掌和
眼睛向下，当奶牛开始远离试验者时，

试验者立即停止前进，后退到起点位
置，重复这个过程。HAD距离记录为当
试验者第二次靠近奶牛时，从起点位置
到奶牛离开之前最近的前蹄的距离。

另一种HAD测试方法为在围场中
的自愿靠近测试。在一个封闭的围场
内，试验者以非攻击性姿势坐在远端的
椅子上，手掌放在膝盖上，在接下来的5
分钟内观察奶牛向试验者靠近的情况，
记录奶牛距离试验者站立超过2秒的最
近距离。当自愿靠近测试结束后采用
以上相同的方法靠近奶牛，HAD距离即
为奶牛移动时从试验者站立的地方到
奶牛移动前最近的前蹄的距离。

5、心率测量法
心率测量法是基于奶牛卧床和挤

奶时的心率变化情况判断奶牛性情评
分的方法。有学者分别在大规模和小
规模牧场对奶牛在卧床和挤奶时进行
心率检测，结果表明，大规模牧场中，性
情暴躁的奶牛卧床和挤奶时候的心率
分别为81.2和92.4次/分钟，而性情温顺
的奶牛分别为72.7和79.1次/分钟，差异
显著（P<0.05）。

奶牛性情研究进展
1、国外奶牛性情研究进展
国外开始对奶牛性情开展研究相

对较早，包括传统遗传评估和基因组遗
传评估，例如加拿大、德国、荷兰等国家
均估计了荷斯坦牛性情的遗传参数，加
拿大自 2001年 8月起正式发布泌乳性
情（MT）评估结果，德国自 2004年起正
式发布性情（MVH）评估结果，荷兰则从
1994年即开始该性状育种值的计算并
发布至今。

奶牛性情评估可以反映奶牛身体、

生理、心理状态，包括免疫、应激水平和
代谢过程。有研究发现，奶牛性情与其
乳脂率和乳房健康、存活率、直肠温度
和产奶量、繁殖性能、挤奶速度、代谢和
免疫等均有密切关系。例如性情温顺
的奶牛其产奶量和受胎率有更高的趋
势，而体细胞数更低，首次发情日龄更
早。但在对产奶量的影响上存在较大
差异。有研究表明，奶牛性情越差，其
产奶量和泌乳速度下降趋势越明显。
也有研究表明，在泌乳期前 1—6周内，
奶牛性情差反而会提高其产奶量，且泌
乳速度更快，还有研究认为奶牛性情与
产奶量的关系并不显著。

Lawstuen等采用 50分制性情评定
方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奶牛性情与产奶
速率的表型和遗传相关分别为 0.14和
0.36，与产奶量的表型和遗传相关分别
为 0.12和 0.19，与产犊难易的表型和遗
传相关分别为 0.12和 0.48。Sewalem等
采用 5分制性情评定方法的研究表明，
奶牛性情与产奶速率表型和遗传相关
分别为0.15和0.25。Breuer等的研究结
果表明，奶牛性情与产奶量、乳脂量和
乳蛋白量均存在显著关联。在遗传评
估方面，不同研究方法评定的奶牛性情
评分估计的遗传参数差异较大，其范围
为0.11—0.67。

2、国内奶牛性情研究进展
在我国，对奶牛性情的相关研究还

相对较少。储明星等提到性情温顺的
奶牛需要的单独照顾相对较少。黄明
华等指出性情温顺是中国黑白花奶牛
的优点之一，但并没有对奶牛性情进行
定义及开展相关研究。

近些年，中国农业大学王雅春教授
团队对奶牛性情展开了大量研究。王

晔等和常瑶等采用3分制评价测量奶牛
直肠温度时奶牛的反应程度；除此之
外，张弛等还采用 3分制评价测定奶牛
颈部皮肤褶皱厚度时奶牛的反应程度；
龚睿等采用3分制踏步—踢腿行为计数
法对奶牛性情进行评价。王晔等研究
了奶牛性情对产奶性能的作用，结果表
明性情较为温顺的奶牛其产奶量有较
高的趋势。常瑶等对北京地区荷斯坦牛
性情进行了遗传评估，结果显示，性情上
表现较温顺的奶牛占比达到 75%，而奶
牛性情的估计遗传力为 0.03，为低遗传
力性状。龚睿等根据奶牛性情与生产性
能测定数据分析了其对日产奶量和体细
胞评分的影响，结果发现踢腿速率评分
对日产奶量有极显著影响，且踢腿速率
评分为中等的奶牛日产奶量最高，两种
方法对体细胞评分均无显著影响。

