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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棋牛断奶期(断奶~6 月龄) : ①饲养 : !应牛的营养来源主要是精饲料。 随着月龄的

hinl 辰，~渐增加优质粗饲料的H胆量，选择优质干草、茵稽供棋牛自由采食， 4 月龄前最好不

H民青旷等发酵饲料。干物质采食盐逐步达到每头每天 4. 5 千克，其中精料喂量为每头每天

1. 5~2 下克。模牛断奶期日增重应不低于 600 克。②管理: 断奶后棋牛按月龄体重分群散

放饲养，自由采食。 应保证充足、新鲜、清洁卫生的饮水，冬季应饮酒水。 保持棋牛罔舍清

的卫生、 -f燥，定期消毒，预防疾病发生。

(2) 育成牛饲养管理(7~ 1 5 月 龄) : ①饲养:日粮以粗饲料为主， 每头每天饲11畏精料

2~2 . 5 下克。 日粮蛋白质水平达到 13%~14% ; 选用中等质量的干草，培养其耐粗饲性能，

用进捕胃消化粗饲料的能力 。 f物质采食量每头每天也逐步增加到 8 千克，日增重不低于

(iOO 克。②管理:适宜采取散放饲养、分群管理。 保证充足新鲜的饲料和饮水，定期监测体

川、 体屯指标， 及时调整日粮结构，以确保 15 月龄前达到配和1 1体重(成年牛体重的 70% ) , 

保持适宜体况。 同时，注意观察发惰，做好发情记录，以便适时配种。

(3) 青年牛饲养管理(初配~分娩前) : ①饲养 : 青年牛的管理重点是在怀孕后期(预

{/:期前i 2~3 周) ，可采川干奶后期饲养方式，日粮干物质采食盐每头每天1O~1l千克，日

悦粗蛋白质水平 14%，说合精料每头每天 3~5 千克。②管理:采取散放饲养、向由采食。

不 11民变质每变的饲料，冬季要防止牛在冰冻的地面或冰上滑倒，预防流产。 依据牒情适当控

;!ilJ精料供给盐， I防止过肥，产前 21 天控制食盐喂量和多汁饲料的饲11畏盐，预防乳房水肿。

(IJ) }.噶玛:牛的饲养管理 :

门千奶期(千奶~产前 15 夭) :进入娃振后期， 一般在产棋前 60 天停止揽奶，这段时

川称只川·奶期。①饲养 : 干奶期奶牛的饲养根据具体体出而定，对于营养状况较差的高产母

l应捉向营养水平，从而达到l上等牒惰。日粮应以粗饲料为主，日粮千物质进食占体重的

2%~2. 5% ，每千克千物质应含奶牛能量单位 CNND) 1. 75 ， 粗蛋白质水平 12%~ 13% ，

有i植比 30 : 70，精饲料每头每天 2. 5~3 下克。②管理:停1月前 10 天，应进行隐形乳房炎

阶测，确定乳房正常后方口[停奶 。 做好保胎工作， 禁止饲l幌冰冻、腐败变质的饲革饲料，冬

季饮水不宵过冷。

2) 用产期:围产期指付牛分娩前后各 ] 5 天的一段时间 。 产前 15 天为闸产前期， 产后

1 :> 天为 |韦|产后期。①用产前期饲养管理 : 日粮千物质占体茧的 2%~2. 5% ， 每千克千物质

介 NND2. 00，粗蛋向质水平 13% ，钙 0. 4 % ，磷 0. 4% ，精粗比 40 : 60，粗纤维不少于

20% 。 参考H畏量 : 1昆合料: 2~5 千克、干草 4 千克， 补充微量元素及适茹添加维生素 A 、

行i 生京 E，并采用低钙饲养法。 典型的低钙日粮一般是钙占日粮千物质的 0. 4%一下，钙磷

It 1 : ]，减少产后瘫痪。 但在产辅以后应迅速提高日粮中钙毡，以满足产奶时的可耍。 奶

']".1临产前 ] 5 天转入产房。 产房要保持安静， 千净卫生。 昼夜设专人值班。 根据预产期做好

广·房 、 产问、助产器械工具的清洗消毒等准备工作。母牛产前应对其外生殖器和后躯消毒。

i咀常情况下， ìt其自然分娩，如2;助产时，要严格消毒手臂和器械。②罔产后期饲养管理:

jl'r:后粗饲料以优质千草为主，自由采食。 精料换成泌乳料，视食欲状况和乳房消肿程度逐渐

mlJ1l饲|收盘 。 每千克日粮千物质含钙 0. 6% ，磷 0. 3 ，辅相比 40 : 60，粗蛋白质水平提高到

17% , NND2 . 2 ，粗纤维不少于 18%。母牛产后，通常第 1 天每次只挤 2 千克左右，第 2 天

hj:次挤奶 1/3 ，第 3 天每次挤奶 1/2 ，第 4 天才可将奶挤尽。 分娩后乳房水肿严重，要加强

'lL房的热敬和按摩，每次挤奶热敷按摩 5~ 10 分钟，促进乳房消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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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泌乳早期(产后 16~100 天，也称泌乳盛期) : ①饲养:日粮于物质采食量由占体重

的 2. 5%~3. 0%逐渐增加到 3. 5% 以上，粗蛋白质水平 1 6%~ 18% ， NND 为 2. 3 ， 钙

2.3% ，磷 0.7% 。 加大饲料投11畏，奶料比 2. 5 : 1 。 提供优质干草，保证高产奶牛每天 3 千

克羊草， 2 千克苗稻草的饲喂盘。②管理 : 应适当增加饲l幌次数，有条件的农场和奶农最好

采用 TMR 饲养，如果没有 TMR 搅拌车，可以利用人工 TMR。 搞好产后发情检测，及时

配种。

4) 泌乳中期(指产后 101 ~200 天) : ①饲养 : 日粮干物质占体重的 3. 0%~3. 2% , 

NND 为 2. 1，粗蛋白质水平 14% ，粗纤维不少于 17% ，钙 0. 65% ，磷 0. 35%，精粗比

40: 60。②管理:此阶段产奶iLI渐减(月下降幅度 5%~7%) ，精料可相应逐渐减少，尽量

延长奶牛的泌乳高峰。 此阶段为奶牛能量正平衡，奶牛体况恢复，日增重为 O. 25~0. 5 千克 。

5) 泌乳后期(产后 201 天至停奶阶段) : ①饲养 : 日粮干物质应占体重的 3. 0%左右，

ND 为 2.0，租蛋白质水平 13%，粗纤维不少于 20%，钙 0.55% ，磷 0. 35% ，精粗比以

30 : 70 为宜。 调控好精料比例 ， 防止奶牛过肥。②管理: 该阶段应以恢复牛只体况为主，

加强管理，预防流产。 做奸停奶准备工作为下一个泌乳期打好基础。

6. 选育与繁殖

(1)选育 :

1)母牛选留要求 : ①匈:!赎牛:初生重应达到品种标准要求.荷斯坦奶牛适宜初生重在

40 千克以上;身体健康 ， 发育正常，无任何生理缺陷 ， 二代系谱清楚且无明显缺陷。②后

备牛:根据母牛的体尺、体重、 生长发育和系谱质料进行选留和淘汰 。 主要指标包捐 6 月

龄、第 1 次配种( 15~18 月龄)的体尺、体重。 各项指标须达到品种标准。

2) 冻精选择 : ①种公牛:提倡选用优秀种公牛 ， 最好选择有后商测定成绩的公牛。

②细管冻精:细管冷冻精液应符合 《牛冷冻精液 )) (GB 4143-2008) 规定，标注生产种公

牛站名称或代码、种公牛号和l生产日期等内容。

(2) 繁殖:配种员耍定时观察苛牛发情情况，并及时进行配种。 对发情异常与久配不孕

的母牛进行直肠检查，及时对症治疗。 加强产后监护，包括产道损伤、胎衣排出、产后瘫

痪、恶露排出和炎症检查等。

7. 卫生防疫与保健

(1)防疫总贝1]: 严格按照 《动物防疫法》 的现定，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净化奶牛

主要动物疫病，防止疾病的传人或发生，控制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

(2) 防疫措施 : ①奶牛场应建立出入登记制度，非生产人员不得进入生产区。②职工进

入生产区，穿戴工作服， 经过消毒间洗手消毒后方可入场。③奶牛场员工每年必须进行一次

健康检查，如患传染性疾病应及时在场外泊疗，痊愈后方可上岗。④新员工必须持有当地相

关部门颁发的健康证方可上岗。⑤奶牛场不得饲养其他畜禽，特殊情况需要养狗，应加强管

理，并实施防疫和职虫处理， 禁止将畜禽及其产品带入场区。⑥定点堆放牛粪，定期喷洒杀

虫剂，防止蚊蝇滋生。⑦污水、粪尿、死亡牛只及产品应作无害化处理， 并做好器具和环境

等的清洁消毒工作。③当奶牛发生疑似传染病或附近牧场出现烈性传染病时 ， 应立即按规定

采取隔离封锁和其他应急防控措施。

(3) 消毒:应选择国家批准的，对人、奶牛和环境安全没有危害以及在体内不产生有害

积累的消毒剂。 可采用喷雾消毒、浸液消毒、紫外线消毒、喷洒消毒、热水消毒等。 消毒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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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涉及养殖场(小区)的环境、牛舍、用具、外来人员、生产环节(挤奶、助产、配种、注

射泊疗及任何与奶牛进行接触)的器具和人员等。

(4) 免疫 : 奶牛场应根据 《动物防疫法》 及其配套法规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

强制免疫病和11和有选择的疫病进行防御接种，疫苗、免疫程序和免疫方法必须经同家兽医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

( 5 ) 检测及净化:奶牛场应按照同家有关规定和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具体要求，对

结核、布鲁氏菌病等动物传染性疾病进行定期检测及净化。

(6) 奶牛保健: ①乳房卫生保健 : 应经常保持乳房清沽，注意清除损伤乳房的隐患，

挤奶时清洗乳房的水和毛巾必须清洁，建议水中加 0. 03 %漂白粉或 3%~4%的次氯酸制

等进行消毒。②蹄部卫生保健 : 保持牛蹄清洁，清除跳间污物或用水清洗。 坚持定期消

毒，夏、秋季每隔 5~7 天消毒 1 次，冬天可适当延长间隔 。 每年对全群牛只肢蹄检查 1

次，春季或夏季对蹄变形者进行统一整修。 对患蹄病牛应及时治疗。 坚持供应平衡日粮，

以防蹄叶炎发生。③营养代谢病监控: 高产牛在停奶时和产前 10 天左右作血样抽样检

查，测定有关生理指标 。 应定期监测自同体，产前 l 周， 产后 1 月内每隔 1~2 日监测 l 次 ，

发现异常及时采取治疗措施。 加强 l临产牛监护，对高产、体弱、食欲不振的牛在产前 1

周可适当补充 20%葡萄糖酸钙 1~3 次，增加抵抗力 。 每年随机抽检 30~ 50 头高产牛作

血钙、血磷监测 。

(7) 兽药使用准则:禁止使用同家明文禁用的兽药和其他化学物质 ; 禁止使用禁用于泌

乳期动物的兽药种类 ; 禁止使用未经同家兽医行政部门批准的药品 。 严格按照、兽药管理法

规、规范和质量使用标准使用兽药，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 预防、治疗奶牛疾病的用药有畏

医处方，并保留备查。

(8) 消毒、免疫与用药记录:建立并保存奶牛的免疫程序记录;建立并保存患病奶牛的

治疗记录和用药记录。 治疗记录应包括: 患病奶牛的畜号或其他标志 、 发病时间及症状。 用

药记录应包括 : 药物通用名称、商品名称、生产厂家、产品批号 、 有效成分 、 含量规格、使

用剂量、疗程、治疗时间、用药人员签名等。

8. 记录和档案管理 根据农业部发布的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 和I ((生鲜乳

生产收购管理办法》 建立生鲜牛乳生产收购等相关记录制度，配备专门或兼职的记录员 ， 并

逐步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 主要记录包括 : ①育种与繁殖记录:奶牛谱系记录、奶牛配种

日志、奶牛繁殖和产赞记录。②奶牛进汁l场记录:奶牛死亡、淘汰、 出售记录，牛群异功fT

账。③饲料、兽药使用记录 ; 饲草料入库和使用记录、奶牛疾病和1处方记录、兽药使用和1休

药期记录。④卫生防疫和保健记录:奶牛检测和疫苗注射记录、隐性乳房炎监视。记录 、 奶牛

产后监控卡、牛场消毒记录。⑤生鲜乳生产和收购记录:挤奶设备保养维修记录、 生鲜牛乳

生产记录、生鲜牛乳检测记录、生鲜牛乳储存记录和挤奶、储存、运输等设施设备清洗消毒

记录及生鲜牛乳运输和销售记录。

适宜区域: 适用于我国奶牛养殖各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所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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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10-62815833 

2. 中国奶业协会

联系地址:北京市德胜门外清河镇北京奶牛中心

邮政编码: 100085 

联系人:刘琳

联系电话: 010-62948048 

3. 全国畜牧总站体系建设与推广处

联系地址 : 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陈强

联系电话: 010-59194618 

c. 肉草标准化综合技术

技术概述:肉用羊标准化生产，就是在场址布局、栏舍建设、生产设施配备、良种选

择、投入品使用、卫生防疫、粪污处理等方面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 并按程

序组织生产的过程。 关键技术环节包括 : 选用高产优质肉用羊品种， 品种来源清楚、检疫合

格， 实现品种良种化; 养殖场选址布局应科学合理，符合防疫要求，羊舍 、 饲养与环境控制

设备等生产设施设备满足标准化生产的需要 ， 实现养殖设施化;落实养殖场和小区备案制

度，制定并实施科学规范的饲养管理规程，配制和1使用安全高效饲料，严格遵守饲料、 饲料

添加剂和兽药使用有关规定，实现生产规范化; 完善防疫设施，健全防疫制度，加强动物防

疫条件审查，有效防止重大动物疫病发生，实现防疫制度化 ; 羊粪污处理方法得当 ， 设施齐

全且运转正常， 达到相关排放标准， 实现粪污处理无害化或资源化利用。

技术要点 :

1. 选择优良品种 ， 通过经济杂交提高羊肉的生产效率 可选用杜泊 、 无角陶赛特、萨

福克、特克塞尔、波尔山羊等肉羊品种作为经济杂交的终端父本，采用二元或气元杂交。 推

广应用羊鲜精大比例人工授精技术，选择优秀种公羊 ， 集中采精、高倍稀释、低温保存 、 短

途运输、适时输精。 推广羊孕自同阴道海绵栓诱导发情技术 ， 提高母羊的繁殖效率。

2. 合理分群饲养，制定相应的饲养管理规范 根据生产的目的 、 要求和年龄结构对羊

群进行合理分群饲养。种公羊在饲养管理上要求比较精细，应常年保持中上等!原情，以健

壮、活泼、精力充沛、性欲旺盛为原则;繁殖母羊应分别做好空怀期 、 娃赈期、哺乳期的饲

养管理; 羔羊的饲养管理上应把握好以下几个环节:尽早吃好、 1Jl:足初乳川l甫喂常乳;及早

补饲。早期断奶羔羊，使用代乳料饲养，生后第 10 日开始补l喂优质草料。

3. 把握适度规模， 确定适宜的饲养方式 养殖的适度规模决定于养殖户的投资能力 、

市场价格 、 饲草面积、饲养管理条件和公母比例等诸多因素。实践表明，能繁母羊饲养的适

度规模应为 100~250 只 。 对于专门从事羔羊育肥的专业大户养殖规模控制在 500~1 000 只

为宜。 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可采取放牧+补饲 、 舍饲育肥等不同的育肥方式。对于草原牧

区，可结合冬羔生产方式，充分利用夏牧场的优质牧草，采用放牧育肥; 对于农区饲草料条

件充足的地区， 可采用工厂化、全舍饲育肥羊的方式及全棍料舍饲技术，结合高效繁殖技



十一、畜牧兽医。

术，实现两年 3 胎;对于半农半牧区，充分利用农副产品及草山草坡，对农副产品秸轩进行

微9(:、氨化、碱化等力nT处理，提高饲料转化率。 北方寒冷地区可采用塑料薄膜暖棚养羊技

术，做到冬暖夏凉。

4. 适时免疫驱虫，做好羊只综合保健 据调查，目前对养羊业危害较大的传染性疾病

主要有羊症、绵羊支原体肺炎， 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羊传染性腺癌、 羊口蹄疫 、 羊梭菌性

病、羔羊大肠杆菌病、巳氏杆菌病、链球菌病等。 绵羊支原体肺炎可利用诊断试剂和绵羊支

原体肺炎疫苗进行诊断和免疫预防。 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是当前严重危害我国肉羊产业健康

发展的重要传染病之一 ， i亥传染病 nf利用山羊支原体间接 ELISA 或间接血凝检测试剂盒进

行病原检测，手IJ川山羊支原体肺炎灭活疫苗进行免疫预防。 根据本地羊群疫病流行情况选用

3 联茵或 5 联苗、 羊症、口蹄疫灭前疫苗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防疫。 羊舍内外要经常打扫 ，

定期]7肖毒 。 春秋两季分别J H灭虫丁、左旋咪l哇、敌百虫等广谱驱虫药对羊只进行体内外

驱虫。

5. 建设标准化羊舍，做好粪便和污水处理 羊舍建设要因地制宜， 既节省成本，又有

利于豆季通风、防暑|曦棍和!冬季保暖。 在气候炎热、 j朝混地区，为防止寄生虫等传播，山羊

生产可设置距地而高度 1 米左右的羊床，可以大大减少羊疾病的发生。 粪便和污水要采用堆

积发酵或沼气池发酵等无害化处理，确保羊场不污染周罔环境，周围环境也不污染肉羊场

环境。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海淀区阴明同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杜立新

联系电话 : 010-62819997 

2.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地址:北京海淀区圆明同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 系 人:张微

联系电话 : 010-62734275 

3.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

联系地址: n于和浩特市鄂尔多其rr路内蒙肯农牧业科学院两区

邮政编码 : 010030 

联系人 : 荣戚恒

联系电话 : 13337101809 

4. 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 : 重庆市北部新民黄山大道东段 1 68 号

IIIIí政编码 : 401121 

联系人 : 范首君

联系电话 : 023-89 1 336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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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蛋鸡标准化综合技术

技术概述: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是我罔蛋鸡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该技术重点捎述的是

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的蛋鸡场厂址选择、鸡舍建设、笼具要求 、 环境控制、生产管理、防疫

及疾病控制、粪污处理等技术，为提升我国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提供技术依据。

增产增娘情况:蛋鸡标准化综合技术的应用首先可以提升蛋鸡养殖的生物安全水平、从

而提升鸡蛋的安全水平，将促进鸡蛋品质的改善。 同时，该技术还可提高蛋鸡生产性能。 与

目前我同其他养殖方式相比，蛋鸡生产性能水平将得到充分发挥 ， 蛋鸡全程的成活率可达

93%以上，高产蛋鸡产蛋率 90%以上，产蛋期可达 4 个月以上。

技术要点: 该技术符合我罔对蛋鸡标准化规模养殖的要求，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 建设规模 标准化规模蛋鸡养殖场单栋饲养量应在 5 000 只以上，全场饲养盘 l 万只

以上 。

2 选址及布局 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居民区、畜禽屠宰加1二 、交易场所和l主要交通

干线 500 米以上，其他畜禽养殖场 1 000 米以上 。 养鸡场地势高燥，通风良好。 场 l主有稳定

适于饮用的水源及电力供应。 有专用车道直通到场，场区主要路面须硬化。 净道、污道严格

分开。 场区周罔有防疫隔离设施，井有明显的防疫标志。 场区内办公生活区、生产l豆 、粪污

处理区分开，各区整洁。

3. 生产设施与设备 鸡舍为全封闭式或半封闭式，有防鼠防鸟等设施改备;场lð:门口、

生产区人口和鸡舍门口应有消毒设施，生产区人口处应设有更衣消毒室，场内和]x鸟舍内应有

?肖奇-设备;鸡舍内须配备通风、降温、光照、饮水、加料及清粪设施;设有兽医解剖室并具

备常规的化验检验条件;设有药品储备室，并配备必要的药品、疫苗储藏设备;设有专用的

蛋库。

4 . 管理与防疫 采取按区或按栋全进全出制饲养工艺。 按照 《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