奶牛性情研究展望
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奶牛性

情是可遗传的性状，在加拿大遗传力为
8%，德国为 7%，荷兰为 11%。同时，奶
牛性情的选育具备必要性，特别是在我
国大规模集约化饲养模式下，性情温顺
的个体在理论上更具备饲养优势。因
此，我国必须建立适用的、可行的、准确
的奶牛性情评定标准，逐步开展更能准
确评定奶牛性情的评估方法和奶牛性
情遗传评估的相关研究，进而早日将该
项指标纳入我国奶牛群体改良体系。

（来源：《中国奶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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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降雪时牧场需要特殊管理的区域

1、含水量较高的粗饲料的
管理

青贮防冻：在青贮的制作过
程中，采用夹层封窖技术，即青
贮封窖时，先覆盖一层青贮专用
膜，中间夹层覆盖草帘和毛毡，
最后覆盖一层塑料膜，杜绝或减
少冻层。青贮饲料取用要做到
现取、现喂，以防结冰。

多汁饲料防冻：做好豆腐
渣、啤酒糟、甜菜丝、胡萝卜和饲
用甜菜等的防冻和缓冻工作，以
防结冰和没有缓冻而不能饲用。

2、低温时期犊牛需要特殊
的养护

要保证奶牛产房温度，产房
应安装热水器，或有可随时为产
房提供热水的水源，要求水量≥
50升，水温≥80℃，满足灌服、初
乳解冻等的要求。保证母牛稻
草厚度超15厘米，犊牛出生后立
即用干燥的锯末和干布将犊牛
擦干，然后快速烘干或吹干被
毛，避免发生犊牛感冒、肺炎和
消化不良性腹泻以及其他并发
症。

舍外犊牛岛在持续低温来
临前应全部移入舍内，对于单间
独立的犊牛舍来说，最好能有供
暖设施设备，如不能最好能离
地。以上两项都做不到，建议犊
牛栏的垫料采用双层，即最底层
用干锯末或稻壳吸湿，上层用麦
秸、稻草等以便保温，如果舍温
还不理想，需要为犊牛制作专门
的马夹来保温。

3、低温时期挤奶厅需要特
殊的管理

冬季挤奶不能大面积用水
冲洗乳房，奶牛乳房尽可能的保
持卫生。采用柔软的毛巾擦拭
乳房，不能揉搓。挤完奶后要尽
量保持奶牛乳房干燥，使用防冻
的药浴液进行药浴，也可以涂抹
凡士林。乳房肿胀的新产牛更
容易乳头龟裂，需要格外关注。

挤奶厅和牛舍距离较远及

转运通道温度过低的，可暂时使
用乳罩，以防止奶牛乳头冻伤。

可以考虑在奶厅增加额外
的保温措施，但须避免奶厅、通
道和牛舍温差过大。

4、关注饲料的质量和营养
提高奶牛日粮营养水平，补

偿奶牛体能损失。严重的持续
低温发生后，要及时调整日粮营
养成分和采食量，以满足奶牛冬
季维持需要的增加。饲料中精
料供给量应比平时增加 5%—
10%，以便补偿奶牛因维持需要
增加而消耗掉的能量，从而保持
产奶量平稳。另外，严重持续低
温灾害时，还要增加矿物元素和
维生素的供给量。寒冷季节奶
牛易缺乏维生素A和维生素 E，
要重视这两种维生素的添加，其
喂量可提高 1倍，也可以通过补
喂胡萝卜和优质豆科牧草的方
式来补充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
不足。