理办法》 的要求，建立完整的养殖悄案;建立员工培训、设备使用和维护档案 ; 使川的兽

药、饲料药物添加剂、消毒剂、饲料原料等柯合同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规定;制定生产

管理、防疫消毒制度、兽药和饲料使用、人员管理等各项制度井公不;制定合理的饲养管理

操作技术规程 ; 免疫程序的制定须有专业兽医资格的兽医认可;有 1 名以上畜牧兽医专业技

术人员，或有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稳定的技术服务;雏鸡应来源于具有 《种畜禽生产经背许可

证》 的种鸡场，记录品种、来源、数量、日龄等情况;鸡蛋及淘汰蛋鸡检疫符合同家标准的要求。

5. 废弃物处理 应有防雨、防惨漏、防榄流的鸡粪储存场所， 鸡粪应发酵或经无害化

处理;所有病死鸡采取焚烧、高月二煮j~ll或深埋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场区整沽，垃圾合理

收集、及时清运 。

注意事顶: 场址不应位于 《畜牧法》 规定的禁止区域，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土地利用

规划。 蛋鸡场应具有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蛋鸡场应在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取得畜禽标识代码。

适宣区域: 适应于我国各地蛋鸡养殖。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地址:北京海淀区圆明同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 lì~鲁江

联系电话: 010-62732741 

2. 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86 号

邮政编码: 401121 

联系人:如l昌良

联系电话: 023-89133681 

E 肉鸡标准化综合技术

十一、畜牧兽医。

技术概述:肉鸡标准化综合技术是以国家标准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文

{'I 为指导，在场址选择和l布局、良种引进、卫生防疫、饲料与饲养管理、废弃物处理技术等

H面， ill一步规范肉鸡生产全过程控制，以确保鸡肉产品的安全性。

增产增娘情况:通过肉鸡养殖全程控制，建立标准化的养殖模式，建立有效的安全防控

N'r'施，有效减少鸡群的发病率，减少各种药物的使用，保障肉鸡生产的安全健康，促进肉鸡

IIf持续发展，提高社会和生态效益。

技术要点:

1.环境要求

(1)原则:鸡场的环境场地应符合当地政府土地使用发展规划的要求 。 饲养场的选址应

i在参照种《畜禽管理条例)) ((动物防疫法》 的规定，符合环境保护和兽医防疫要求(种鸡场

jf需要根据繁育体系的要求)，合理布局。 距离主要交通干线、居民区 500 米以上，距离屠

Y场、化工厂和其他优质区(场) 1 000 米以上，距离垃圾场等污染源 2000 米以上 。 周围

筑有自|墙或防疫沟，并建有绿化带。

(2) 地势:场址地势宜较高、干燥、平坦、容易排水 、 并且通风良好， 在丘陵山地建设

的场宜应梓向阳坡，坡度不宜超过 30
0

。 选址时还应注意当地的气候变化条件，不能建在昼

l!i i且差过大的山尖，不应建在通风不良、潮湿的山谷低洼地区。 养殖场的厂址应位于居民区

的下风处，地势尽量低于居民区， 以防止养殖场对周围环境污染 。

(3 )土壤:环境应符合 《农产品安全质量元公害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 )) (GB/ T 

IR407 . 3) 和 《动物防疫条件审核管理办法》 的规定 。 场地土壤要求未被传染病或寄生虫病

i!}病原体污染 ， 透气透水性能良好，以便保证地面干燥。 对于采用机械化装备的鸡场还要求

|填压缩性小而均匀，以承担建筑物和将来使用机械的重量。 鸡场的土壤以沙壤和壤土为

'1'1: . 排水性能良好， 隔热，不利于病原菌的繁殖，符合鸡场的卫生要求。

(4 )环境:肉鸡饲养场的环境质量应符合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 / T 388) 的要

求 . 污水 、 污物处理应符合国家环境的要求。

(5 ) 水源水质:场区应有充足、方便取用，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源，水质应符合 《无公害

(t IIJI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 5027) 的要求。

2. 生产规范要求

(1)全进全出制度 : 严禁不同品种、地方、不同批次和大、中、小鸡混养，以防交叉感

'壮 。 一栋鸡舍的鸡必须同时进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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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种 : ①种鸡苗来自祖代场健康鸡群养 . 确iE;引人外来品种时，规范引种程序 . 引

人种苗按照 《种畜禽调运检疫技术规范)) (CB 1656 7) 的有关要求，进行隔离饲养并加以疫

情监测 ， 经检查确定为健康动物后，方可人群饲养。生产过程中的饲养管理应符合《元公害

食品 家禽养殖生产管理规范)) (NY / T 5038 ) 的要求。②鸡苗引进应从有 《利1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 和 《动物防疫合格证》 的鸡场购进。③引进雏鸡、种蛋应依照 《动物检疫管J1u.办

法》 和] ((畜禽产地检疫规范 )) (CB 16549) 进行检疫。 鸡苗元感染白刷、新城疫、禽流感、

支原体、传染性法氏囊炎、传染或性贫血、禽结核、禽白血病等疫病。一栋鸡舍或全场的鸡

群宜来源于同一种鸡场或同一种群。

(3) 饲料:①所用饲料应符合 《饲料卫生标准)) (CS 13078) 和 《无公害食品 肉鸡饲

养饲料使用准则)) (NY 5037) 的要求。②采购的饲料应检查包装袋的标签和说明书，是否

具有名称、配方号、使用说明、成分含量、数量、商标、批号、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 、

厂址、 电话等必备条款。③饲料进场时 ， 应对实物进行抽样目测检查含水量、杂质、色泽 、

气昧、包装是否符合要求 ; 外观是否有结块、霉变等情况。 购进的饲料应经验收合格方 nf进

库，库内饲料应按品种、规格分别堆放 。

(4) 兽药: ①兽药使用应符合 《无公害食品 肉鸡饲养兽药使J+j准则 )) (NY 5035 ) 的

要求。②鸡场应建立严格兽药使用管理制度 ， 专业兽医人员进行处方用药 ， 以确保禁止使用

违禁药物及严格执行限量用药。 种鸡群尚需避免闲影响母鸡产蛋性能的药物。③饲料药物添

加剂的使用严格按照 《允许作饲料药物添加剂的巴药品种及使用规定》 执行。

(5) 疫病预防 : 疫病的免疫接种应按 《动物防疫法 》 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进行 。

(6) 粪污处理:肉鸡场鸡粪及无害化处理应符合环保要求，设置粪便及污水处理设施;

固体粪便经高混堆肥处理后可做农业用肥;处理后要符合《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 ( CB 

7959) 的规定;污水经分级净化处理后要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CB ]8596) 

方可排放。

(7) 饲养管理 : 饲养过程应按照 《无公害食品 家禽养殖生产管理规范 )) (NY / T 

5038) 执行。

3. 记录和档案管理 根据农业部发布的《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建立肉鸡养

殖档案，做好引种、饲料、兽药、出栏等各种记录，配备专门或兼职的记录员. ;j:逐步建立

健全档案管理制度，主要记录包括 : 鸡苗引进记录;雏鸡检验检疫记录;饲料购入、入库和

使用记录;兽药的处方、使用和休药期记录;卫生防疫和疫苗接种记录 ; 病死鸡处理记录 、

废弃物处理记录;出栏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养殖实施设备清洗消毒记录等。

4. 养殖过程综合技术的应用

(1)环境控制自动化技术:通过自动化设备把鸡舍内有害气体排出鸡舍，号|边新鲜的空

气，保证鸡舍空气不断循环更新，空气质量符合鸡群健康生长的要求 。

(2) 制订完善的疾病防控体系 : 饲料自动化运送方式、有效的防鼠措施、严格的免疫制

度、病死鸡的严格处理，有效切断病原菌的传播途径，做到预防为主。

(3) 排泄物元害化处理技术:利用堆肥发酵技术，减少粪污对环境的污染。

(4) 节能低耗技术的应用:合理有效的光照制度以及节能环保灯的应用，可以降低能

耗，降低养殖场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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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宣区域:适用于我国肉鸡养殖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同网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 张宏福，陈继兰

联系电话 : 010-62818910 

2.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交校路 1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联系人:逮 岩

电子邮箱: jqsyzs@163. com 

F. 肉牛标准化综合技术

十一、畜牧兽医。

技术概述: 本技术概述了肉牛标准化肥育场的选址与布局、设施与设备 、 管理与防疫、

环保要求等内容，适用于年出栏育肥肉牛 500 头以上或存栏量 200 头以上标准化肉牛肥育场

的建设、生产与管理。

技术要点:

1.选址 ①场址要地势开阔、高燥向阳 ， 通风、排水良好，坡度宜小于 25
0

; 场地地形

艳齐、 宽阔、有足够的面积，肉牛肥育场的场区占地总面积按每头存栏牛 40~50 米2计算。

②场地土壤质id符合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 (GB 1 56 1 8) 规定 。 土壤标准分级为二级标准。

@水源稳定，供水充足，取用方便，水质应符合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 (NY 

5027 ) 的要求。④电力供应充足可靠，符合 《工业与民用供电系统设计规范)) (G即 52) 的

~求 。 通信基础设施良好。⑤交通便利，卫生防疫无污染 。 场界距离居民居住区和其他畜牧

场应不小于 500 米，距离交通主干道不少于 500 米 。 周罔 1 000 米以内元化工厂、畜产品加

E厂、屠宰厂、兽医院等容易产生污染的企业和单位。

2. 场地规划布局 ①肉牛育肥场按功能分为生活办公区 、 生产区(肥育区和隔离区) 、

饲料力[1 1二区和粪污处理区，各功能区宜相距 50 米以上 。 牛场周用及各区之间应设防疫隔离

惜。 ②生活办公区设在场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及地势较高区域，隔离区设在场区下风向

!!X侧风向及地势较低区域，饲料区与生产区分离。③场内道路分净道和污道，两者严格分

开， 不得棍用。④牛场四周建有罔墙或防疫沟 ， 并配有绿化隔离带设施，牛场大门入口处设

午辆强制消毒设施。

3. 牛舍及设施设备 ①牛舍建筑应满足隔热、保温、通风和采光的要求，可采用砖混

纣构或轻钢结构。 单列式牛舍跨度为 5. 1 ~6. 5 米; 双列式牛舍跨度为 10. O~ 12 . 0 米;采用

肝养双列式牛舍跨度不小于 20 米。 牛舍檐口高度不低于 3. 0 米，双列布置的牛舍檐高不低

f 3. 6 米 ， 且随着牛舍跨度的增加而增加。 牛舍总建筑面积按照每头存栏牛 6~8 米2计算。

Jt他附属建筑面积按照每头存栏牛 2~3 米2计算。 两栋牛舍间距为檐高的 3~5 倍为宜。

②采用拴系饲养的牛床长度为 1. 8 米，床面材料以砖、?昆凝土为宜， 并向粪沟有1. 5%~ 

3. 0%的坡度。 采用小群饲养一般加垫料 ， 也可设坡度向粪沟倾斜。 牛栏杆根据饲养方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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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小附饲养栏杆根据牛的大小设计1. 3~ 1. 5 米高度。 栏内可设听牛体刷等设施。 采川千i

押lJ帮饲梢或地而伽l梢，人T.或机械饲喂;饮水可采JH J气功饮水栋或饲111供水; 清粪方式来川J

人T.或机械消粪。 运动场rl ' 设有补料ttll 、饮水设施，按 20~30 头牛设世 l 个饮水梢。①奸、

质控制设备，包括以机等防辑降11m.设备 。

4. 场区设施与设备 ①饲料)11 1 丁.与储存设施应符合下州要求:古时1储备fLT校句头牛每

天 8~ 10 下克计3Î~ ，应满足牛场全!.f ~ti 贺!址 。 青、川'轩池披 400~ 600 千克/;.je 设 i l-梓 !lt 。 应

有十草棚 ， 伊j 布:储备母校公j:头牛í{j天 5 下克计算， }~满足牛场 3~6 个月~/~: ~1片 。 有j圳和↓储

备应有精料库，储备故应能满足牛场 1 ~2 个片'，1rf ~: itt 。 牛 j易设有粉碎机、搅拌机怜相山的

)m 1.. 设备。②牛场水源稳定，有7K质检验报告 . 有水储备设施或用套饮水设备，。飞水J I~ ) J 为

] 47~ 1 96 下帕 。 牛场给水设计应按甜头育11巳牛 FI ~7，i;K 1，{:为 4 0~ 50 升， 句人门币':;K l t!:~安 1 00

升，饵日供7ki圭按牛场 H雨水:W: Ét'-.J 2. 5 倍计算;生前年j钙;J![[ j:)(给水、排放按丁、Iv. 与民川 ill筑

有关规定执行。 场内消防应符合 《农村防火规范 >> (c...;民 5003 9 ) 的规定。③牛场的 1 l!. )J 的荷

哼级为二级。 当地不能保证二级供电要求时，应设哇 (1 备去:r11机组。 )j巴育场应RUYf{l.t.U、交

流、通信联络设备。 ④牛场应配哇生产所币~的兽医险断、环境监祖'!'J ~1; lÎ~水仪器设备 。 设有

地抨、保定架和1装(剑J) 牛 fT等设施。

S. 生产管理 ①采用阶段肥育或 白:线 11巴育的饲养才-艺 ， 短期育)j巴牛平均 门 用 币 。. 8 千

克以 仁。②饲料及添hn剂的使J+j符合 《无公需食品 生猪饲养饲料侦川准贝'J )) (NY 5032) 

的要求，饲料原料应付什 《饲料原料门录)) Nè定 。 有饲料采购和1伙应叶划 . 川粮组成平11配方

记录，常J-H饲料常规性营养成分分析检测记录 。

6. 卫生防疫 ①购人的架子牛应枪疫合格，并在 |隔离 1>( 隔离、观察、处用。②恨据

《动物防疫法》 规定的坚求，制定疫病 l监测方案。 按规定迸行1:Y!防按种 。 有门附应写 1 ii.J家规

定疫病的免疫接种计划和!实施记录。 有预防、治疗常见疾病的规程， I(~持定Wl i肖 t耳。①兽药

使用符合 《元公害食品 奶牛'(pJ养冉药使用时'F.ý!'J>) (N Y 5046) 规定，有元辑 :1纠仙川记录，

包括药品来源、使用对象 、 使j十j时间和问j1，，1:0 ④病死牛只处理及设施建设成符合 《州'， If动物

和l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则规程 )) (GB 1 654 8 ) 规定 。

7. 记录与档案管理 根据 《 市禽标识与养础档案管理办法》 建也肉牛 ' I:.r iL >K 制度，

对 H 常牛产、活动等ili行记隶 ， 以便及时常加肉牛的生产情况。 ic ;丧资料包};I;. : 牛肝周转

(品种、来源，进 :H场的数母、月龄、体草) ic求， : H人记录 ， 饲料 !可药使川-lìL >让 . I 川生防

疫记录，病死牛处理记录 ， 设备使川、维护，人员管则等 iL录梢案。 建 立健~俨i案竹理制

度， I莉专人负责和i案的管理。

8. 环保要求 有与养列'(规模相适应的粪污储有:与处理设施，有 |古|定的才~1\f! M1{( 、 堆放

场所和u设施，储存场所有防l中j 、防止粪液惨漏 、 泊流措施。 采川农 III 不IJHj 、 J:1UI巴和IH气处理

等方式，达到无害化处理 ， 资源化利J 1I 0 

适宣区域 : 适用于我同肉牛养殖各|又 域。

技术依托单位: 中同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同两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 系 人: 文1I继军

联系电话: 010-627 32763 



十一、畜牧兽医 。

G. 肉兔规模化养殖综合技术

技术概述: 肉兔规模化养殖配套技术是以国家标准、法规及其行业主管部门文件为指

忡，科学选址和布局，设计建造现代化兔舍及其笼具设施，引进肉兔配套系，采取工厂化繁

斤，配tlltl绿色、优质、高效饲料，严格执行饲养管理技术规程，进行网络化、程序化防疫，

ft污无害化处理，使肉兔规模化养殖技术集成、配套，示范推广，确保肉兔产品优质、

久-全 。

增产增娘情况: 通过改善兔舍、笼具、设施条件和l生产环境，优化肉兔品种和科I群结

构 . 采阳t厂化繁育技术和全进全出管理模式，应用先进的饲养管理技术规程，提高肉兔成

iti率和: 1\栏率，减少疾病发生，保障兔肉安全生产和供应，实行粪污无害化处理并合理利

川 ， 获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技术要点:

1.科学选址和布局

( 1 ) 选址 : 兔场选址应符合当地政府土地使用发展规划、环保、种畜禽管理条例、 《动

物防疫法》 的规定要求，合理布局。 兔场应建在地势高平、背风向阳、通风良好、千燥、容

~)J1-n:水的地方，不能建在山顶、陡坡地和山谷低洼地区。 位于居民区的下JXL处，地势尽盐低

l 居民|恙 。 土壤以沙壤和填土为宜。 距离主要交通千线、居民区 500 米以上，距离屠宰场、

ft I丁厂和其他养殖区(场) 1 000 米以上，距离垃圾场等污染源 2 000 米以上 。 周围筑有围

峭旦旦防疫肉 ， 并建有绿化带。

( 2) 环境 : 兔场环境应符合 《畜禽场环境质扯标准)) (NY/ T 388) 、 《农产品安全质量

儿公?-~: 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 )) (GB/ T 1 8407. 3) 、 《 动物防疫条件审核管理办法》 的要求，污

~~物处则符合国家环境的要求 。

(3) 水 : 兔场7j(1J，ij(、充足，取用方便，水质清新，符合 《元公害食品 畜禽饮川水水质》

I ,y 5027 ) 的要求 。

2. 现代化兔舍及其笼具设施设计建造和智能化环境控制

(1)兔舍自然采光系数为 1 : 10 以上，入射角不小干 25
0

，投射角不小于 50。 冬至光线

大介最大跨度一般在兔舍宽度的 80% 以上，才能保证舍内家兔得到充分的自然沌照。 自动

川、 ìt至 1 6 小时，光nn度 60 ~YJ克斯。

(2) ( 1 动控制通风换气。 兔舍夏季和冬季所河边风扯分别为为 18.4 矛[1 2 . 3 米3 /秒，风

Ill~L备 3 . 0~4 . 6 米 2 ， l显~iì'总而积为 9. 0~ 13 . 8 米2 。

(3) 牵引式、水乍式、履带式等自动清粪系统 ， 污染而小、清粪效率高 。

(4) 悦层兔笼和l阶梯式双层兔笼 (外挂产箱)饲养密度适当、通风透光效果好，宽深高

句( ，1.8~50) 厘米X 90 厘米X 45 厘米，质地镀僻、不锈钢均可。

(5 ) 搅龙、行车或履带式自ï9JII畏料，乳头式向动饮水。

3. 引种与工厂化繁育

( 1)引种:种兔来自伊高乐、伊拉、伊普昌 、齐卡、艾饼、康大等肉兔配套系祖代场健

扣(Æ!. HL 引人外来品种严格按照 《和l'畜禽加l运检疫技术规范)) (GB 1 6567) 的主要求进行。 引

|叶，江从有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和 《动物防疫合格证》 的兔场购进，元传染病。 生产过

".' rt 介 《元公害食品 肉兔饲养管理准则)) (NY / T 5 1 33-2002) 的要求。

• 4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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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厂化繁育 : 采取 42 天或者 49 天模式。 Jl J孕马 JÚL消 ( PMSG) 或者.Yé:f;~诱 导发