采用TMR饲喂的牛场，可以
将 TMR的含水量调整到 45%—
50%，并要做到少添、勤添，以防
冻结。捡出饲料中的冻块或结
冰块，以免奶牛食用后导致消化
系统疾病或冬痢在牛群中的大
面积发生。冬季大部分奶牛处
在妊娠期，饲养管理不良很容易
发生流产和死胎。因此，在保证
奶牛自身的营养所需，还要考虑
供给胎儿生长的营养需要，并积
蓄一定的能量养分以保证泌乳
的需要。

5、奶牛场管理需要加强
兽医及管理人员要全天候

查槽、巡视，发现牛只有异常情
况要尽早检查、尽早诊断、尽早
治疗，并及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
施，预防冬痢和乳房冻伤的发
生。

及时清除卧床上的粪便，及
时预热和更换卧床垫料，保证卧
床垫料干燥、松软，不冻结。

（阿晓辉 刘慧环）

□安可进

奶牛肢蹄病是指各种不良因素导致
的奶牛蹄和四肢部位的所有疾病的总
称，包括蹄、四肢的关节、肌肉、肌腱、腱
鞘、韧带、骨、黏液囊、神经等组织和器官
的各种疾病。奶牛肢蹄病是规模化牧场
最常见、成本最高且严重影响动物福利
的疾病之一。岳洋等对我国11个省105
个规模化牛场调查统计发现奶牛肢蹄病
月平均发病率高达 3.5%。肢蹄病可造
成泌乳牛生产性能降低，繁殖率下降，部
分肢蹄病难以彻底治愈，导致过早淘汰
或利用年限缩短、甚至死亡，给牧场造成
极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笔者结合多年
的临床经验和最新研究进展对规模化牧
场奶牛肢蹄病的发生原因进行综述，以
期为该病的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规模化牧场奶牛肢蹄病的发病调查
通过查询牧场信息系统、现场抽样

调查等方法统计奶牛肢蹄病的发病率，
然后通过临床症状确定患肢，再通过局
部检查、神经传导麻醉等方法确定患部。

2020年 6—12月，笔者对山东省日
照市某一规模化牧场跟踪调查统计发
现，肢蹄病月平均发病率为 1.19%。其
中，蹄病（如蹄底溃疡、白线感染、蹄冠
炎、蹄底挫伤等）月平均发病率0.445%，
肢病（如关节病、跟骨头感染、黏液囊疾
病等）月平均发病率为0.745%。蹄病月
平均淘汰率为0.133%，肢病月平均淘汰
率为 0.273%。该牧场奶牛肢蹄病中蹄
病约占36.97%，这与Shearer等报道的蹄
病约占 90%以上不一致，其原因可能与
国内外牧场的差异、统计的样本数量与
采样时间的不同等有关，尚需进一步深
入调查统计。但是此数据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目前规模化牧场重视修蹄和蹄病
的防控与治疗，但缺乏对蹄病以外的四
肢其他疾病的诊断、防控与治疗。因此，
牧场兽医人员要进一步完善奶牛跛行的

诊断，确诊发病部位是在蹄部还是在蹄
以外的四肢其他部位，认真调查分析肢
蹄病发病原因，并根据相应病因进一步
完善降低肢蹄病发病率的预防措施。

规模化牧场奶牛肢蹄病的病因调查分析
1、营养代谢因素
过食精料引起的奶牛肢蹄病：过食

精料可引起亚急性瘤胃酸中毒，导致奶
牛蹄病发病率升高。某些规模化牧场由
于 TMR搅拌不均匀，导致奶牛挑食精
料，引起亚急性瘤胃酸中毒；高温炎热夏
季奶牛出现热应激期间，是奶牛亚急性
瘤胃酸中毒频发季节，从而导致蹄病发
病率升高；某些牧场将泌乳牛的剩料饲
喂后备母牛或青年母牛，导致后备母牛
与青年母牛的蹄病发病率升高。当奶牛
过食精料，尤其是过食淀粉类精料后，会
导致瘤胃内环境 pH值降低。当瘤胃内
环境 pH值降低到 5.5以下时，导致瘤胃
内大量纤毛虫和微生物死亡，微生物死
亡崩解释放出内毒素，经瘤胃壁吸收进
入血液循环，毒素会随血液循环作用于
蹄真皮小叶，导致真皮小叶的无菌性炎
症，在临床上表现为奶牛四肢下端皮肤
及蹄冠皮肤发红，蹄冠部及蹄球部肿胀，
严重的出现蹄变形等。