情 。 配种前 50~60 小时肌注孕马J(lL清 C PMSG) 20~ 25 个罔际单位;或配种前 配和l '后 7

天，补光 16 小时，光照度 60 勒克斯 ， 光照要均匀 。 人工授精，同期产仔，同期断奶 . 同期

IJ:\栏 。

( 3) 全进全出模式 : 娃赈 24 天后 ， 母兔全部移 :1 \另一待产兔舍， 7 夭后产忏。 断奶仔

兔阳原、兔舍，分笼饲养， 38 天出栏。 兔舍清洗消毒后，宅舍 4 天，等待另一批虹赈 24 天的

时:兔移入待产 。 严禁不同 rt'， ~I ' 、 地方 、 不同批次兔养， 以防交叉感染。一批虹-赈兔域内品兔

必须同时进出 。

4. 饲料

(1) 肉兔所周饲料应符合 《饲料卫生标准>> (G ß 1 3078) 和 1 ((无公害食品 |士j兔创养饲

料使剧准则 >> (N Y 5132 2002 ) 的要求。

(2) 采购的饲料应检查包装袋的标签和说明书 ， 是杏具有名称、 配方号 、 使川j 说明、成

分含:w:、数挝 、 商标、批号、生产 日期、保质期、广名 、 厂tll: 、电话等必备条款。

(3) 颗粒饲料进场时， 应对颗粒饲料实物进行抽样检查颗粒大小、硬度、粉末化程度 、

含水量、色泽 、 气味、 包装是否符合要求; 检测莓菌毒索是否j国标 。 饲抖验收合格后方可进

库，应按品种、规格分别堆放 。

5. 饲养管理 饲养过程应按照 《无公害食品 肉兔饲养管理准则 >) (N Y/ T 5 133-

2002) 、《 肉兔规模化养殖配套技术饲养管理技术规程》 执行。

6. 兽药

(1)建立严格冉药使m管理制度 ， 专业兽医人员进行处方用药，以确保禁止使川.ili禁药

物及严格执行限趾用药。

(2) 兽药使)+J应符合 《兀公害食品 肉兔饲养 冉药侦川准则 )> (NY 5130 2002 ) 的

~求。

(3) 饲料药物添)111剂的使用严格投照 《允许作饲料药物添加剂的兽药品种及使川规定》

执行。

7. 疫病预防 免疫接种严格应按 《动物防疫法》 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h'f fJL对兔瘟、

巴氏、波氏 、 大肠杆菌 、 魏氏梭菌、 球虫 、 真菌等病.ìlt行网络化、 程序化免疫。

8. 粪污处理 兔场设置粪便及污点处理设施。 利J-l J .l:ftJI巴发酵技术，减少类和j对环境的

污染 。 处理应符合环保要求，处理后要符合《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 CGB 7959) 的规定;

污水经分级净化处理后~符合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 (GB 18596) 的脱jj二'方可

排放 。

9. 记录和档案管理 根据农业部发布的 《畜禽标识和l养殖档案管理办法机 配备仨门或

兼职的记录员，建立健全肉兔养殖档案管理制度 。 做好引 和l' 、 饲料 、 兽药 、 1 1 \ 牛气?;各种记

录 。 主要记录内容包括:利:兔引 .ìlt 记录， 检验检疫记录，饲料购入 、 人库和l使J+J ~C >R ，兽药

的处方 、 使用和|休药期记录 ， 卫生防疫和1疫苗接种记录，病死兔处理记录 ， 废弃物处理记

录，出栏检验记录和销售记录 ， 养殖设备清洗消毒记录等。

适宣区域 : 适合我同肉兔养殖地区。

技术依托单位 : 西北农林科学技术大学

联系地址 : 陕西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 712100 

联系人:任战军

联系电话 : 13891852198 

电子邮箱: renzhanjun@nwsua f. edu. cn , 646282107@qq. com 

(二)规模养殖配套技术

A 优质后备奶牛培育配套技术

十一、畜牧兽医。

技术概述:国内大部分的牛场(小区)在后备奶牛的营养和管理上投入不足，缺少培育

门标和1标准规范，后备奶牛的繁殖育和1I与培育还沿用老教科书的标准，新的饲养理念和技术

jf没有得到很好的|刮化，目前同内还没有后备奶牛饲养管理规范，由此造成后备奶牛饲养技

术和模式泪乱，其直接后果是较牛死亡率偏高(部分牛场哺乳棋牛发病率超过 20%，死亡

率超过 lO% ) ，首次配种时间延后(断奶棋牛至 15 月龄左右发育迟缓，导致很多后备母牛

(E17~ 1 8 月龄才开始配种)，以及关键体重、体高指标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同家，投产后单产

水平偏低，进而影响牛场的整体效益。

该配套技术主要包括初乳质量评价与饲喂技术、棋牛饲喂技术与培育目标、育成牛和青

年牛饲暇技术与培育目标等。 通过该配套技术应用与推广，可充分降低后备奶牛发病率和死

亡'率，发挥后备奶牛的产奶潜力 。

增产增颊情况: 该配套技术主要由中同农业大学与规模牛场共同实施。 通过近 5 年在全

|叫多个奶牛场推广，可控制H甫乳棋牛死亡率 5%以下，哺乳较牛日增重 800 克以上 ， 后备奶

'1二初产时间为 22~24 月龄，头胎奶牛产奶盘提高 700 千克以上。

技术要点:

1.初乳质量评价与饲喂技术 通过专用仪器检测初乳质量(表1) 。 质量较好的初乳

IgG 含茧高于 50 毫克/毫升 ; 棋牛出生后 1 小时内饲喂(或灌服) 3. 0 升初乳， 12 小时饲喂

2. 0 升初乳(不能剩余)或出生后 1 小时内饲11畏 4 . 0 升初乳， 12 小时饲喂 2. 0 升初乳(可以

和l余) ， 一般能够使收牛获得足够的 IgG (娟姗较牛由于出生体重较小，初乳饲喂量可以减

平) ;为保护较牛免受疾病感染 ， 2 日龄:赎牛 血液中的 IgG 浓度至少达到 10 毫克/毫升或总

蛋白质 52 毫克/毫升。

表 1 简易初孚L质量判定对照

IgG (毫克/法7"1-) 质iJ:JIJ定 比iJi:计 折射仪<% )

二主50 ~f 绿色 > 22 

25< 1以;<50 一般 黄色 20. 0-21. 9 

王二25 JE 组:包 < 19.9 

2. 镇牛饲喂技术与培育目标 棋牛从第 2 天至断奶前，可使用常乳或代乳粉进行饲喂。

1 1 饲喂量一般为出生体重的 15%~20% ，每日 fl畏 2~3 次;第 2 天开始提供充足饮水， 并保

ìll:/j(质;第 3 天开始饲喂开食料;根据开食料种类和断奶时间确定l哺乳辍牛是否饲喂优质干

币，当开食料连续 3 天采食 O. 7~ 1. 0 千克以上(7~8 周龄)可断奶。

• 463 • 



2第二部分 28 项主推技术

培青目标主要包括 : 哺乳棋牛日增重大于 800 克;在 56 日龄时，体重达到出生重的 2

倍;棋牛死亡率 24 小时至 60 日龄<5% ， 6 1~ 120 日龄<2% ， 121~ 180 日龄< 1 % ; 0~2 

月龄棋牛的发病率<10% 。

3. 育成牛和青年牛饲喂技术与培育目标

(1)育成牛饲养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合理的饲养使其按时达到理想的体型、体重标准和性

成熟，按时配种受胎。

评价该阶段饲养管理的标准主要包括 : ①总死亡率低于 1%。②总发病率小于 4% 。

③日增重 o. 75~0. 90 千克。④13 月龄时体重达到成母牛的 52%~55% (表 2)

(2) 青年牛(一般为 13~15 月龄至 22~24 月龄)的饲养关键4点:怀孕青年牛一般仍可

按配种前日粮进行饲养。 当育成牛怀孕至分娩前 3 个月，由于胎儿的迅速发育以及青年牛自

身的生长(1. 2~1. 5 千克/天) ， 需要额外增加 o. 5~ 1. 0 千克/天的精饲料。 将产前青年牛

与产前成母牛分群饲养，有利于提高青年牛干物质采食量，降低产后发病率。

评价该阶段饲养管理的标准主要包括: ①总死亡率低于 1%，流产率低于 3%。②总发

病率小于 2%。③日增重 0.8........ 1. 3 千克。④分娩时体重为成母牛体重 82% ~85% C表 2) ，

体况评分为 3. 0~3. 5 (1 ........5 分标准) 。

表 2 后备牛目标生长的理想体重

成年体1Iì<千克)
类JjIJ 占成年体重比例<%)

409 591 

初 配 55 225 325 

初j 产 85 348 502 

二胎产后 92 376 544 

=二账;产后 96 393 567 

注意事顶: 设定后备奶牛牛营养与管理技术目标，重视优质后备奶牛培育。

适宣区域 : 全国奶牛场(小区) 等。

技术依托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曹志军， 李胜利

联系电话 : 010-62733746 , 62731254 

电子邮箱 : caozhijun@cau. edu. cn, lishengli@cau. edu. cn 

B. 奶牛数字化精细养殖技术

800 

440 

680 

736 

768 

技术概述: 奶牛数字化精细养殖技术是由奶牛数字化养殖系统、 牛群改良 CDHI)技

术 、 全混合日粮 CTMR) 饲喂、标准化管理等技术构成，通过数字化管理实现奶牛养殖过

程精细化的配套技术。 数字化养殖系统能够适时采集牛号、运动量、 产奶量等信息，系统的

平台软件可以管理牛场财务、物资、系谱、 DHI 数据等人工录人信息，具有自动发情诊断、

分群、营养诊断等功能。 平台软件提供的数据分析报告辅助技术人员调整日粮配方、制订个

体补饲方案、制订选种选配计划、制订配种计划、 发现疑似发病牛只等， 实现了牛群管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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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数字化，为克服经验型的粗放饲养管理问题提供了高效、实用的工具。该系统与 DHI

技术、 TMR 饲喂和标准化管理等先进技术配套应用，可以大幅度提高奶牛的健康养殖水

平，增产增效的效果明显。

增产增娘情况: 泰安市岱岳区金兰奶牛场通过实施奶牛精细化、数字化管理技术，养殖

效益明显提升，现在奶牛群体平均单产 7. 5 吨，乳脂率 4. 32% ，蛋白质率 3. 77% ，非脂乳

固形物 9.34% ，原料奶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 目前金兰奶牛场奶价高于区内平均

奶价 12. 5%以上，真正实现了优质优价。

技术要点:

1.奶牛数字化管理技术 为奶牛安装计步器，在挤奶厅安装产奶量计盐、牛号识别装

置，挤奶厅外安装牛只称重、识别装置和!分群门，配备专用计算机管理数据。 在系统软件平

台上录人牛号、系谱、财务、物资、 DHI 等信息，启动系统工作。 之后 ， 系统收集的信息

自动输入系统软件，人工录人的信息需定期更新。 数据经软件分析，可随时给出分析结果。

2.TMR 饲喂技术 TMR 即全混合日粮，是将各种饲料原料投人 TMR 搅拌机拌匀、投

喂的一种饲喂技术 。 技术要点包括: 设计科学合理的各阶段奶牛日粮配方、将日粮配方转换

为各牛群的下料单、科学的原料投放和搅拌程序、科学的 TMR 制作质量管理程序、科学的

TMR 投放和饲喂管理程序。 TMR 饲喂技术的关键是如何保障牛实际摄人的饲料与设计的

日粮配方基本一致 。

3. DHI 技术 DHI 是英文 Dairy Herd lmprovement 的缩写，意为牛群改良 。 DHI 通常

是全同范围的牛群改良技术体系， 主要技术环节包括:规范的牛只系谱记录 、 产奶盐和乳成

分记录体系，核心群和种子即牛群的选择，后备公牛培育，种公牛后裔测定，冻精生产与人

工授精技术体系，牛群的选种选配等。 在奶牛场中的 DHI T.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 ①建立

规范的系谱档案; ②建立规范的产奶盘记录; ③规范的牛只体型外貌鉴定记录; ④定期规范

采集个体奶样并送交指定实验室测定; ⑤应用 DHI 测定数据发现饲养管理问题; ⑥指定牛

群改良计划，选择候选公牛; ⑦候选公牛与适配母牛选种选配。

4. 标准化管理技术 对奶牛场全面工作各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的工作流程、标准要求和

质量监控措施，并严格执行。 主要包括 : ①行政工作相关制度; ②财务丁.作相关制度; ③物

资管理相关制度; ④饲养管理相关技术规程、制度; ⑤牛群繁育管理相关技术规程、制度;

@牛群疫病防控相关技术规程、制度; ⑦牛群常1A!.病防泊相关技术规程、制度 ; ③牛群保健

相关技术规程、制度; ⑨奶牛场区粪污处理相关技术规程、制度; ⑩人员岗位管理制度。

注意事顶:

(1)示范带动:奶牛精细养殖是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需要精细组织、全面实施才能取

得实效，特别强调整体的执行力 。 推广过程中宜选挥基础条件好的奶牛场重点指导，形成示

赳样板，之后通过技术培训|、水也带动在面上推广。

(2) 标准体系 : 标准化管理技术应用效果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起完整、实用、得到认真

执行的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切实克服多数奶牛养殖场场区规章制度形同虚设的现状。宜在

ïJ\范场精细组织，建立样板体系，供其他养殖场区借鉴。

(3) 技术服务 : 数字化养殖系统基础数据录入和数据应用初期需要专门的技术服务 ， 已

取得实际效果; TMR 饲喂技术、 DHI 技术、标准化管理技术的建立和应用也需要专门的技

术服务。 推广地区相关部门应策划方案、组织队伍，确保样板场的建设，为之后的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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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下坚实基础。

适宣区域: 规模化奶牛场。

技术依托单位: 泰安市岱岳区畜牧兽医局

联系地址:泰安市岱岳区政府大楼 E-7 18

邮政编码: 271000 

联 系 人: 王辉

联系电话 : 0538-8568302 . 15615588662 

电子邮箱 : dyxumuju@126. com 

C. 呢牛适度补饲技术

技术概述: 本项技术针对青藏高原地区牧草产量和品质的季节性差异，开展呢牛适度补

饲， 可在加快牛毛牛生长速度、缩短饲养周期 、 提高将牛养殖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减料市东牧

区冷季草场的放牧压力，是促进高寒牧区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技术措施。

增产蹭娘情况 : 因地制宜地实施特牛育肥是解决草畜矛盾及季节不平衡、提高草地资源

利用效率的有效措施， 可以解决革畜矛盾及营养季节不平衡，维持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

大幅提高呢牛肉用性能和商品出栏率，提高辑牛产业的综合效益。

技术要点: 一般来讲，高寒地区冷季时间为 11 月至翌年 4 月， 一般在冬季草场放牧，

冷季放牧一般早出晚归，早晨 11 时左右出牧，下午 5 时左右归牧。

1 0 月 至翌年 6 月 补饲精料， 6 月底停止补精料。

在每天放牧前或放牧结束后应至少饮水 1 次 。

补饲注意精粗比例， 一般为七分草=分料，饲l喂:日补饲精料 0. 5~ 1. 0 千克/头。一般

在傍晚牧归后进行补饲。

对较牛进行半舍饲饲养，养殖模式为 "少量哺乳+半舍饲补饲"。一般牧归后补饲+草

O!!~麦和箭警豌豆) 1 千克左右，再补饲精料 0. 5~ 1. 0 千克。

补饲日粮组成及配置(按 100 斤①的革配制精料 : 玉米 53 斤+菜籽饼 18 斤+青棵 25 斤+

磷酸氢钙 2 斤+食盐 1 斤+添加剂 l 斤) . 补饲精料巾的代谢能及可消化蛋白质 、 补t有l吐和l青

干青的盘见表 1 。

表 l 补饲日粮组成及饲呗量

稍料 <Jt小磷股2至钙 2% 、f，~ 1 % 、 ~JJII剂 1 % > tj" I":" •• '( 

代l射能 (兆然/T>O IIf iì~化蛋白质 <% > 稍料补仿1M < J，. /头) {斤 /头 )

较 牛 门 7-1 4 . 3 10. 6- 12. 8 0. 2-0. 4 0. 8- 1. 2 

生长呢牛 9.4 - 10. 6 7. 5-9. 3 0. 8- 1. 2 0. 6- 0. 8 

成年4毛牛 7. 8-9.1 7. 5-8. 6 0. 6-0. 8 0. 8- 1. 2 

注意事顶:

(1)注意检查补饲饲料的质量 ， 坚决杜绝使用霉变饲草料饲喂呢牛 。

(2) 上述给出的补饲日粮组成及补饲量只是我们多次试验得到的一个参考配方，为保证

① l 斤 =0. 5 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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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饲的效果和平衡经济效益，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应根据当地冷季草场的质量适当增加或降低

饲喂量，在冷季草场质量过差或者是春季还应增加补饲一定茧的青干草，青干草补饲盘见

表 l 。

(3) 辑牛及其消化系统对补饲环境和补饲饲料(特别是精料)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

肉此在补饲开始后艳牛补饲的盘应逐步增加，表 2 给州生长呢牛推荐的预饲期精料添加量。

尤其注意精料补饲岳不能过多 ， 再则容易引起瘤胃酸中毒，影响艳牛的生长发育 ， 甚至会造

成牛只死亡。

袤 2 生产中毛牛预饲期精料添加量

市i伺拟l阶段(夭) 抨i料添力nM [斤/ (只 · 天 )J

1-3 

'1-6 

7-9 

10- 12 

13- 15 

ÏF. l'\补例

适宣区域: 特牛主产区。

技术依托单缸:

1.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联系地址:青海省西宁市生物园区纬二路 1 号

邮政编码 : 810016 

联系人:如l书杰

联系电话: 0971-5318390 

电子邮箱: mkylshj@ 126. com 

2.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西藏自泊区拉萨市夺底路 56 号

邮政编码 : 850009 

联系人: 姬秋梅

联系电话 : 089 1-6376731 

电子lll~箱 : qiumei05@ 126. com 

D. 优质乳生产的奶牛营养调控与规范化饲养技术

。

0.1 

0. 2 

0. 35 

O. 5 

0. 8- 1. 2 

技术概述:优质乳是十分清晰的概念， 具有科学的内涵和l定义 ， 其核心指标是乳脂率、

乳蛋白质率、菌落总数和体细胞数，其中乳脂肪和乳蛋白质是牛奶的营养品质指标，菌落总

敬是环境卫生指标， 体细胞数是奶牛健康状况指标。 其基本标准是在奶牛场采样测定时，牛

奶中乳脂肪含量不低于 3. 3% ，乳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3. 0% ，体细胞数不超过 75 万个/毫升，

凶落总数不超过 10 万活菌单位/毫升，污染物或残留物含量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奶业发达国

京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新西兰则显著超过这个标准， 营养品质优异和消费安全保障是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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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乳品在全球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

近 20 年来，针对我同牛奶质量普遍偏低，优质乳严重不足的状况， 国内有关科研院所

和大专院校的奶业科研人员组成优势团队，从饲料资掘利用、奶牛泌乳营养代印机朋及调

控、牛奶品质形成的营养分配和信号转导途径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井把取得的技术创新

与健康养殖规范集成起来，不断在生产实践中验证完善，最终形成了"优质乳生产的奶牛营

养调控与规范化饲养关键技术"成果，已经在优质乳生产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2012 年，该

成果获得罔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增产增娘情况: 该成果的核心技术已经作为全同奶牛科技人户示范了程和l巾同奶业协会

的主推技术得到应用，在全同 20 多个市(县)累计举办各类培训班 2470 余期 . 1;古训奶农超

过 27 万人次，提升了奶牛养殖水平和从业人员素质，提高了牛奶品质和|饲料转化效率.增

加了养殖户收益; 开发的 CLA 牛奶等系列乳制品丰富了市场特色乳制品供给。 经济效益和

杜会效益显著，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技术要点: 该成果有=兰大技术要点:

( I )调研和评价牧场的饲料资源和养殖实际情况，运用人t瘤胃、 专位点瘦管刷'lJ:.f养持

续灌注等研究方法，基于研究揭示的奶牛生产实际中乳脂肪和乳蛋白质含监偏低的内在机

理，以及开发的粗饲料利用优化组合、蛋向质饲料高效利用等奶牛营养调控关键技术.使得

生鲜乳的乳脂肪和1乳蛋向质含量显著提高，分别达到 3.5%和 3.1 % 。

(2) 针对奶牛罔产期、泌乳高峰期、热应激期这 3 个关键时期，基于研友的系列背养调

控技术和l专.J.H饲料产品、建立的奶牛生产优质乳的规范化饲养技术，以及制定的优质乳生产

全过程控制的 《 良好农业规范奶牛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 (GAP) 等同家 、 行收和地厅标

准，规范化奶牛养殖过程管理。

(3) 基于系统研究的奶牛合成共辄亚汕险和前性乳蛋向质的调控机理，以及开发的提高

生鲜乳巾共牺亚油酸 (CLA) 、免疫球蛋 1气质 ( IgG) 和乳铁蛋向质 ( LD 含盐的调控技术，

使乳品企业实现 CLA 乳制品和附件蛋向质乳制品的产业化生产。

注意事顶:牧场和乳制品生产企业可认同项目理念，按照项目要求进行。

适宣区域 : 适川于全同各地各类大巾小型牧场 ， 以及乳制品生产企业。

技术依托单位: 巾|叫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付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同问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93 

联系人: 王加启

联系电话: 0]0-628 16069 

电子IJlr~箱: jiaqiwang@ vip. 163. com 

E. 模牛旱期健康培育关键技术

技术概述: 相对于奶业发达同家，我罔奶牛养殖单产低而牛群整体健康水平堪忧 ， 乳IB

安全受到威胁。 提高牛群质量，充分发挥品种产奶性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其对t:题之一是

:赎牛培育滞后 。 镇牛早期健康培育关键技术将指导养殖场使收牛及时采食初乳，尽早采用人

工代乳粉进行饲喂，促进棋牛胃肠道发育，提高生长整齐度，减少疾病传播，保障棋牛健

康，改善成年后生产性能，给养殖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本技术以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北京



十一、畜牧兽医。

dï创新四队饲料与营养功能研究室建-设依托单位一- 巾同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承担的同家

项目研究成果为基础， 经过一系列严谨的试验研究，在收牛营养生理和消化道系统发育、初

'1:.较牛培育、人TP南喂的营养和免疫物质配制与组方、高档代乳粉原料选用与加工工艺等方

|面都具茧大创新，填补了我罔在楼牛早期培育方面的空 向， 2011 、 2003 年分别通过农业部

成果鉴定，达到罔际先进水平。 核心技术陆续获得 2011 年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13

年巾华农业科技奖二等奖、 2009 年天津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07 年中华农业科技奖二等

奖等，并获发明专利 8 项 。

增产增颊情况: 使用本技术后，较牛在 5 日龄即可实施断奶 . 14 月龄配种，第 1 和第

2 、 3 胎产奶量分别提高 1. 7 和 3 . 2 吨 。 饲喂t赎牛后， 5~30 日龄平均日增重 584 克 ， 30~60 

川龄 1 026 克，高 Hi牛奶饲l幌组 104 克，棋牛腹泻下降 3.33% 。 目前棋牛代乳粉已规模化生

产，形成了民族品牌， 在我同 26 个省份示范， 市场竞争力强。 近年来，北京市奶牛养殖场

11\范数据旺示，每头:陈牛可节约饲养成本 440~800 元，在生产实际中取得了向大的经济效

位和社会效益。

技术要点: 由中罔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经 15 年的探索试验→示范实践→深入研究→

!但用，创立了赞牛健康培育营养生理和瘤胃发育调控基础理论，突破关键技术瓶颈，构建了

牧牛早期健康培育关键技术 :

(1)揭示了棋牛消化和免疫系统发育规律，探明了基础生理参数 ， 为我同棋牛的早期营

养调控奠定了理论基础。

(2) 确立了棋牛健康养殖营养调控措施，确立了关键营养参数，确定了哺乳期较牛日粮

，'，植物原料的高效利用新技术，突破了依赖乳制品的技术瓶颈。

(3) 发明了调控棋牛胃肠道健康的营养调控剂，调整胃肠道发育，提高消化率，保，障棋

'1".健康。

( 4 )发明了植物原料为主导的模牛代乳品产品，构建l陡牛早期健康培育技术体系。

注意事顶:

(1)初乳灌服:棋牛 :~生后 O. 5~ 1. 0 小时内吃上初乳， 采用导管或奶瓶灌服，总量;达

到 4 升;第 2 次饲喂应在出生后 6~9 小时 ， 2 升;饲喂时ìfffl度保持在 35~380C 。

(2) 初乳的质盐评价:初乳巾 IgG 水平大于 50 毫克/毫刑 ， 且控制细菌总数。 采用初乳

训IJ定仪鉴定初乳 IgG 含量;以标准平皿计数、细菌总数、粪大肠菌群数确定初乳生物学品

昕:以 1(11试剂盒折射计检测辍牛血清总蛋白质 (TG) 含量来评价被动免疫成功与荷。

(3) 从牛奶饲喂到代乳粉饲喂，需要用 5~ 7 天时间逐步过渡。 饲H畏过程中要按照代乳

盼产品要求进行， 注意不要饲l喂超量，以免拉稀。

(4) 对较牛饲养活做到专人管理，定期检测生长性能。

适宣区域: 全国各地奶牛肉牛养殖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

邮政编码 : 100081 

联系人:屠焰

联系电话: 010-8210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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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IU'~箱 : tuyan@caas. cn 

2. 北京精准动物营养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2 号饲料研究所科研辅助楼 5 层

邮政编码 : 10008] 

联系人: 张卫兵

联系电话 : 010-62142122 

电子ÚI'~箱 : 13811 750660@ 139. com 

3. 北京市畜牧总站

联系地址 : 北京市.!jifJ阳区安外甲 1 5 号北京市畜牧总站

邮政编码 : 100]07 

联系人:郭江鹏

联系电话 : 010-64891950 

电子[IH)~自 : s lyys2014@ J63. com 

F.奶牛围产后期健康监控新技术

技术概述: 罔产后期是成乳牛饲养管理的核心阶段。 伟|产后期的奶牛健康状况决定着奶

牛最高产奶日产奶握手fI最高产奶日出现时间;罔产后期是繁殖器官结构和机能恢复的市要时

期 ; 用产后J别是奶牛一个胎次 1-11免疫力低下的时期;用产后期也是奶牛死淘率高、发病率高

的时期，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 ， 奶牛分娩后 0~90 天的死沟数量占到成乳牛群总蛇肉数量的

50% ; 分娩后 0~2 ] 天的死淘汰数量占成乳牛群总死向数量的 33. 3 %0 f1i1产后剧的奶牛健

康决定若胎次产奶盐， 是:实现奶牛养殖效益的关键时期。 面对我|刮奶牛养殖成本hf:'I~'~ 不下问

题 . 做好围产后期奶牛精细化管理、做好奶牛罔产后期健康监控工作是降低lIt下克牛奶成

本、提高养殖效益的一个重要途径。

"奶牛伟l产后期健康监控新技术"是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北京市创新团队面向生产共性应

M技术难题， 在研究、 集成、创新、推广验证、热化的基础 l形成的系列化新技术成果之

一。 其中的"奶牛产后槛服保健系列技术飞包括含了灌服器械、灌服制齐IJ (产后 7rÎi JJIX套装

制齐1]) 、准服方法、准JJIX效果等，其系统的 11伍床研究成果填补了间内产后准服研究 ， -- (的宅白 。

其中的 "奶牛产后分娩应敝缓解技术"，填实了我|刻在此项应J+J技术上缺乏具体技术细节支

撑和|临床验证数据资料支持的问题。 其巾的"奶牛分娩过程监控健康l监控技术"不IJ川奶牛分

娩过程的行为、肢体语言描述. 为奶牛分婉过程中的适时检查、助产提供了一个讪.化性判定

标准。

增产增烈情况:遇过在北京市及周边省份牛场近 2 年的应时验证，获得了良奸的应用效

果。 通过此项系列化技术应用，可使奶牛产后 0~7 天内的感染或发烧率下降 23 % ; 奶牛产

后 ] ~21 天的日平均产奶量提高 2 . 4 千克; 产后 ] ~90 夭 日 平均产奶量提高 2. 1 8 丁克 ; 产

后第 7 天牛奶体细胞数下降 21. 8% ; 产后第 7 天奶牛低 l缸钙症发病率减少 1 6 % ; 死沟率显

著下降;每头牛可增加经济效益 864 元以上 。

技术要点 :

(1)奶牛分娩过程健康监控系列技术。

( 2 ) 奶牛产后健康监控系列技术 (0~2 1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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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奶牛产后分娩应激缓解技术。

( 4 ) 奶牛产后灌服保健技术。

十一 、 畜牧兽医。

注意事顶:此项技术中所用到的制剂、药品均符合同家相关规定，此项技术合法、安

全、 高效、成熟、 经过适当培训完全适合在牛场全面推广应用。

适宣区域: 全罔所有地区均适宜推广。

技术依托单位:

1.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稻田南里 5 号

邮政编码 : 102442 

联系人: 侯引绪

联系电话 : 010-80358899 转 692 ， 13911863752 

电子邮箱: hyx003@ 163. com 
2. 北京市畜牧总站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甲 15 号北京市畜牧总站

邮政编码 : 100109 

联系人 : 郭江鹏

联系电话 : 010-64891950 

电子邮箱 : bj nnco@163. com 

G. 在线奶牛专家技术支持云平台

技术概述:

1.技术提出的背景 针对我国奶牛饲料种类繁多、资源地区差异大，而且部分饲料资

源高度依靠进口以及生产企业大都不具备现场营养价值评定的特点，为能做到精准饲养，就

必须科学地评定我罔各种精粗饲料的常规营养成分，系统评价饲料可发酵有机物、蛋白质降

解率、赖氨酸和蛋氨酸含量等重要参数， 完善 2007 版 《 中国奶牛营养与饲养标准》 和 "饲

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并依据奶牛营养与饲养标准和饲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库以及奶牛

生产性测定 COHJ)数据，筛选出适合我国不同地区饲料资源特点，不同生理阶段和泌乳水

平的奶牛典型日粮配方， 以此为基础，与软件开发机构合作， 系统地开发了 "测奶测料在线

‘牛人配方'软件与专家支持云平台技术"， 实现我同奶牛养殖企业计算机配方系统以及在线

配方技术在全罔的推广与普及 。

2. 解决的主要问题

(1 ) 解决巾罔奶牛饲料应用价值数据库信息化、平台化、 应用化在线共享， 同时实现与

OHI 数据系统的共事 ， 实现基于测料和测奶相结合的数据系统，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 2 ) 把专家创建的"奶牛营养和饲养标准" 程序化、信息化、软件化，软件应用与专家

在线服务相结合，在线上免费推广应用。

( 3) 把互联网云技术、物联网信息采集反馈控制技术、移动互联网 APP技术融为一体，

在线、即时、随地满足配方制作、评估、优化、指导服务需求。

3. 成熟程度 中同农业大学奶牛营养科学团队，已陆续出版 1987 、 2000 和 2007 版

《 中国奶牛营养与饲养标准》 和匹配的饲料数据库，成为奶牛场和饲料厂技术人员的必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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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书。 本软件开发应闸的《中同奶牛营养与饲养标准》 和数据库是最新版本(预计应为

2016 版，待发布) 。 罔内部分奶牛养殖和饲料企业利用该饲料数据库，可以制作适合 F养殖

企业饲料资源特点以及奶牛养殖实际的奶牛典型日粮配方，覆盖我国奶牛养殖优势þ(域。

4. 先进性 测料i则奶在线"牛人配方"软件与专家支持云平台技术， 是罔家科技进步成

果奖二等奖核心技术内容的转化应闸，无论采用标准、数据库都具有历史继承性， Jl在 1，，1 内的

权威性，软件的系统设计、 创新算法、优化体系居于罔内领先地位，达到同际先进水平。

s. 重要性 针对制约我同奶业发展的饲料与营养方面的重大技术问题，伟|绕奶牛主要

营养索代谢基础理论、饲料营养价值评定和精准饲料配方软件技术与专家支持平fì~设，通

过在线饲料资源评估与 DHI 数据结合，制定科学的配方系统和评估体系.将为我同奶牛单

产、乳蛋白质率和:1饲料转化率的提高，甲皖、氮和磷环境排放量的降低提供科学的丁'具，推

动我罔奶牛科学饲养，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饲料戚本，提高我罔奶业的经济效益和l市场竞

争力 。

6. 应用价值 测奶测料在线"牛人配方"软件与专家支持古平台技术，可以在线计算

tH奶牛不同阶段、不同产奶挝、不同环境下的营养需要和采食量要求，结合牛场 DH I 数据

系统 ， 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手段，采用移动互联技术，通过手HL APP 或互联网在线 ..牛

人配方"软件，实现不同类别的用户主体，在移动端或台式端即时随地进行奶牛日粮配方的

设计，使用线性规划的方法，在保证奶牛干物质和各种营养元素日摄入量的前提下，优化选

择适用的-群或-组奶牛的日粮饲料配方组合，求得一组不同饲料原料品种的最佳川tl t组合

( ~rJ每一种原料的日供应tt) ，达到营养价值最高，饲料戚本最低 。 同时， 专家在线『可以协助

M户主体评估奶牛饲料配方的合理性 ， 针对配方制订的奶牛所;后饲料原料选择、选佯比例 、

日粮配伍，进行有效的优化建议和应用反馈。 最大限度地提高奶牛场饲料转化率，降低饲料

成本，提升经济效益。

7. 技术成果鉴定 "训奶测料在线‘牛人配方'软件专家支持云平台技术"的核心技

术内容，获得同家科技进步成果奖二等奖，该技术已申报巾同软件著作权。

增产增娘情况:通过"牛人配方"，奶牛场根据奶牛产奶盐、牛奶营养成分以及牧场饲

料资源科学配制日粮，保障不同牛群奶牛获得量身定制的日粮配方，保障奶牛健康、降低饲

料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奶牛单产和群体产量。

技术要点:依托中罔农业大学奶牛营养团队的技术支撑， 参考 2001 年美同饲养标准研究

委员会 CNRC) 和相关罔内外科研机构发表的最新奶牛科学进展，应用 《中罔奶牛营养与饲养

标准》、饲料原料数据库、背养价值数据库、 DHI 数据，以该技术为基础，在有线和元钱移动

互联网云平行运行环境下，没计开发的"牛人配方"软件功能，奶牛场注册后免费应用。

注意事顶 :

(1)加强对"牛人配方"用户主体的能力培训，有效分享"牛人配方"软件与专家支持

云平台技术的推广价值。

(2) "牛人配方"应闻主体在使用数据库的同时，有条件的话要对饲料原料变化变更时

迸行必要的检测。一方面补充丰富数据库，另一方面扩展样本更准确。

(3) 加强与平行的专家支持系统互动 ， 有利于个性化配方更科学更有效。

适宣区域:配方数据库涵盖全同奶牛主要饲料资源， 配方设计参数来自中国奶牛饲养标

准，符合中国奶牛养殖实际情况，井得到国内多个大型牧场的实践验证， 适合我同奶牛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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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炎:养殖主体。

技术依托单位:巾国农业大学、北京牛人亿家科技有限公司、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同西路 2 号院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 李胜利，徐 云，杨敦启，朱红宾

联系电话 : 010-62731254 , 62812864 

电子111 11箱: lisheng0677@163. com , dqyang5@sina. com 

H， 奶牛生产性能测定 (DHI) 与日粮调控技术

技术概述: DHl (奶牛生产性能测定)是一套完整的奶牛生产性能测定、记录和管理体

系。 DH I 技术通过牛场记录的奶牛系谱、!后次、产棋日期、干奶日期、淘汰日期等牛群饲

养管理基础11数据，检测获得产奶牛的牛奶产量、乳成分和体细胞计数等数据，整理分析测定

性~Å'i . 形成奶牛生产性能测定报告。 测定报告综合反映了牛群营养状况、牛只乳房健康和配

问:繁耀等信息，可用于指导牛场生产管理和选种选配，加快牛群改良。 DHl 报告还可以通

tl 什析不同月份、不同泌乳阶段、不同胎次牛只的生产性能变化情况，及时了解各阶段牛只

if)'/'，:养平衡和l饲养管理状况，针对性地调节日粮结构，规范繁殖管理工作，改善乳房健康。

t外 . 大hl DH I 数据的获得，为筛选优质高产奶牛、组建种子母牛群、定向改良牛群提供

，. 敬据支峙 。

增产增娘情况: 通过技术培训与到牛场进行报告解读，参测牛场应用 DHI 报告指导科

(' 1 :.产付剧的能力显著改善，奶牛养殖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 通过连续测定，规模化牛场年

Iy' ,"" nT挝 l司 300 千克以上，降低饲料成本 5%~ 10% ， 并且提高饲料转化率 10%以上。

技术要点: 参测牛场的配合和认识程度的提高是 DHl 技术高效应用的关键。

(])规范采样操作: 充分认识采样工作的重要性，统一使用采样器械， 严格按照操作规

rJ i丘行采样操作。

(2) 光普Jf二规范牛场基本信息资料、牛号编写规则和牛场基础数据 : 应加强品种登记培

:!II . 实施牛只耳号编写规则，保证后续工作及数据的真实连贯性。

(3) DH I 报告解读和日粮配方与饲养管理措施改进:通过牛群泌乳天数 、 牛奶产量 、

，LlWíI的二字、乳蛋内质率、 体细胞计数和牛奶尿素氮等指标(表 1) ，综合评价日粮组分和营

且指标 、 H 樵能蛋平衡、 瘤胃健康和乳房健康等指标，提高奶牛饲料转化率，降低奶牛乳房

炎、营养代谢病等疾病发病率。

指标

æ';fL犬数(夭)

乳)1片 ，机( % )

孔lli ( 1 1贡率( % )

1H1f后 It <%) 
体细胞i十费生 (万个/毫升}

牛奶以东~(毫克/分升)

表 1 DHI 报告重要检测指标推荐值及变化范围

推荐f自

170 

3. 7 

3. 0 

1. 20 

< 40 

12- 16 

变化范网

160- 180 

3. 4- 4.3 

2.8- 3. " 

1. 13- 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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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顶: DHI 作用的充分发挥要求每一环节都要严格按规范进行。

(1)样品采集:流盆计(采样器)垂直悬挂，井进行定期校定。

(2) 样品保存 : j)[l防腐剂 ， 4
0

C保存，但不能冷冻。

(3) 奶样测定:做好仪器校准和保养工作，保持仪端的稳定性。

(4) 资料收集:牛只系谐、产棋、干奶、淘汰等资料的收集要及时。

(5) DHI 报告的解快要结合牛场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 测定数据备份要妥善保管。

适宣区域: DHI 适宜在规模化奶牛场 、 具有一定规模的奶牛养殖小区和奶牛养刑户推

广应用， {旦前提是牛群系 i普资料完整、牛号编写规范统一、小区实行统一管理。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李胜利，曹志军

联系电话: 010-62731254 , 62733746 

电子邮箱: lishengli@cau. edu. cn , caozhijun@cau. edu. cn 

2. 全国畜牧总站奶业与畜产品加工处

联系地址:北京市1阴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刘悔良，孙飞舟

联系电话: 010-59194419 

电子邮箱 : liuhI1 963@163. com 

3. 中国奶业协会

联系地址: 北京市德胜门外清河南锁中同奶业协会秘书处

邮政编码: 100192 

联系人: 谷继承，刘琳

联系电话 : 010-62924587 

电子邮箱 : Liulin412@163. com 

4.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奶牛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 济南市工业北路 1 59 号

邮政编码: 250131 

联系人: 仲跻峰， 李建斌

联系电话: 0531-88604132 

电子邮箱: sdox2@163. corn 

5. 陕西省奶牛生产性能测定 (DHI) 中心

联系地址:西安市未央路 28 号

邮政编码: 710016 

联系人:逢国梁

联系电话: 029-86278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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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IJJI)箱 : 364074864@qq. com 