钙磷代谢障碍引起的奶牛肢蹄病：
新生犊牛的先天性佝偻病在规模化牧场
高发，某些牧场新生犊牛先天性佝偻病
发病率甚至高达60%以上。在临床上主
要表现为关节屈曲、关节变形、运步困难
等。据文献报道，某大型牧场在一个阶
段内所产的犊牛，先天性佝偻病发病率
高达 80%，经血液检验发现，干奶牛、围
产牛、新产牛的血液TCa（总钙）和 iCa（离
子钙）的含量均低于正常范围。由此可
见犊牛先天性佝偻病是在母牛干奶期逐
渐发生和形成的。

2、卧床管理因素
卧床结构不合理：卧床结构不良、卧

床垫料缺乏、卧床舒适度不足等都会导

致奶牛肢蹄病的发病率升高。一般来
讲，卧床的长度为 1.8米，颈轨到卧床后
缘的对角线距离为 2.15米，高度为 1.27
米，卧床宽度为1.22米。如果卧床过长，
奶牛躺卧时容易靠前，其粪尿排泄在卧
床后部，易污染卧床，造成奶牛乳房、后
肢和后躯受粪尿浸泡，可引起乳腺炎和
蹄病。若卧床长度不够，奶牛躺卧时一
个后肢容易伸在卧床坎墙后方，造成坎
墙对后肢刮擦，导致跗关节滑膜囊炎症。

卧床铺垫不合适：大型牧场奶牛卧
床铺垫有垫料和橡胶两种。卧床垫料有
沼渣、沙子、锯末、稻壳等。生产中要求垫
料厚度在10厘米以上，垫料要与卧床后面
的坎墙齐平，并且保持松软、平整、干燥、
卫生。舒适度高的卧床奶牛上床率可达
100%，可以保证奶牛充分地休息。奶牛
只有得到充分的休息，其产奶量才会提
升。卧床垫料高度比卧床后坎墙低时，奶
牛在卧床躺卧后，其后肢的跟骨头常常受
到坎墙的碰撞或刮擦创伤，如处理不及时
或者治疗不当，可引起跟骨头、跟腱组织
与跗关节的感染、化脓。生产中橡胶垫的
厚度要求在4.0厘米以上，且富有弹性、柔
软、抗老化等特点。但是，由于橡胶垫不
具有吸水性，一旦奶牛粪尿排在卧床上，
如果清理不及时，可造成其乳房和后躯的
严重污染。橡胶垫另一缺点是容易老化、
变硬，使橡胶垫失去弹性。奶牛躺卧时，
会对四肢关节隆起部造成摩擦，长期可引
起关节慢性炎症。临床上最常见的是两
后肢跗关节的慢性滑膜囊炎。

卧床挡胸板不合理：挡胸板是限制
奶牛向卧床前端躺卧的挡板，宽度一般是
12厘米左右。挡胸板与卧床地面之间不
能留有空隙，挡胸板不能有棱角。卧床垫
料应将挡胸板覆盖，以减少挡胸板对奶牛
前肢腕关节和球节的碰撞或刮擦。如果
垫料没有覆盖挡胸板，特别是挡胸板装置
过高，与卧床地面之间出现较大的空隙
时，奶牛的前肢蹄部和掌部容易伸入到挡
胸板下方。在奶牛起立时，前肢不能及时
收回而导致前肢球节的挫伤、扭伤，甚至
导致掌骨、指骨的骨折。