H. 畜禽繁育技术

(一)提高畜禽繁殖效率技术

A 提高理猪繁殖娘率技术

技术概述: 在我间的养猪业生产巾，创:猪的饲养管理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目前，我|叫

"头基础母猪年 :M栏商品猪不足 14 头 ， 与国际先进水平 22 头差距很大。 能繁母猪生产效率

低下 ， 资源浪费非常严重。 主要的原肉是没有按照高产母猪生产过程的不同生理阶段进行科

学饲养。 近年来，猪蓝耳病、猪伪和:犬病、 猪航病等繁殖性疫病频繁发生，导致能繁母猪生

产能力的严重下滑。 同时 FI，于不科学饲养管理，加剧了这些疾病的危害 ， -/:lj:猪的生产能力进

」步下|埠，浩成我罔生猪市场的剧烈波动，养殖户也损失惨重。

增产增娘情况: 涵过推广后备l学猪定向培育技术 、 增加娃振母猪产仔数的饲养技术、提

内哺乳 1:):猪泌乳盘及降低泌乳期失茧的饲养营养技术和母猪繁殖疫病的防制技术，以及母猪

I， ;J朋友情调控技术等，使每头母猪年提供商品猪数由现在的不足 14 头提高到 16 头以上 ， 养

9"(效益挝l句 20%以上。

技术要点:

(.1)后备母猪定向阳-育技术 。 根据不同品种的营养需求，推广后备精优饲技术，改变应

川育肥猪的饲料饲养后备种猪的饲养方式 ， 使后备母猪达到理想和l'用体况 ， 提高母猪的终身

繁殖力 。

(2) 增加l饪赈母猪产仔数的饲养技术。 重点是娃振母猪 2 阶段营养调控技术 。 依据当地

问料资源并选择优质饲料原料设计饲料配方， 通过娃赈前期的营养调控， 达到前期保胎、提

州市产忏数目的;通过娃振后期的增加养分供应 ， 达到增加l仔猪初生重和1仔猪前力的目的 。

(3) 提高哺乳付猪泌乳革及降低泌乳期失重的饲养营养技术。 通过科学的饲料配方设计

放饲H良技术，解决巾小规模农户哺乳母猪饲养过程巾主要是能iJI限制和蛋白质与能量平衡问

础。 使 l寸猪获得最大限度的泌乳盐 ， 同时，减少付稿泌乳期失 i屯 ， 保证母猪断奶后能正常发

↑lt 、配和1' ， 提高母猪的繁殖能力 。

(4 ) 通过配种前促排卵营养调控技术，提高母猪排卵数和胚胎的成活率，增加窝产

f(-数 。

( 5 ) 涵过科学的疫病防制和l免疫程序，控制繁殖疫病，提高能繁母猪的繁殖成绩。 重点

IlJit阔的繁殖疫病有猪蓝耳病、猪伪狂犬病 、 猪瘟病和1猪细小病毒病。

在上述主要饲养技术的基础上，配套不同生理阶段母猪的饲养管理、饲H畏技术，母猪养

+内环境改善技术。

适宣区域: 全罔养猪优势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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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 王立贤，赵克斌

联系电话 : 010-62816011 

2. 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成都市外东牛沙路 7 号

邮政编码: 610066 

联系人:吕学斌

联系电话 : 028-84791374 

3.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田见晖

联系电话: 010-62734627 

电子邮箱 : t ianjh@cau. edu. cn 

4.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同中路 9 号

邮政编码: 100097 

联系人: :X1J 彦 ， 白佳桦

联系电话 : 010-51503450 

B. 奶牛白种间杂交生产技术

技术概述: 针对目前奶牛群体品种单一、荷斯坦牛公棋手IJ川价值低和|乳成分较低的现

状，可采用德系西门塔尔牛或者法系蒙贝利亚牛与荷斯坦牛杂交 ， 杂利1母牛川于繁91f[ ，f11产

奶，杂种公牛用于育肥生产高档红肉，有利于增加奶牛品种多样性，在不影111句原群体产奶量;

情况下，在杂种后代群体中提高乳成分并获得更高的综合经济效益。该技术为同际上成热技

术，同内经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近 10 年的研究获得初步结果，技术成果尚未鉴定 。

增产增娘情况: 杂种母牛产奶茧较荷斯坦牛低 3%~ 5%，但杂种时牛乳成分水平提高

(群体平均乳蛋白质率提高 0.1%~0. 2%、乳脂率提高 0. 3%左右) 、淘汰残值增加(淘汰活

重增加 50~100 千克，经济效益增加 2000 元左右)

杂种公牛生民速度快 (生长速度比荷斯坦牛提高 5%左右) 、高价值肉块重 i 11: 比例大

(眼肌等高值肉块重量比荷斯坦牛挺高 10%左右) ，公棋牛销售价格高 500~ ] 000 兀。

技术要点:

(1)为高效综合利用杂种优势和1奶牛品种间互补效应，根据遗传材料的多样性 . I可以选

用两品种、 三品种的轮回或级进杂交模式。

(2) 针对荷斯坦牛 . 可以选用德系两门塔尔牛或者法系蒙贝利亚牛作为杂交父小. . 通过

增加牛群体况，增加!母牛残值、公镇育肥效果以及改善繁殖等功能性状的目的 。

注意事顶: 应从杂交开始建立长期的繁育计划和群体发展目标，选择适合的杂交繁育体

系和杂交品种;选择有遗传评价成绩的兼用型种公牛，有利于群体性能稳定;杂交生产中牛

群毛色特征发生变化; 杂交繁育要求有完善的记录系统， I徐常规系谐、繁殖、生产、痰病记

录外，对于每个个体的品种组成进行精细记录。



十一、畜牧兽医。

适宣区域: 原奶收购强调乳成分计价的区域;粗饲料资源非常丰富的区域;牛肉需求量

大的区域，尤其是红肉型牛肉，杂交公楼可望获得好收益。

技术依托单位:

J.中国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北京市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 王雅春

联系电话 : 010-62732439 
电子邮箱 : wangyachun@cau. edu. cn 

2. 鞍山恒利奶牛场

联系地址 : 辽宁省海城市南台镇山城村

邮政编码: 114202 

联系人: 谢振全

联系电话: 0412-3569999 

C. 蜜蜂种用蜂王高效繁育技术

技术概述: 我国蜜蜂产业发展迅速，是蜂产品产量、出口量世界第 1 大国 。 但是蜜蜂种

川蜂王的选育却是蜂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通过国家审定的蜜蜂新品种、配套系数量有限 。

Ikl此，大力发展并推广蜜蜂种用蜂王的繁育技术势在必行。 1/8 朗氏蜂箱的改良型蜜蜂交尾

割的应用及蜜蜂种用蜂王高效繁育技术将有效提高种蜂王繁育效率，降低利l蜂王繁育成本 ，

也是目前同际上主要采用的种蜂王繁育方法。 "巾蜜一号" 蜜蜂配套系即利用此繁育技术有

效扩大了种蜂王的繁育数量，得以在国内多地中试。 "中蜜一号" 蜜蜂配套系 20 1 5 年获得同

京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 (农 17 新品种证字第 8 号) 。 该技术中的小型交尾箱已经获

批专利 (ZL 2012 2 0332735. O. ) 。 该技术通过巾同农学会科技成果鉴定(中农(评价) 字

2015J 第 01 号)并依托 "中同蜜蜂种质资源的收集、评价、保护与利用" 项目获得 201 5

年度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等奖 (2015 农-3-00 1 ) 。 蜜蜂种用蜂王高效繁育推广技术简单易用

树'字，应用前景广阔 。 为将其高效育王等优势广泛应用于适用范围内的蜜蜂育王生产，规范

民|叫蜜蜂种蜂王培育技术，特制定此规范。

增产增娘情况: 蜜蜂种用蜂王高效繁育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少蜂群交尾用蜂盏 ， 提高蜂王

变尼成功率 ， 缓解交尾场地限制，增加l单位场地的种用蜂王交尾数量及繁育数量。 以"中蜜

. '，击"蜜蜂配套系中试试验情况为例，在同等饲养、育王条件下，应用眩高效繁育技术 ， 种

的 E培育效率可以提高 3~4 倍，有效提高繁育效率，节省人工， 又能有效减少蜜蜂分蜂可

能性 ， 缩短育王时间 。 同时秋季大蜂蜗寄生密度平均为 0. 0 1 32，对蜂瞒的防控亦起到一定

11 J1J 。

技术要点:

1.场地选择及蜂群管理要求 蜂场应选择在地势干燥、背风向阳、温度适宜、远离|噪

，11 的地方 ， 远离铁路、公路、大型公共场所， 远离化工区、矿区、农药厂库、 垃圾处理场及

~'ì;~'I喷施农药的果园和菜地， 远离糖厂和生产高含糖量食品的工厂。 蜂场正前方应避开路

tl 、 诱虫灯等强光源。

• 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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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蜂场周围应有丰富的蜜、粉源， 并有良好的水源，应避开有毒的蜜、粉源、植物 。

应保持蜂场清洁卫生，及时清理蜂尸、杂物，将清扫物深埋或焚烧，并在蜂场地面撒生

石灰消毒。 蜂场库房墙壁、地面应易于1肖毒处理，蜂产品与蜂具在库房内分类摆放。 蜂箱、

蜂具定期进行消毒 ， 及时淘汰得变、被巢虫蛙l度和l传染病发生后的巢牌。

用蜜牌、分离蜜或优质内砂糖作为蜜蜂的糖饲料 ， 用蜂花粉作为蜜蜂的蛋白质饲料，保

持蜂群内饲料供应充足。 不使用重金属污染、发酵变质的蜂蜜，陈旧、 污染 、 发莓变质的蜂

花粉以及被蜜蜂病原体污染的饲料喂蜂。

不到疫病区购蜂或放蜂。 对蜂产品的采收应适度， 不宜过分进行取蜜、取浆、取粉。

具体消毒操作应符合 GB/T 19168 ((蜜蜂病虫害综合防治规范》 相关要求。

2. 雄蜂的培育 培育处女王前 20 天左右， 开始培育种制雄蜂。 最好在种用雄蜂即将大

量: 1-\ 房时开始移虫培育处女王 。 用育种用雄蜂所需的雄蜂牌可以用安上铁丝的巢框插在强群

中修造而戚，也可用较老的T:.蜂牌切去下部 1/2 或1/3 后，插在强群中修造而戚。可投 l 只

处女王比 30~50 只雌蜂的比例培育种用/41:蜂 。 种用雄蜂的哺育群群势要强，饲料要充足，

必要时应进行奖励饲11畏 。 注意补充优质天然花粉作为蛋白质饲料。

3. 处女王哺育群及交尾群的组织 处女王哺育群应在移虫前 2~3 天组织好 ， 最好使用

与母群相同种性的蜂群作H甫育群 。 采用 1/8 朗氏蜂箱尺寸大小的改良型蜜蜂交尾箱。 句个小

型蜜蜂交尾箱'内配置巢框 3 个，隔王板 1 块，标准纱盖 1 块 。 同时组织标准供蜂胖，均为高

继箱双蜂王标准朗氏蜂箱，保证蜂群足框足盘， 每个供蜂群均需保证至少 18 框足够蜂址。

高度 70 厘米的四向交尾台 、 双层交尾架各 2 个，用以分别在不同方向放置小型交尾箱， 同

时为避免发生蜜蜂迷巢现象及样品温淆，为小型蜜蜂交尾箱喷涂不同颜色，根据蜜蜂生物学

特点，分别l喷涂黄色、白色、 绿色和蓝色。

4. 移虫的方法 移虫工作应在避风 、 明亮、阳光不直接照射的清洁地方进行，最好在

室内操作。气温要求在 25~300C ，还应保持一定的混度。

培育处女王用的幼虫应在 24 小时以内 。 从母1样子牌选择王浆充足、幼虫呈新月%的成

片幼虫房， 便于移虫。 为获得较大的卵，可将产卵王(最好是老蜂王)闸框式隔王板限制在

只有大到J虫牌、刚封盖的子脾及蜜粉j膊上， 8~ 1 3 天后，如l一张空脾让其产卵 。 为获得足够

数量的适龄幼虫，可在移虫前 4 天从母群巾提出 1~2 张幼虫牌，使蜂数密集，并1m ill 1 张
至少已羽化过→次蜜蜂的空脾供蜂王产卵 。 4 天后取出这张巢牌， 得到成片的 1 日龄幼虫 。

移虫 : 将带蜡碗的育王框放在蜂群中让t蜂清扫 2~3 小时后 ， 即可取出进行移虫。 从

母群中提出小幼虫脾，持移虫针将 24 小时内的小幼虫轻轻沿其背部句起 ， 依次移入始了蜂

清扫过的蜡碗内 。 移毕，将育王框捅入H甫育群哺育区的两张小幼虫牌之间 。

移虫后蜂群的管理: 将移有幼虫的育王框放人哺育群后不宜经常开箱检查。 1 天后'取出

育王框快速查看一遍，幼虫已被接受的，王台加高，台中王浆增多;未接受的，贝IJ王行未加

高或被工蜂咬坏， 台巾没有王浆，幼虫干缩。 4 天以后进行第 2 次检查 ， 动作要快，查看王

台内幼虫发育情况和王浆含量。第 6 天再进行一次检查，这时王台应已封盖，若有未封盖的

或过于细小的王台，贝IJ应淘汰; 同时全面检查一下哺育群，发现有自然王台或急造王行时应

一并毁掉。

5. 处女王交尾 自移虫之日起约 12 天，处女王就应出房。 处女王育出后，应创造条件

使之与选定的种用雄蜂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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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尾群的组织和管理:小型蜜蜂交尾专用蜂箱为郎氏交尾箱巢箱的 1/8 ， 小型交尾箱的设

叶能够满足蜜蜂交尾期交尾活动的正常进行。 小型交尾箱内设置 3 张子牌、 l 张隔王板和 1 个

小型饲喂盒。 子牌大小 (长×宽×高) : 210 毫米X 180 毫米X 120 毫米， 3 张子牌可以设置为 1

张幼虫脾气 1 张蜜粉脾及 1 张饲喂蜂牌 ， 由 1 张隔王极进行间隔 ， 设置一个小型饲喂盒。 饲喂

盒所在平面尺寸约为整个交尾箱的 1/3 。 交尾箱正面设置巢门，巢门开口比普通常用交尾箱偏

小，主要是因为该交尾箱为专用交尾箱，在蜜蜂交尾期间为避免发生盗蜂现象(是指其他蜂群

蜜蜂来蜂巢内盗取食物)，设置小型巢门， 仅供饲H畏蜂及蜂王交尾进出即可。 交尾箱正面喷涂

不同颜色(红色除外) ，以方便蜂王伊UJIJ ，避免蜂王迷失蜂巢， 造成蜂王损失 。 同时不同颜色

的交尾箱也便于工蜂确认巢箱位置。 交尾箱背面设置编号， 便于人工监测、 控制、 及时调整每

个小型交尾箱的蜂王设置、饲料添加、蜂王交尾成功识别等管理工作。

小型蜜蜂交尾箱可以根据不同的蜂种及交尾用蜂量进行交尾箱内部子脾的调整。 可以设

世为 1 /3 饲l聪盒+2/3 子牌 ， 也可以设置为1/3 子脾+1/3 饲喂盒+ 1/3 子牌，可以进行单

蜂王的交尾用或是双蜂王的交尾用。

小型蜜蜂交尾箱在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中同样适用 。 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是目前我国饲

葬的主要蜜蜂亚种，也是人工育王的主要对象。 小型蜜蜂交尾箱由于用蜂量少，便于管理可

以在东方蜜蜂和西方蜜蜂蜂王的交尾中同样适用。依据两种蜜蜂蜂王所需要的不同饲"畏蜂蜂

!让进行内部子牌位置和数量的调整。

处女王交尾的控制 : 处女王羽化出房后第 3 天就能出巢试飞，辨认方向，通常在第 5 天

就可进行婚飞。 如果天气适宜， 则在羽化后第 7 天左右就可完成交尾井开始产卵 。 雄蜂羽化

11\房后第 4 天即可出巢 i式飞，出房后 12~ 14 天达到性成熟，进行婚飞。 为达到预定的组配

门的，必须严格控制交尾。 一般可在山 区建立隔离交尾场，其隔离半径应在 12 千米以上，

行在平原地区设立交尾场，则隔离半径至少要有 20 千米 。 有条件时，可利用海岛作为隔离

交尾场 ， 但最好利用人工授精技术控制蜂王的交尾。

注意事顶:使用 "叶1蜜一号"蜜蜂配套系及种用蜂王高效繁育技术每年仅需治瞒 1 次，

川药盐和治蜗次数显著少于其他蜂种。 但也应随时检查蜂蜗寄生情况。 如发现箱门前有翅膀

伐缺、翅不能伸展、体型瘦小的幼蜂在地上爬行，及死~@被工蜂拖出、蜗体上有狄斯瓦蹒附

l'i'的情况， 则应加紧防治。

适宣区域 : 适宜我同大部分蜜蜂生产、育王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中罔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北沟一号

邮政编码 : 100093 

联系人: 文IJ之光

联系电话 : 010-62598963 

电子邮箱 : li uzhiguang@caas. cn 

(二)人工授精技术

A.猪人工授精技术

技术概述: 猪人工授精技术是一项加快品种更新 、 节约养殖成本、减少疫病传播、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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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强的畜牧实用技术，是畜禽良种工程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快提高良种覆盖率的关

键技术措施。 推广和应用猪人工授精技术，对于发展优质高效畜牧业，加快畜牧业内部结构

优化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增产增娘情况: 充分利用优良公猪，提高优良种公猪的利用率。 促进了猪群改良，有效

地提高猪群的质量，使后代的生长速度、饲料利用率得到改善; 节约大量的种公猪购置费和

饲养管理费用。自然交配情况下，公母比一般为 1: (20~2日， 利用人工授精，公母比可

达到 1 : 200，甚至更高，或者不养公猪， 直接购买精液，每窝的配种戚本最少可节约 50% ;

人工授精可以避免一些传染病的发生。 由于人工授精按严格的卫生消毒方法进行操作，监免

了公猪直接接触母猪所造成的某些传染病的传播;人工授精可以克服公、母猪体棉大小造成

不易交配的困难;可以异地配种，对散养母猪配种较为方便。人工授精可以克服远离公、母

猪不能交配的困难，使散养农户不饲养公猪，又能使用改良公猪。

技术要点:

(1)公猪的采精:包括公猪的调教、假台猪的制作、公猪的清洗、器具消毒。

(2) 精液稀释与保存:精液采集后应尽快稀释，原精储存不超过 30 分钟;稀释液与精

液要求等温稀释，两者温差不超过 1
0

C ， 即稀释液应加热至 33~3rc ， 以精液温度为标准，

来调节稀释液的温度。 稀释后的精液应保存在 1rc温度下。

(3) 母猪发情鉴定:仔细观察和记录母猪发情时间，以"静ffi反射"作为猪发情开始的

标志。

(4) 母猪输精:根据母猪发情表现，阴道蒙古膜检查和询问畜主进行综合判定输柏远宜时

机。 从 17
0

C保存箱取出的精液，轻轻摇匀，用已灭菌的滴管取 1 滴放于预热的载破片.置于

3rc的恒温板上片刻，用显微镜检查活力，精液活力二三O. 7 才可进行输精。 精液无司马j升温至

3rc ，摇匀后可直接输精。 控制输精瓶的高低来调节输精时间，输精时间要求 3~5 分钟。

适宣区域: 全国各地养猪场。

技术依托单位: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联系地址 :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西农路 22 号

邮政编码 : 712100 

联系人:杨公杜

联系电话: 029-87092430 , 1370912453 

电子邮箱: gsyang999@ hotmail. com 

2. 宁夏畜牧工作站

联系地址: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上海东路 596 号

邮政编码: 750004 

联系人: 吴瑞芹

联系电话: 095 1号169986

电子邮箱 : nxxmz@ 163. com 

B. 71<牛同期发情人工授精技术

技术概述: 应用摩拉、尼里拉菲等河流型水牛与沼泽型水牛杂交是发展奶水牛的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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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但是沼泽型水牛和河流型水牛属两个亚种，杂交后代发情不明显、 发情期长，适时输精

时间难以掌握，导致奶水牛受胎率低， 产l牍间隔长，致使奶水牛产业发展缓慢 ， 养殖效益低

下。 另外， 自然发情配种对授精人员技术要求高，投入的人工和时间也多。

增产增烈情况: 奶水牛采用自然发情配种， 一般情期受胎率只有 30%左右 ， 全年受胎

率 50%~60% 。 云南省现代农业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20 10 年在大理和德宏组织奶水牛同期发

情试验，采用同期发情技术，发情同期率达 90%以上 ， 情期受胎率小范围试验达 76.1 % ，

大范罔推广达 47. 3%以上 。

技术要点:

(1)母牛的选择。

(2) 适时埋植阴道栓: 第 1 天埋置孕酣栓 (CIDR) ，第 10 天每头注射氯前列醇制注射

液 (PG) 0. 6 毫克。

(3) 观察发情:第 13 天上午撤栓， 第 14 天开始观察发情。

(4) 人工输精:第 15 天上午直肠检查，发现有发育卵泡，即可输精配种，下午再输精

l 次 ; 第 16 、 17 天再连续检查，继续配种。

适宣区域: 我国南方奶水牛养殖地区。

技术依托单位: 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现代农业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办公室

联系地址:昆明黑龙部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 650201 

联 系 人: 毛华明

联系电话 ; 0871-63649220 , 18288214109 

电子邮箱; maohm@ vip. sina. com 

C. 奶牛罔期排卵一定时输精技术

技术概述:人工授精技术 (Artificia l l nsemination , A]) 在奶牛养殖中的广泛应用，对

IIì:秀采l'公牛遗传物质在全世界范围快速扩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及时、 准确的发情鉴定

J~W~牛人T授精的基础， 然而，实际生产中奶牛产后不发情或发情症状不明显 、 发情鉴定工

作电视程度不够或发情鉴定方法不科学等都可造成母牛发情检出率降低， 影响产后母牛参配

札 从I(rj彤 11向奶牛繁殖力 。 同期排卵-定时输精技术 (Timed Artificial lnsemina tion , T Al) 

";i.川外源激素处理母牛后直接人工授精而不用发情鉴定， 从而提高了母牛参配率，对提高奶

'1'.繁殖力具有重要意义 。

增产增烈情况: 可显著提高奶牛产后 60~70 天参配率和 90~ 120 天的娃振率。

技术要点:

(1)选择产后 45 天后(自愿等待期后) 生殖道健康的母牛。

(2) 产后具有发情周期的母牛，可采用 GnRH+PGF2α十GnRH 激素处理方法，目11产

~ ， 1 :):牛 45 天后任意一天 (0 天) 肌内注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GnRH) 后 ， 第 7 天 (7

人) 肌内注射前列腺素，第 9 天 (9 天)第 2 次肌内注射 GnRH ， 注射 GnRH 后 16~ 18 小

11.1 . 所有处理母牛人工授精配种，第 60~70 天娃报检查。具体处理方法和时间见图 1 。

(3 ) 产后未见发情周期的母牛，可采用 CIDR+PGF2α+GnRH 激素处理方法 ， 即第 O

'_"I川道埋植孕激素 [如阴道栓 (Controlled Internal Drug Release , CIDR) ]并肌内注射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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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阁 1 GnRH+PGF2α+GnRH 处理方法和时间示意图

GnRH ， 第 7 天撤除 CIDR 并肌内注射 PGF2α，第 9 天第 2 次注射 GnRH ， 注射 Gn [<J[ 后

1 6~ 18 小时，所有处理母牛人工授精配种，第 60~70 天娃振检查。 具体处理方法和l时间见

图 2。

第 l次注射 第2次注射
GnRH 

陀射PG
GnRH 

娃赈诊断TAI 

‘ s ' C IDR处理:I!I1 16- 1 8小时

。 7夭 9天 60句70天

埋NCIDR J敝|涂CIDR

阁 2 CIDR+ PGF2a+GnRH 处理方法和l时间示意图

注意事顶: ①择产后生殖器官恢复正常的母牛; ②选择合适的激素产品和l注射剂量;

③激素处理过程巾应注意防止生殖感染 ; ④配种后激素娃赈检查。

适宣区域: 全同规模奶牛养殖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同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朱化彬

联系电话: 10-62815892 

电子邮箱 : zhuhuabin@ caas. cn 

2. 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特 1 号

IIJ I5政编码 : 430070 

联系人 : 杨利国

联系电话 : 027-87281813 

电子邮箱: yang liguo2006@yahoo. COffi. cn 

O. 奶牛性控精液人工摄精技术

技术概述:良种奶牛头数少是限制我国奶业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分离性控精液人工授

精可有效提高奶牛繁殖母棋率，因此， 应用优秀验证公牛性控精液人工授精是目前快速j付 l

我国奶牛头数的重要方法。 由于分离性控精液的精子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和每剂冻精(1<] -{ J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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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数量少，分离性控精液的人工授精的情期受胎率低于常规精液。 因此，在生产实际中，

主推分离奶牛性控人工授精技术对提高奶牛繁殖率具有重要意义。

增产增娘情况: 性控精液人工授精技术的母棋率在 90% 以上 ， 常规精液人工授精技术

的母棋率 48%左右，可提高奶牛母棋率 20%-40% 。 如果全同 100 万头奶牛应用分离性控

精液，贝IJ每年可多繁殖母赞牛 20 万-30 万头，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技术要点:

(1)选择优良的性控精液 : 应选择优秀的验证种公牛和合格的分离性控精液(每剂冷冻

精液有效精子数 150 万-200 万个以上) 。

( 2) 选择合适的母牛:分离性控精液主要应用于青年母牛，或者产后 60 天以上生殖道

健康的经产母牛。

(3) 选择适宜输精时间:可比正常精液人工授精配种时间推迟 2-4 小时配种。

(4) 选择适宜部位:可采用卵泡发育侧子宫角输精。

注意事顶: ①第 l 次分离性控精液人了授精配种后返情或未虹母牛 ， 再次配种时使用应

用常规精液人℃授精。②应做到"准确的发情时间、准确的排卵时间、准确的排卵侧位"。

③应选择生殖道健康、生殖机能恢复良好的产后母牛 。

适宣区域: 全罔规模奶牛养殖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例明同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朱化彬

联系电话 : 010-62815892 

电子Illfl箱 : zhuhuabin@caas. cn 

2. 宁夏畜牧工作站

联系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巾路 1 59 号

邮政编码: 750002 

联系人 : 泪l 万

联系电话: 0951-5169915 

电子邮箱: nxdhi@ 163. com 

3.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奶牛研究中心

联系地址 : 济南市丁丁业北路 1 59 号

邮政编码 : 250131 

联系人:仲跻峰， 李建斌

联系电话: 0531-88604 132 

电子邮箱: sdox2@163. com 

E.山革和绵草人工摄精技术

技术概述: 当今市场经济的效应下，随着山羊和绵羊肉消费莹的增加，肉羊养殖业肩负

的1 1 :.产压力也逐渐上升。 其压力主要来源于羊较低繁殖率、较慢的生长周期和l较低的遥-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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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进度;同时，养殖场还需要维持一批不能作为商品羊生产的种公羊。 针对养羊业繁育配种

季节性rY:111~_ 、良种公羊不Ij)H率低的现状 ， 应用推广绵羊和1山羊冷冻精液人丁伞授丰iaj对1Jt ill畜牧

、lv.生产的发展，提高家裔良种化程度 ， 发挥着同大的椎动作片J 。

增产增娘情况: 该技术的推广 nJ 以有效提高种羊利用率，降低种守主饲养投入成本 。 应用

羊人仁授柏技术可以使公羊的配种能力提高 20 俯以上，能防止涵过交配传播疾病，悦于母

在|叶朋友情和l集 11'供析 。

技术要点: 人丁.授丰ff市~ (j{J种公羊应为具有优秀遗传性状表现的优质品和11羊 • í本质结

实 ， 他j点无病 . 性机能II{础， 运动灵活。 清洗必要的采精器械 . 如fl提阴i草、集帖'杯等 。 器械

的洗涤可JH洗衣粉必说沾剂 ， 洗刷时可外i毛刷、试管刷、纱布等。 洗刷后J+J泪水反复冲洗，

除去残阳物，最后JIJ蒸俯水冲洗 2 遍 ， JIJ ÌI肖奇千Yft纱布擦千或 ILI 然千燥。

采柯fJÞJ J听!直保持安l忡，地 l面~t守清i古卫生)j:铺垫防附设施。 选择发情的他版时羊作为台

下， μ又不IJ川 fl丑行下。 采稍11才公羊1百躯应经擦拭消毒。 和11公羊采中fl之前，应以湿毛 I I J将 |刑名的

包应用|事|擦拭十二净。

( 1 )柏液采精:和l川 f?芋和fl!X 1引Jill方法采集绵羊和l 山 芋精液。

(2) 粘液稀释与i!tHY : 川 1 ..俯萄糖+卵黄十拧朦酸制"稀释液 . 在 ] 00 毫JI 蒸馆'17]< I p加

入 ~\H销书占 3 克、拧核酸俐1. 4 克，过滤灭菌 . 冷却至 30.C左右 ， 再加入新鲜卵黄 20 毫升，

棍匀j门 HII "f 0 -般稀释俏数为 2~3 倍。 或者m羊奶或牛奶做稀释剂，川-l 5~8 层灭的纱布过

你鲜奶 . (I:刃tHll消毒 JO~ 1 5 分 . 冷却至 30.C左右， 取中间奶液作为稀释液。一般稀样俏数

为 2~4 倍。 有lj液稀释后，保存在 20.C 以下的室瓶巾 。 有效保存时间 1 ~2 夭。 4年常闹保存

(j"J)击{i:l: l . 进一步缓慢|锋活Ii至 0~5.C 。有效保存时间 2~3 天。

(3) 输柏:适节的输抑'11-j.[ "'-IJ间在 l寸羊的发情叶 'Wl或后平WJ . ;Ä采州州队;输柏 . 发现友情

、在后也 HII输轩f . 6--8 小时间输半;Ií: 1 次 ; 若采用一次输精，初次出现发↑jj症状后 8~ 1 2 小时

|村输柏为订。 11j次输精容量 O. /j ~O. 5 毫升。

适宣区域: 适肯广大绵羊和1山羊养殖企业。

技术依托单位:

1. 安徽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 : 合JJ~m徽州大道 197 号

邮政编码 : 230001 

联系人 : 郑久坤，即俊龙

联系电话 : 055 ] -62658642 

电子邮箱 : ahxm265864 2@ 163. com 

2. 安徽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 : 合肥市长江间i的 ] 30 号

邮政编码 : 230036 

联系人:丁建平，凌英会

联系电话 : 055] -65785928 

电子邮箱 : lingyinghui@ ahau. edu. cn 

3. 合肥博大牧业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1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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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 230036 

联系人:孙志辉

联系电话: 0551-65785928 

电子邮箱 : hfbdmy@ 163. com 

F.兔人工授精技术

十一、市牧兽医 o

技术概述: 人工授精是养兔生产中重要技术措施之一，它不仅能减少种公兔的饲养茧，

有效预防家兔生殖道疾病发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优良种公兔的配种效率和种用价值，在对

大群体配种时，利于"全进全出"生产管理，促进兔业集约化发展。

目前，罔内已建立由光照剌激诱导母兔同期发情，配合人工授精而形成"四同期法"等

集约化繁殖模式，研制出了获得国家相关专利的新型采精器和输精枪等家兔人t授精器械，

为家兔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提供了技术保障。

增产增娘情况: 自然交配情况下一个饲养员可管理 120~ 150 只母兔，采用人工授精技

术可管理 220~280 只母兔，提高生产效率 70%~ 100%; 采用人工授精， 一只种公兔平均

每次可配 8~ 10 只母兔，减少 50%~70%公兔饲养量;利用人工授精技术还可以加大种兔

的选择强度，提高了商品兔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同时利于规模兔场实现"全进全:+\"做到

同期化生产。 据测算，每只母兔年可增效 30~50 元。

技术要点:

(1)精液采精:装配和消毒好采精器后，将台兔放入公兔笼中 。 公兔爬跨时， 一只手抓

住行兔耳及颈后皮肤，Jr-低f?兔头部，另一只手持采精器紧贴白兔腹下后腿间， JI~I势抬高其

臀部，使采精器稍突出台兔外阴或相平 ， 与水平呈 30。角 ，以迎合公兔阴茎捅人射精。 公兔

射精后，迅速竖起采精器取出。

(2) 精液品质检查与稀释:精液品质检查包括感观检查和显微镜检查 。 感观主要检

查精液盘 、 颜色、气昧和附性腺分泌物;显微镜主要检查活力、密度等 ， 并进行详细记

录和评价。 密度中等以上、成活率 O. 6 以上的鲜精方可用于输精， -般进行 5~10 倍稀

释备用 。

(3) 输精 : 每瓶精液使用前帘慢慢旋转集精瓶，以使精子均匀分布。 输精管l吸取精液时

先吸 O. 5~1 毫升空气，再每只母兔按既定的输入剂量轻轻l吸取精液。 输精时操作者一只手

抓住址兔臀部提起母兔尾部使后肢离地， 另一只手清情母兔外阴井外翻，然后手持输精管末

端与输精枪连接处将输精管沿着阴道上壁慢慢插入 7~ 12 厘米深处，如遇阻力稍回抽一点，

将精液缓慢推入 。 输精结束后，对母兔立即肌内注射促排卵制剂诱导排卵，然后轻拍母兔臀

部，以防止精液倒流， 并将母兔放入原兔笼巾 。

适宣区域: 全罔养兔地区。

技术依托单位: 金陵种兔场

联系地址 :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上坊镇新润路

邮政编码 : 211103 

联系人:潘雨来

联系电话 : 02552701783 , 13951683979 

电子邮箱 : yulaipan@ 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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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呢牛高效繁殖技术

技术概述: 本项技术集成了阁产期补饲和繁殖季节防导发情技术， 一套完整的以体

况评分为补饲依据、根据特牛不同生理状况进行生殖激素处理的艳牛高效繁殖技术体系，

在近年较大规模的试验不范巾，特牛表现出较高的繁殖精力，技术水平达到间内先进

水平。

增产增娘情况: 通过技术示范与推广，隔年产:楼艳牛发情率达到 75%以上，当年产模

特牛发情率达到 50%以上，青年创:!怪牛 2. 5 岁可参加l配种，有效改善青海牧l豆牲牛繁殖性

能低下的问题。

技术要点: 特牛高效繁殖技术使用操作规范如下 :

(1)围产期补饲营养调控技术 : 对娃赈母艳牛在每年的 11 月底，以体况评分为补饲依

据，体况低于 2. 0 分以下的呢牛每天补饲精饲料 1 千克/头，体况界于 2. O~2 . 5 分的特牛每

天补饲 O. 5 千克/头 ， 产后母辑牛体况评分维持在 2. 0 分以上， 补饲时间为 6 个月 。

(2) 银牛隔离断乳技术 : 对产后 3~5 月龄的棋牛实施隔离断乳，棋牛与母牲牛分群饲

养，:陡牛采用代乳料饲11畏 。

(3) 当年产棋母牲牛诱导发情技术:对当年产艳牛采用 "GnRH-PG-GnRH" 实施诱导

发情处理方案。 处理时间一般在 9 月上旬，处理开始第 0 天，对进入发情季节的未出现发情

症状的当年产楼的母1艳牛注射 GnRH，第 7 天注射氯前列烯醇 (PG) ，第 9 天再注射 l 次

GnRH ， 第 7 天观察并记录处理特牛的发情表现，舟，引人种公牛进行合fl4':、交配或实施人工

授精操作。

(4) 牛的发情鉴定技术 : 用结扎输精管或阴茎移位的公牛作试情公牛， 一般每百头母牛

配备 2~3 头试情公牛 1:!i1可 。 配种开始后，放牧员跟群放牧，认真观察，及时发现发情母牛。

发情初期阴道裂i膜呈粉红色井有梨i液流出，此时不接受尾随的试情公牛的爬跨， 经 10~ 15

小时进入发情盛期，才接受尾随试情公牛爬跨， 站立不动，阴道勃j摸悔!组:湿润，阴户充 l(rl肿

胀，从阴道流出棍浊勃稠的知液。 后期阴道站液呈微黄糊状，阴道敬!摸变为淡红色。 放牧员

或配种员必须熟悉母牲牛发情的特征，准确:学:握发情时期的各阶段，以保证适时输精配种或

自然交配。

(5) 娃振诊断技术 : 在配种后 40~60 天，通过直肠检查及采用兽用 B Ml诊断仪对处理

母艳牛的受胎效果进行考察。

注意事顶: 根据艳牛的体况评分给予适量补饲，并做好呢牛发情鉴定工作，在试验不范

区艳牛群开展示范推广过程中，每群根据母牛的数量，适当放置一定数量的试请公牛，比例

为 1: (l 2~ 15) 头 。

适宣区域:青海艳牛主产区及各个艳牛养殖合作社。

技术依托单位: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联系地址 : 青海省西宁市生物园区纬二路 1 号

邮政编码: 810016 

联系人: 张君

联系电话: 0971-5318382 

电子邮箱: zhangjunxn2003@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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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畜牧兽医 <>

]I.饲料营养技术

(一)全混合日粮 (TMR) 生产技术

A. TMR调制技术

技术概述: 全棍合日粮 CTotal Mixed Ration , TM邸，指根据不同生长发育及泌乳阶

段奶牛的营养需求和饲养战略，按照营养专家计算提供的配方，用特制的 TMR 饲料搅拌机

对日粮各组分进行科学的混合，供奶牛自由采食的日粮。 TMR对维持奶牛健康和提高生产

性能有明显效果。 本技术重点阐述了 TMR 特制搅拌设备的选择、日粮配合要求、操作规程

和质i主控制等技术;同时阐述了裴包 TMR生产与配送和人工全棍合日粮。

技术要点:

1. TMR 合理设计

(1) TMR类型:根据不同阶段牛群的营养需要，考虑、 TMR 制作的方便可行， 一般要

求调和IJ 5 种不同营养水平的 TMR，分别为:高产牛 TMR、中产牛 TMR、低产牛 TMR、

后备牛 TMR 和干奶牛 TMR。

(2) TMR 营养 : TMR 跟精植分饲营养需求一样，由配方师依据各阶段奶牛的营养需

要，搭配合适的原料。 通常产奶牛的 TMR 营养应满足: 日粮中产奶净能 CNEL) 应在

6. 7~7 . 3 兆焦/千克 CDM) ，粗蛋白质 (CP) 含盘应在 15%~ 18% ，可|哗解蛋向质应占总

CP 的 60%~65% 。

(3) TMR 的原料:

1)粗饲料 : 粗饲料不但给奶牛提供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等营养物质，而且粗饲料中

含有大盘粗纤维， 保证了奶牛的正常反鱼和瘤胃的健康。

①全株玉米青贮:优质全株玉米青贮指标 : 乳熟期或蜡熟期收割，切割长度 o. 95~ 1. 9 

厘米，含水量 65%~70% ， pH < 4 .2，籽实 比例 40% --- 45% ，淀粉含量> 28% ， NDF 

45%~55% ，中性洗涤纤维消化率 (NDFD) 47%~62% ， 产奶净能 5 . 2~6 . 0 兆焦/千克。

②茵稽干革:优质茵稽干草标准:成熟早期至中期)(IJ剖，叶量多 ， 茎细或中等粗细1 ， 无

霉变 ， 颜色绿色 ， CP> 18% ，酸性洗涤纤维 (ADF) < 32%，巾性洗涤纤维 (NDF) < 

40% ，饲料相对值 CRFV) >1 50% ，中性洗涤纤维消化率 (NDFD) 45%~55% 。

③羊革:品质良好羊革最佳)(IJ割期为抽穗期， CP二三7% ， NDFζ60% ， ADFζ40% ， 

NDFD 40%---60% ，产奶净能二三5. 2 兆焦/千克。

@燕麦干草:品质良好燕麦干革最佳)(IJ割期为抽穗期， CP 可以达到 1 0% 以上， NDF 

50%~63 % ， ADF 25%~40% ， NDFD 40 %--- 65% ， 产奶净能 5. 0~6 . 0 兆焦/千克。

2) 精饲料:

①谷实饲料 : 以玉米为主，还有小麦、大麦、高粱等。玉米是高能饲料、适口性奸、 易

消化，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较多 ， 是最重要的能量饲料原料。 加工方式有粉碎、 干碾

压、 膨化、制粒和蒸汽压片。

②饼柏饲料:以豆柏、棉柏和菜籽柏为主，还有胡麻柏和葵花籽柏等。豆柏是最为重要

的，也是最好的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含量高，必需氨基酸组成比例好，尤其是赖氨酸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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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赖精氨酸比例恰当.缺点是蛋氨酸含量;低。

③T.~r 1m T.目IJ 产品:以调和FJ类原料和 DDGs 为主。 谷物酒糟是高蛋向质附:1. . CP 
24 %~26% (千物质基础 ) ，在口粮干物质总量:中的比例可达 20%~30% ， 洞和11类b;(料 I J 高

能-fil 、低蛋 l气质的牧草棍合饲11挺有较好的效果。

TMR 原料除以上介绍的几种外，还可根据当地饲料资源条件，充分考虑奶牛 ~r\; :r~"，'I ;:要

和饲养成本的情况下使用其他饲料原料。

TMR 推荐比例 : 青贮 40%~50%、精饲料 20%、干革 10%~20%、其他粗饲料 1 0% 。

2.TMR搅拌机的选择

(1)选择适宜的类型 : 目前 ， TMR 搅拌机类型多样，功能各异。 从搅拌方向 Ix:分 . 叮

分立式和卧式两种;从移动方式区分， 分为自走式、牵引式和固定式 3 种 。

1)立式和卧式搅拌车 : 立式搅拌车与卧式相比，革捆和 i夭草无需另外加T; 相同伴帜

的情况下，所在j动力相对较小 ; 混合仓内无剩料等特点 。

2) 移动式:多用于新建场或适合 TMR 设备移动的已建牛场。

3) 罔定式 : 主要适用于①奶牛养殖小区; ②小规模散养户集中区域; ③原毡'仍 ' 1 '. J劲 ，

牛舍和l道路不适合 TMR设备移动上料。

(2) 选择适宜的容积 :

1 )容积计算的原则:选择合适尺寸的 TMR 混合机时， 主要考虑 : 奶牛干物质采食川、

分群方式、群体大小、日 ;粮组成和容重等。 以满足最大分群日粮需求，兼顾较小分ltf:川 *I~供

应 。 同时考虑将来规模发展，以及设备的耗用，包括节能性能、维修费用和l使川 J{ (rÌì哼

因素 。

2) 正确区分最大容积和l有效、混合容积:容积适宜的 TMR 搅拌机， 既能完成tìiJ料 ~~~ ','1 
任务，又能减少动力消耗，节约成本。 TMRy昆合机通常标有最大容积和有效混合将积. I泊

者表示混合内最多可以容纳的饲料体积，后者表示达到最佳混合效果所能添加的饲料体积。

有效棍合容积等于最大容积的 70%~80% 。

3) 测算 TMR 的容重 : 测算 TMR 容重有经验法、实测法等。 TMR 容重跟 日粮j点半忡1I

类、含7)(1呈。有关。 常年均衡使用青贮饲料的日粮， TMR 含水量相对稳定到 50%~60%比较

理想， 每立方米 TMR 容重为 275~320 千克。 讲究科学、准确则需要正确采样和l规范 ì~! IJ : d: • 
从而求得单位容积的容重。

的测算奶牛日粮干物质采食盘:奶牛日粮干物质采食盘 (DM1) ， 一般采用如下公式推

算 DMI 占体重的百分比= 4. 084一 (0. 00387 X BW) 十 (0. 0584 X FCM) 。 其巾: BW W~ 

牛体重(千克)， FCM (4%乳脂校正的日产量) = (0. 4 X 产奶量千克) + 0 5 X 乳 JJI1 T

克) 。 作产奶牛 DMI 假定为占体重的 2. 5% 。

5 ) 测算适宜容积 : 举例说明:牧场有产奶牛 100 头 ， 后备 75 头，利用公式推n:产奶牛

DMI 为 25 千克/头/天 ， 后备牛 DMI 为 6 千克/头/天 。 则产奶牛最大干物质采食草'为 J OOX

25 = 2 500 千克，后备牛采食量最小为 75X6=450 千克。 如 l 天 3 次饲喂 ， 则每次;最大刷品

小混合量为 : 最大量 2 500/3=830 千克、最小重量 450/3= 150 千克。 如果按 TMR 的 |二物

质含量 50%~ 60%时，容重约为 275 千克/米3 来计算， 则混合机的最大容量应该为 830/

0. 6/275=5. 0 米3 ，最小容量应该为 150/0. 6/ 275 = O. 9 米3 ; 也就是说混合机有效棍合拌机

选择范围为 O. 9~5. 0 米3 ，最大容积为(混合容积为最大容积的 70%) 为1. 2~7. 1 米1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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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一般应满足最大干物质采食盘。

3. 正确运转 TMR 搅拌设备

(1)建立合理的填料顺序:填料顺序应借鉴设备操作说明，参考基本原则，兼顾搅拌预

期效果来建立合理的填料顺序。 ①基本原则:先精后粗，先干后湿，先轻后重。 适用情况:

轩精饲料原料分别力11人，提前进行混合;干草等粗饲料原料提前已粉碎、切短 ; 参考顺序 :

谷物一蛋白质饲料一矿物质饲料一干草(秸秤等) 一青贮一其他。②适当调整 : 当按照基本

原则填料效果欠佳时，当ffl饲料已提前1昆合一次性1m入时， 主与 1昆合精料提前I真人易沉积在底

部难以搅拌时 ， 当干革没有经过粉碎或切短直接饲喂时，填料顺序可适当调整 : 千草一精饲

料一青贮一其他。

(2) 设置适合的搅拌时间:生产实践中，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一般采用边填料边搅

排， 等全部原料填完，再搅拌 3-5 分钟为宜。 确保搅拌后日粮巾大于 3 . 5 厘米长纤维粗饲

料(-F-草〉占全日粮的 1 5%-20% 。

(3) 操作注意事项 : ①TMR 搅拌设备计量和运转时， 应处于水平位置。②搅件iil最好

不超过最大容盐的 80%。③一次上料完毕及时清除搅拌箱内的剩料。④加强日常维护和l保

养:初运转 50- 100 小时进行例行保养，清扫传输过滤器，更换检查润滑油 . 更换减速机润

滑油 . 注入新的齿轮润滑讪;班前班后的保养，应定期清除润滑油系统部位积尘油污，在注

入减速机润滑油时，要}副擦布擦净润滑油!的注入口，清除给油部位的脏物，油标显示给 1111

盐，治l标尺显示全部到位 ; 机械每工作 200 小时应检查轮胎气压; 每工作 400 小时应检查轮

胎螺冉的紧阴状态，检查减速机油标尺中的油高位置 ; 每工作 1500-2 000 小时应更换减速

。LFI甘润滑油 。

4.TMR 襄包

(1)技术概述:对搅拌好的 TMR，第 l 步采用打捆或打包机进行压缩打包，第 2 步采

用亵包机附上 3 层双向拉伸聚乙烯薄膜， TMR 的保存时间延长至 1 5 天。 有效地满足了广大

小规模养殖户对 TMR 需求，解决了储存易变质的难题。

(2) 技术要点 : ①设备购置。 如前所述，购置符合生产要求的 TMR 搅拌设备;购置相

应生产能力的打捆或打包机、亵包机和双向拉伸聚乙烯薄膜。②进行 TMR 搅拌。③对搅拌

好的 TMR 进行压缩打捆或打包。④对打好的 TMR 捆或包在外面裴上 3 层双向拉{Ifl聚乙烯

薄膜。⑤配送到各个养殖点，进行饲H畏 。 储存时间不宜超过 ] 5 天， 初次饲11畏时应有 7- ]0

天的过渡期。

技术依托单位 :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同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王加启

联系电话: 010-62815833 

2. 全国畜牧总站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II1IS政编码 : ]00125 

联系人: 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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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 010-59194606 

电子邮箱: chenqiang888700@sina. ∞m 

3. 北京盛世幸农科技发展中心

联系地址 : 北京朝阳区麦子店街农业部北办公区 22 号楼 4 层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于文龙

联系电话 : 010-65008605 , 13683520273 

电子邮箱: xingnongkj@ 126. com 

4. 黑龙江省双城市荣耀饲料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市车站街变压器路 28 号

邮政编码: 150100 

联系人:付荣耀

联系电话 : 0451-53182888 

5. 宁夏农林科学院

联系地址 :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 590 号

邮政编码: 750002 

联系人: 罗晓瑜

联系电话: 0951-5 169997 

电子邮箱 : nxrntx@yahoo. com. cn 

6. 宁夏中卫综合试验站

联系地址 : 宁夏中卫市迎水桥镇

邮政编码: 755000 

联系人: 张文华

联系电话 : 0955-7686676 

电子邮箱 : nxxhxx@ 163. com 

B. TMR评价技术

技术概况: 本技术重点从 TMR 主要原料质量控制和制成 TMR 产品质量对 TMR 进行

综合评估，并从 TMR 感官， 含水量，饲料长度与搅拌均匀度，奶牛采食情况、 反鱼情况，

生产性能， 粪便评分，健康状况等方面综合评价 TMR 质量。

增产增颊情况: 通过使用 TMR质量控制与综合评价技术体系，规模化牧场 TMR 质量

明显提升，饲喂 TMR后产奶量一般比饲喂前增加 5%~10% ，奶中乳脂率 、 乳蛋白质率明

显提升，牛奶质量明显改善，奶牛养殖效益可提高 10%以上 。

技术要点: 主要评价指标基于原料质量控制 ， TMR 粒度、含水量，奶牛采食盘、反

鱼 、 生产性能、 粪便和健康状况的综合考量 ， 全面评价 TMR 的搅拌和使用效果。

1. TMR质量综合评价

(1)感官评价:制作良好的 TMR 精粗饲料混合均匀，精饲料均匀地附着在粗饲料表

面，松散不分离，色泽均匀，新鲜不发热，无异味，不结块。

(2) 含水量评价 : TMR 含水量应控制在 45%~50% 。 测定 TMR 含水量经验做法是从



十一、 畜牧兽医。

I'MR搅拌车里抓起一把料，用手用力捏成团，如果手里能捏出水，而且饲料成团状 ， 不复

邸，说明含水量大， 一般超过 60%以上;如果捏不出水， 手松开后，饲料复原，成蓬松状 ，

F上有轻微的潮湿感，说明含水量合适，在 50%左右。 最科学的办法就是把湿的 TMR饲料

你了重量后 ， 放在微波炉或烘箱烘干，然后称重，就可以知道 TMR 饲料中含水量的多少

f 。 在牧场中，要经常对 TMR原料中的青贮、 干革和酒糟类饲料做干物质测定，以保证

TMR 含水量的稳定。建议每 2 周检测 1 次 TMR 含水盘， 青贮饲料每周检测 1 次，啤酒糟

11支好每天检测 1 次 。

2.TMR 饲料长度和均匀度评价

(1 ) 中国农业大学分级筛:

①检测准备:将 4 层分级筛安装至工作状态，用灵敏度ζ士 l 克的称量器具(称重范围

<3000 克) ，称取有代表性的奶牛 TMR样品 200~300 克，散放在中国农业大学分级筛工作

状态的上层筛上。

②使用方法:双手扶筛在操作平台上左右滑动， 左右往复位移合计 10 次，为 1 个重复，

每次移动距离大于 20 厘米/秒;把筛体旋转 90
0

，再左右往复位移合计 10 次 ， 每次重复都要

旋转 900，要求作 4 个重复(图 1 ) 。 称量各层筛子上面饲料的重盘，与推荐值比较即可得出

结果。

一个重复 二个重复 三个重复 四个宽11.

阁 l 中罔农业大学分级筛移动模式

③推荐比例:见表 1 。

表 1 TMR 分级筛后比例推荐范围

筛孔直径 筛后各层粗饲料比例维辛苦范rJl1C% > 各阶段牛lt'f. TMR筛后比例推荐范例(%>
筛j云

〈毫米) 玉米'i'i'贮 干Y在 高产牛 干奶牛 后备牛

七层 注 1 9 5-10 10-20 ]0- 15 45-50 50-55 

中上 8. 0- 1. 9 45- 65 45-75 20- 40 15-20 15-20 

"P下 1. 2- 8. 0 30-40 20-30 25-45 20-25 20-25 

下层 < 1. 2 <5 < 5 20-25 5-10 5- 10 

中国农业大学分级筛推荐的高产奶牛 TMR 上层的比例是 10%~ 15% (筛孔直径为 19

毫米) ，如果超过 15% ，则意味着 TMRì昆合不足，长度过大，需要继续进行棍合。 推荐的

比例下层低于 25% ， 如果超过 25% ，意味着日粮粉碎过细，日粮混合过度。

(2) 宾州筛 :

①检测准备:将 4 层分级筛安装至工作状态，用灵敏度运::f: 1 克的称量器具(称重范围〈

3000 克) ，称取有代表性的奶牛全棍合日粮样品 200 克，散放在宾州筛工作状态的上层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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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使用方法 : 双手扶稳筛体向左右两侧平行移动，每平行移动 5 改为一组，然后才好，筛体

顺时针旋转 90。进行下 1 组，共 8 组(阁 2) 。 移动时要保证一定的频率和力度，移动完成后

将各居筛体上的饲料称重 ， 与推荐表对比即可得出结果。

。

唾一- 11 

~一-
11 ‘二~

。
国--Z

2 3 4 

-----, 
。 。

‘f--→』 唾一- ‘忏~

。
-----' '--

5 6 7 8 

|羽 2 宾州~m移动模式

③推荐比例 : 见表 2。

表 2 宾州筛各种饲料的理论推荐比例

~1iJ云 筛孔)'(1圭 u它米 〉 E米 1·t 旷: ( fíR) ( % ) 1: ",\: ( !-'í[O ( % ) f MR (鲜 币 ) ( "/ ) 

币'! J三 > 19 3- 8 10- 20 4二3-自

rr Uz( 8. 0- 19 45-65 45-75 30- 10 

小下Jl 1. 2- 8. 0 30-40 20- 30 30-.10 

JI~ J二 < 1. 2 < 5 〈二5 =二20

3. 奶牛采食情况评价 可通过奶牛采食时的积极程度、实际的采食址测定以及 'tìil{\lIil þl

剩料的情况来对 TMR 的使用效果迸行评估。 成年产奶牛每天采食千物质的主fif: 山体币的

3%-3. 5 % ，干奶牛为 2% ，而高产奶牛的干物质采食量要比rl' 、低产奶牛多 40 % (者 :~ ) 。

表 3 不同产奶量和不同阶段奶牛采食量范围

产奶牛(产奶白:>30 下克/天 )

产奶牛(产奶iit 20-30 千克/天}

产奶牛(产奶hl<20 千克/天)

千奶1泊湖l牛

+奶后JVI牛

育成牛 (7 月龄一配利'前)

1'f年牛(配种一产粮〉

注 TMR 的干物质含:Iïl按照 50%ii-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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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物质采食i过 {千克/夭)

22-23 

19-22 

18-19 

13- 14 

10-11 

7- 11 

12- 13 

TMR 采食 l让. ( lJ'{./人:)

4'1-'16 

38-/14 

36- 38 

26- 28 

20- 22 

14- 22 

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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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奶牛，产后前 7~10 天，干物质采食量下降幅度在 30%以内;产后干物质采食

ffI:增加的速度，初产牛每周1. 4~ 1. 8 千克 ， 经产牛 2. 3~2. 8 千克 ; 产后 8~10 周达到最大

r物质采食量。 最大干物质采食盘约为体重的 4% 。

TMR 饲喂后， 一天剩余的饲料量不超过总量的 3%~5 % 。 如果实际值远低于估测值，

说明采食量偏低，日粮的适口'性偏低或营养含量过高;如果实际值远高于估测值，说明日粮

的营养含量偏低或饲料利用率偏低，可通过调整精料配方或粗饲料质量或精粗比来加以

改进。

4. 反氢情况评价 奶牛通常在采食后的 0. 5~ 1. 0 小时开始反鱼，每天反鱼 6~8 次 ，

hi次持续 40~50 分钟， 每天反鱼时间 7 小时左右。 通常躺卧的奶牛中应该有 50%以上

ι反鱼 。反f当时间和反色次数可被用来判断 TMR 的精粗比和韧l切长度是否合理。 如果反

气奶牛的比例低于 50%时，可能是因为 TMR 侧切过短 ， 或者发生了瘤胃酸巾毒;日粮

巾精料比例过高时， 反鱼次数减少，反色时间缩短 ， 每千克干物质的咀嚼时间不足 30

分钟 。

5. 生产性能评价 通过测定奶牛的各项生产性能，结合生产性能测定 (DHD 报告，

IIf以评价 TMR 的使用效果。

(1)产奶量:饲喂 TMR后产奶量一般比饲喂前增加 5%~ 10% 。 如果产奶盘没有达到

顶计的目标 ， 要对 TMR 的生产过程、 TMR 干物质含量进行检查。 采食虽不足，可能 TMR

含水量过大，影响干物质采食盘，或者是粗饲料侧切不合适，奶牛挑食。 饲l晓 TMR 后产奶

监下降 ， 说明奶牛对饲l喂 TMR不适应，瘤胃微生物区系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变化的日粮， 一

且奶牛适应后 ， 产奶量会很快恢复 。 如果没有恢复，说明日粮的能量浓度或蛋白质水平过

低 ， 或者能蛋比不平衡。

(2) 乳脂率:日粮精粗比不合理会导致乳脂率降低。 保持高产奶牛精粗比不超过60 : 

40 , ADF 和 NDF含量不低于 19%和 29 % 。 奶牛每天至少应采食其体重1. 5%~2%的粗饲

料， 1%~1. 5%精饲料，而且 TMR 中总 NDF 的 65%~75%来源于粗饲料。 对于高产奶牛

需要将日粮中的粗饲料比例提高到 40%以上 ， NDF 含盐提高到 30%以上 。

( 3) 乳蛋白质率:乳蛋白质率降低可能因为日粮中可发酵碳水化合物含量不足 (NSC<

35%) ，日粮中蛋白质缺乏或氨基酸不平衡或者干物质采食量不足。 应该调整日粮组成，增

加精料比例 。

( 4. ) 生化指标 : 牛奶尿素氮含量在 12~ 1 6 毫克/分刑， 应该每月检查 1 次 ; 临产前尿液

pH 在 5. 5~6 . 5; I临产前血液非醋化脂肪酸 (NEFA) 小于 0. 40 毫克当量/升。

6. 粪便状况评价 成年奶牛二天排粪 12~ 18 次， 排粪盘 20~35 千克，通过对牛粪形

态特征变化的评定可以发现奶牛日粮消化率及瘤胃发酵的改变，从而评定 TMR 配制得合理

与干坏 。

奶牛粪便评分标准: 正常牛粪呈叠饼状， 青草地放牧时呈稠粥状，饲喂过多的多汁饲料

呈流体状;当日粮中精饲料比例过高或含有较多的糟渣类饲料，长干革和有效 NDF 不足时

奶牛会排出稀粪;当摄入过多劣质粗饲料或饲喂过量干革而精料比例较低时则会排出过干的

粪，厚度过大呈坚硬的粪球状(表的 。

7. 健康状况评价 合理的 TMR 可以给奶牛提供充足而均衡的营养，使之保持良好的

健康状况。 日粮不合理通常会引起奶牛出现代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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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奶牛粪便评分标准