3、粪道管理因素
奶牛粪尿全部排在粪道上，如对粪

尿清理次数过少，导致粪道积存粪尿，奶
牛蹄部长时间浸泡在粪尿中，可造成蹄
壳吸收水分、变软，继而受伤发炎。如果
粪道地面或赶牛通道地面凹凸不平，甚
至地面外露尖锐石子等物体时，可导致
蹄底发生刺伤，引发蹄底真皮出血，导致
蹄底真皮的感染化脓。另外，粪尿在粪
道上长时间积存，会分解产生氨气，在氨
的作用下易导致蹄壳角质变软、坏死或
腐烂，蹄底或蹄壁出现腔洞（即蹄角质糜
烂）。在雨水季节，牛舍外运动场泥泞，
奶牛不愿到舍外运动场上，导致粪尿大
量积存于粪道上，引发蹄部指（趾）间

炎。牧场的粪道地面要求设有防滑槽
沟，以防止奶牛滑倒。如果防滑槽沟设
计不合理，太浅或距离太宽，就无法起到
防滑作用，容易造成奶牛滑倒。奶牛滑
倒后可引发四肢及腰部的损伤，造成起
立困难或不能起立，严重的可导致奶牛
淘汰。清理牛舍粪道最常用的方法是刮
粪板刮粪。一般是用钢丝绳牵引刮粪
板，使用时间长的钢丝绳会有部分钢丝
断裂，奶牛的蹄底踩在钢丝的断头上，会
刺伤蹄底，引起蹄底真皮感染。也有些
牛蹄踩在钢丝绳上，在钢丝绳移动过程
中，奶牛蹄底被钢丝绳磨薄或穿透而引
起蹄底感染。还有些牛蹄系部卡在刮粪
板小弯头与颈夹底座的墙壁之间，引起
系部的捩伤或骨折。

4、感染性与传染性因素
蹄部如发生创伤会继发化脓菌的

感染，这种蹄病称为感染性蹄病，如蹄
底透创感染后引起的蹄底真皮的化
脓。最常见的传染性蹄病是蹄疣病，该
病一般是青年牛先发病，当怀孕的青年
牛分娩后进入泌乳牛群，将蹄疣病病原
菌带入泌乳牛舍，会造成泌乳牛蹄疣病
的蔓延。临床上犊牛传染性关节炎也
很常见，如支原体性关节炎、沙门氏杆
菌性关节炎、链球菌性关节炎、大肠杆
菌性关节炎、巴氏杆菌性关节炎及放线
菌性关节炎等。引发犊牛传染性关节
炎的病原菌常存在于未消毒的初乳中
或消毒不彻底的常乳中。犊牛及成母
牛的支原体关节炎在牧场内常散发或
呈地方性流行，是造成犊牛与成母牛淘
汰率最高的传染性关节炎。

5、遗传性因素
蹄病的遗传性因素已愈来愈多地

被学者和生产管理人员所重视。奶牛
的品种不同，蹄病易感性也不一样。文
献报道，荷兰黑白花奶牛蹄病发病最
高，红白花奶牛次之，美国、加拿大黑白
花奶牛发病最低。某些蹄病如指（趾）
间增殖、螺旋状变形蹄及蹄叶炎已被证
实具有遗传性。不同品种的奶牛，其蹄
壳的颜色也不一样，大多呈黑褐色。研
究表明蹄壳的坚硬程度与其颜色有关
联，蹄壳的颜色也具有遗传性。巧克力
色的蹄壳含有红色素，是最坚硬的一种
蹄壳；黑颜色蹄壳含有黑色素，也是比较
坚硬的一种蹄壳；蜡黄颜色蹄壳，是硬度
较差的一种蹄壳，其蹄病的发病率较高。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和大型牧场已
把奶牛的育种放到首要地位，并且将奶
牛肢蹄结构纳入育种选择指标。在生产
实践中，奶牛场可通过淘汰有明显肢蹄
缺陷，特别是淘汰那些蹄变形严重、经常
发生跛行的奶牛及其后代，可以使牛群
的肢蹄状况得到改善。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农
业农村局高兴畜牧兽医站）

奶牛肢蹄病是规模化牧场常发疾病之一，肢蹄病可导致泌乳牛产奶量下降，繁殖率降低，且部分肢蹄病难以彻

底治愈，造成病牛过早淘汰甚至死亡。笔者结合多年的临床经验和最新研究进展，探讨了规模化牧场奶牛肢蹄病的

发生原因，以期为该病的防控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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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11 主观性情评分标准主观性情评分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