级别 形态描述 原 因

童提~~干 ， 虽主要球状，跑过 7. 5 厘米高
TMR 中干革比例过多，有i料饲~提:bl小或 11 校)Jf本

以低质粗饲料为主

2 粪干、厚度大于 5. 0-7.5 厘米高，半成型的阴片状
TMR 中含有一定症的低质饲料，纤维含J;t I:':j • 精

饲料舷低或蛋户I ~宣缺乏

3 
主革呈较细的扁状，中间有较小的凹陷，)J}.度在 2.0-

TMR梢;粗比例合适
5. 0 厘米

4 
~软，没有回定j~状.能流动，厚度小子 2.0 厘米. TMR 缺乏有效 NDF，精饲料、青旷和l 多; 11'饲料

没有固定形状，周例有做点 llU!:Lît大

5 粪很稀. 1，象豌豆汤 . 垒弧形下游
TMR 中含有过多的稍饲料、 1可·贮、淀粉刷{~..物质

或缺乏氏的干革和有效 NDF

(1)瘤胃酸中毒:奶牛瘤胃 pH 平均值为 6. O. 低于 5.5 时可出现瘤胃酸中毒 . 介于

5. 5~5. 8 时可能会出现亚临床瘤胃酸中毒。当 TMR 搅拌不均匀奶牛挑食或者精饲料比例

过大 ， 奶牛一次性采食大量富含碳水化合物的精料和多汁饲料，而又缺乏优质粗饲料或粗饲

料只有青贮饲料时 ， 可以导致瘤胃酸中毒。

(2) 酣病:奶牛在糖和生糖物不足及其代谢障碍时，体脂大量分解，脂肪酸氧化不全而

产生过多酣体蓄积，导致嗣病的发生。 在干奶期尤其是在分娩前最后 3 周内，蛋白质供给不

足能增加阴病发生的机会。 保证泌乳前期高产奶牛产奶的营养需要，改善粗饲料质量，按照

产奶量给予精料的同时，应提供优质粗饲料。

(3) 真胃变位 : TMR 中精饲料喂量高、粗饲料恻切过短，缺少运动的饲养管理条件下

的奶牛极易发生真胃变位。严格控制干奶期和产后 TMR 中精饲料盘，根据奶牛采食情况逐

渐添加精饲料量，保证优质粗饲料供应充足。

适宣区域:全国规模化奶牛场、养殖小区等。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李胜利，曹志军，杨敦启，都文，毕研亮

联系电话: 010-62731254 

电子邮箱 : lishengli@cau. edu. cn 

2. 全国畜牧总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陈强

联系电话 : 010-59194606 

电子邮箱: chenqiang888700@sin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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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畜禽营养调配技术

A 猪高娘饲料配制技术

技术概述:从猪的营养人手，合理配制饲料原料，进行精细化饲养，科学地使用饲料添

加剂，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对于养猪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猪肉品质和安

全，具有重要意义。 猪高效饲料配制技术围绕猪的品种、饲养环境、饲料、饲料添加剂等关

键环节，进行科学的日粮配制 ， 提高饲料利用效率， 促进养猪生产的高效发展。

增产增娘情况:根据不同品种猪营养需要盘、不同饲料原料的有效利用、环保安全的饲

料添加剂、合理的加工调制，实现饲料的高效利用，能有效减少药物添加剂的使用，保障猪

肉品质和安全，提高社会和生态效益。

技术要点:

(1)根据不同猪品种和不同的生长阶段，选择适宜的饲养标准:我同规模化养殖场饲养

的商品肉猪一般是三元杂交组合， 也有利用我国地方品质进行的杂交组合。 饲料要配制与其

相适应的、能够充分发挥其遗传潜力的日粮，避免饲料的浪费。

(2) 利用单胃动物仿生消化系统，评定饲料养分消化率:利用自主研发的单胃动物仿生

消化系统 (SDS-2) ，模拟饲料在猪体内的消化过程， 实现对饲料养分的生物学效价的客观、

准确的估测，优化饲料配方，提高饲料利用效率。

(3) 使用安全有效的饲料添加剂，减少抗生素药物的使用:有益微生物作为抗生素的替

代品产品在生猪养殖中被广泛应用，可以起到优化胃肠道环境、促进畜禽健康、抑制有害微

生物的作用，具有无抗药性、无药残等特性，科学合理地使用有益微生物，确保猪肉及其产

品的安全。

(4) 利用复合 NSP 酶，提高饲料能量消化率:饲料所含有的 NSP 酶是限制猪日粮消化

率的主要原因之一，利用体外消化试验优化不同 NSP 酶谱组合，消除饲料 NSP 酶的抗营养

作用，以提高猪日粮能量消化利用率，开发利用不同的饲料资源，提高饲料利用效率。

(5) 饲料加工工艺的改善 : 改善饲料加工工艺可以增加饲料可利用性，颗粒料可改善饲

料适口性，增加采食聋，减少饲料浪费。谷物类不宜加工过粗或过细，过粗不宜消化利用，

过去IU尤其是精料型饲粮猪易患溃殇病。 确定适宜的粒度并保持物料粒度的一致性，能够提高

饲料消化率。

注意事顶: ①充分利用当地产量的饲料资源，可有效降低饲料成本。②依据季节温度和

猪只采食盘的变化，及时调整日粮配制，提高生产效益。

适宣区域: 适用于我国生猪养殖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 卢庆萍，张宏桶

联系电话: 010-62816013 , 13681559771 

电子邮箱 : luqingping@sin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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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江苏华威农牧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谁安市经济开发区经九路 10 号

邮政编码: 223005 

联系人:崔世贵

联系电话: 05 17-83333466 , 13901409 978 

电子邮箱: hahw _ dsz@ 126. com 

8. 猪健康养殖关键营养技术

技术概述: 我同生猪养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母仔猪生产效率低下 ， 二是M、磷、

重金属排放带来严重的环境压力， 三是抗生素滥用带来严重的猪肉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饲料

成本占养殖成本的 70%以上，安全、绿色饲料的研发及其高效利用是控制养猪成木、发展

健康产业的关键因素 。 猪'健康养殖关键营养技术针对养猪生产效率问题，研发了高档教ti11料

和高效母猪料配制技术;针对猪场污染物排放问题，研究确立了不同养殖模式下的猫'/，ç .ff.需

要扯，开发低氮、磷、重金属排放饲料配方;针对猪肉抗生素残留超标率高 、 严重危 1飞.消费

者健康的问题，研究建立了益生菌、异黄回替代抗生素的技术， 实现了猪肉中无例料米拟的

抗生素残留 。 该技术申报获批国家发明专利 1 项，获准登记的科技成果 4 项，获省、rI i F.t佳

技术认定 4 项，开发饲料产品 1 5 种(其中国家重点新产品 1 种，广东省高新技术f川 2

种 ) ，发表相关科研论文 40 余篇 。 相关技术和产品在全国 60 多家大中型企业'1ì推j ‘!但川，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增产增娘情况:该技术近 3 年已在全国 60 多家大中型企业(含 6 家全国饲料 1 . ,]{,\ 1ì勺I v. ) 
进行推广应用， 共计应用于 776 万吨猪饲料、 3044 万头猪的生产中 。 应用该技术产1 1:. (19直

接经济效益达 3. 3 亿元，杜会效益: 8. 2 亿元;同时显著降低养猪生产中有害物质的打|放 . 其

中纸、磷、铜、 僻、刑l排放量分别减少 3. 3 万吨、 2887 . 5 吨、 1 044 吨、 722 "i~和 225 . :l I"~ ， 

生态效益显著。

技术要点:

(1)针对断奶仔猪腹泻、成活率低、饲料成本高的问题，研究揭示了异黄自间和 1 J tt)~ \IV. 1111 

酸调控仔猪肠勃膜抗氧化和l免疫功能的机理，建立高效教槽料配制技术 ; 结什仔细毗股

(J.It )促生长技术，大豆制品、能量饲料、油脂优化利用技术，低乳制品配方技术以及投槽
料生产工艺技术，集成建立无J(rl浆和低乳制品的仔猪教槽料配制关键技术。

(2) 针对母猪产仔数少、仔猪断奶窝重低的问题，研究阐明精氨酸、 谷氨毗脏、 rr. t刊同

改善母猪生产性能的作用机理，建立了高效母猪料配制技术和改善哺乳仔猪生辰'性能 、 免疫

机能的营养调控技术。

(3) 针对我国不同养殖模式和养猪生产水平 ， 研究建立相应的营养供给技术 l6 套.技

术参数 220 个，显著降低饲料戚本、减少粪污排放。

(4) 针对猪场氮磷排放多、环保压力大的问题，研究建立高效低氮 、 磷排放日粮r1c)/ 。

(5) 针对饲料中重金属用量大、排放多 、 污染严重等问题，建立基于有机一无机做 id.元

素联合应用的低重金属排放饲料配制技术，显著降低重金属排放。

(6) 针对猪肉抗生素残留超标率高、严重危害消费者健康的问题，研究建立了益作菌

(乳酸菌、植物乳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啤酒酵母)、异黄酬替代抗生素的技术 ， 建立无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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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无氧化僻的低蛋向质日粮配制技术 ， 实现了猪肉中无饲料来源的抗生素残留 。

注意事顶: 在生产过程巾， 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饲料原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管理规定，严格

按照技术要求实施。

适宣区域: 全同所有地区均适宜推广。

技术依托单位:

1.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IX五山路大丰一街 1 号

邮政编码 : 510640 

联系人 : 蒋宗勇

联系电话 : 020-61368896 

电子邮箱 : jiangz28@qq. com 

2. 广东新商都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广州市天河 |丘五山路大丰一街 1 号

UJI~政编码: 510640 

联系人:胡友军

联系电话 : 020-61368851 

电子11US箱: 583387275@qq. ∞m 

C. 家黯高娘饲料配制技术

技术概述: 饲料是畜牧业的基础 ， 但肉、 蛋、奶生产中的饲料转化学较低。 以肉用仔鸡

为例，通常情况下快速生长型肉仔鸡对日粮中的能.w y肖化率在 65%~75% ，以 68%~72%

阳多 ， 而地方品种鸡对日粮中的能盐消化率较快速生长型鸡还低、肉仔鸡日根巾将近 1/3 的

能最术被消化而排州体外。 因此，禽 (鸡、鸭)日粮能盐物质的消化利用率对于节省饲料资

游、、提 liZ家禽生产经济、环境和l资源效益具有很大的潜力，罔内外许多专家都给予高度关注

和 i1!视，取得了一系列基TI:l 1研究和单项技术突破。 木技术是在罔家"十一五"支撑计划项目

支恃下形成的综合集成技术。

增产增娘情况: 该技术可以提高家禽玉米一豆柏型和l玉米一杂柏型日粮代阳能 (八MEn )

3%~8% ， 分别提高蛋白质、脂肪代谢率 5. 68%和 7. 6% ; 降低肉鸡粪便1'11: : 1\ ïi~lt 15%~ 

25% ; 减少有害气体排放il1 30%以上;较大幅度减少家禽生产过程用药ij，t;提高规模场肉禽成

前率 2%~5%，蛋禽年淘汰率降低 5%~15% ; 养殖环节综合效益提高 20%~50% 。

技术要点: 从肉鸡、肉 l鸭、蛋鸡、蛋鸭日粮原料组成、配比和原料背养化学成分肴，日

粮巾的非淀粉多糖 (NSP) 是影响肠道健康和限制日粮能挝消化率的主要冈索，边过外yJjjl

EGF 和J NSP 酶的添加、消除 NSP 的抗营养作用，有效提高能量及蛋白质消化利用率。

注意事顶: 在养殖过程巾， 严格执行罔家有关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管理规定，严格

按照技术要求实施。

适宣区域: 全同所有地区均适宜推广。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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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 100193 

联 系 人: 萨仁蚓I~ 张宏桶

联系电话 : 010-62816013 

电子邮箱 : sa6289@ 126. com 

2. 北京益农饲料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工业开发区

邮政编码 : ]02605 

联系人:孙 滇

联系电话 : 010-80214866 

电子11111箱 : 84045 1723@qq. com 

D. 辍牛酸化奶制何与饲眼关键技术

技术概述: 龄化奶(每升酸化成本 O . 07 ~O. 1 5 元) 可以有效杀死细菌.在寒冷禾气

保存牛奶 2~3 天 ，炎热天气保存 1~2 天 。 酸化奶技术操作简单 ， 对设备和操作人以~.求

较低，可实现棋牛 FR单栏饲养、 同定饲 l喂向小群饲养、自由采食转变 ， 充分和JJIJ牛场异

常乳资源， 降低棋牛腹泻率 ， 提高楼牛的成活率和 日增重，为培育优良高产奶牛览定

基础 。

增产增颊情况: 根据中同农业大学实验室测定和动物试验结果， 酸化奶技术 nf实现牛奶

总细菌数低于 1 万个/毫升，乳脂率、 乳蛋白质率等主要营养指标无明显变化 ， 保存".tn'J I ~ 

3 天 ; 自由采食条件下 ， 棋牛酸化奶日采食量为 8~12 升，日增重 800 克以上， J阻拦.j'仨|、-降

50%以上 。

技术要点: 一般情况下，酸化剂主要包括甲酸、拧J朦酸和丙酸。 添加比例需要根据牛奶

(代乳粉、异常乳)总细菌数确定， 一般添加量为每升添加甲酸 (8. 5% ) 30 毫升 ， ~戈队j酸

(99 % ) 10 毫升，或拧J朦酸 5. 8 克。 生产巾甲酸使用较多，在此以甲酸为例介绍般化奶;j;'J作

和饲11畏技术要点 。

1.材料 甲酸(纯度 85% ) 、牛奶(可售或异常乳)或者代乳粉。

2. 仪器 简易电子式 pH 测试设备 、 比重计、加热罐(带搅拌)、饲喂桶 (带奶l嘶 . 可

自制〉 。

3. 制作工艺

(1)甲酸稀释液配制 : 一般情况下 ， 甲酸(纯度 85% ) 与水按 1 : 9 y昆合配制甲般稀梓

液，应将甲酸缓慢加到水里并搅拌。

(2) 甲酸稀释液加入牛奶 : 添加甲酸稀释液前应确保牛奶温度在低温 (ζ 15
0

C ) 状态 .

减少酸化过程中的牛奶凝块。 甲酸添加量主要判定指标为 : 制作完成的酸化奶 pH 4. O~ 

4. 5。一般按每升牛奶加入甲酸稀释液 30 毫升， 如果牛奶干物质含量较高(13%以上或比[!1.

计测定值 33 以上 ) ，甲酸稀释液加入量可提高至 40 毫升。首次添加甲酸稀释液于牛奶 rll应

充分搅拌 ， 1 小时后再搅拌第 2 次，每日至少搅拌 3 次 。

4. 酸化奶的使用

(1)棋牛以 8~ 10 头为一组进行酸化奶饲喂 ， 自由采食。

(2) 开始使用酸化奶时，应逐渐加入牛奶中饲喂， 过渡 3 天后全部使用酸化奶饲l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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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奶时逐渐减少酸化奶的制喂聋，过渡 7~ 14 天完全停止饲l腰酸化奶。

5. 酸化奶使用的注意事项

(1)甲酸要安全保存，使用甲酸时要小心，防止灼伤。

(2) 每次配制酸化奶址为饲喂 1~2 天为宜。 最好当天配制 ， 第 2 天使用 。

(3) 奶I嘴需要及时更换，每 ] ~3 天将管道、奶嘴、奶椭彻底清洗 l 施，防止细菌滋生。

(4) 饲 11畏后需要密切观察棋牛的状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适宣区域:全同规模奶牛(肉牛)养殖场 (小区) 。

技术依托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同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 曹志军 ， 李胜利

联系电话 : 010-62733746 , 62731254 

电子all~靠自 : caozhijun@ca u. edu. cn , lis hengli@ cau. cclu. cn 

E. 提高泌乳奶牛饲料转化效率的综合技术

技术概述: 奶牛泌乳的饲料转化效率即是将奶牛 3. 5%乳脂校正乳的产量除以千物质采

食蓝得到的数值， 饲料转化效率反映了泌乳奶牛养殖的投入产:~\ 比 ， 饲料转化效率越高，相

同投入情况下标准乳的产量越高，奶牛养殖的效率越南。 我罔奶牛养殖的饲料转化效率平均

只有 L. 2 左右，低于奶业发达罔家的1. 5。

i亥技术通过粗饲料品质控制、 H粮均衡营养和管J.!M等提升泌乳奶牛的饲料转化效率，提

高养殖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增产增颊情况: 将规模牛场泌乳奶牛的饲料转化效率从 1. 2 提升到1. 5 以上，提升

25 % ，其中泌乳高峰可以达到1. 6~ 1. 8，泌乳巾期达到 1. 4 ........ ]. 5 ，泌乳后期接近1. 3。 泌

乳奶牛日产奶量达到 30 千克。 奶牛养殖的效植可提升 10% 。

技术要点:

1.粗饲料品质控制 该技术要求泌乳奶牛使用的粗饲料质量较优， 避免使川营养价值

低、品质差的粗饲料。 主虫的粗饲料品质控制点如下。

(1) 玉米背贮 :

①青贮玉米的品种选择优先考虑选择谷物类玉米品种，其次考虑全株产址，因;后依次是

营养物质如纤维的消化率、抗倒伏特性、成熟期早l览和抗虫害特性。

②青贮制作要点:玉米背贮的收获时间选择在 1 /2 乳线掉j. 轧切 L~度小干 1 Jlfl米， 籽粒

基本破碎。

③青!f:营养指标:青!lt:tM作完成后营养指标市达到以下要求:千物质含址 30%~35% ，

产奶净能 > 6. 7 兆焦/千克，淀粉含量达到 25%~ 35% ， NDF < 50% , ADF < 30% , 

CP 7. 5%~9 . 0 % ，氨态、氮<10% 。

(2) 茵稽千草 : 选用的茵稽干革品质优良，茵稽千草评定等级为一级 ， Cp二三 18% ，

NDF< 40 % , ADF<32% ，相对饲喂价值 ( RFV) >150% 。

(3) 推荐使用茵宿半干青贮， 与玉米青贮搭配使用 : 茵稽半千青贮的营养指标要求 : 干

物质含量注45 % ， CP二三 18% ， NDFζ45 . 0% ，产奶净能二三6 . 3 兆焦/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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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母牛各阶段的均衡营养和管理要点

(1)千奶前期:千奶前期开始于奶牛干奶之日，到产前 2 1 天 。 对于奶牛下一泌字LWJ非

常重要，如果管理的好，奶牛下一个泌乳期可以增加 230~700 千克牛奶。

①营养供给 : 干物质进食盐为体重的1. 8%~2. 0 % ，即 10~ 1 2 千克 ， 一般在 门 下克

左右。 日粮 CP 在 12%~ ] 3% ， 产奶净能 5. 5 兆焦/千克，奶牛能量单位 (NND) 在1. 76 , 

NDF 40%~45% ， ADF 30%~35% ， 钙 o. 4%~0. 6% ，磷 o. 3%~0. 4 % ， 晒 6~8 毫克/

(头 · 天 ) ，维生素 E 600~ 1000 个同际单位/ (头 · 天 〉 。

②推荐 日粮:精饲料 3-- 4 千克 ; 粗饲料: 全株玉米青贮或者黄贮 1 3 ~ 10 千克 . 的稽

1 --2 千克， 羊草 3~4 千克。 玉米青贮是干奶前期奶牛的主要粗饲料， 尽可能提供多的优质

粗饲料。 避免提供过多的食盐，日粮低钙低例，预防产后乳房水肿 。

③干奶牛管理要点 : 奶牛体训评分必须在 3. 25 -- 3 . 50 分。 在干奶期对乳房的健康护理

尤为重要 ， 干奶后 7 天，检查乳房，发现乳房炎要及时治疗。

(2) +奶后期 (围产前期 ) :指奶牛产前 21 天到分娩日 。 平衡的营养和管理可以为 F 一

个泌乳期的稳产高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①营养供给: TMR 采食iìÌ 20 -- 22 千克， 干物质采食量 10~ 12 千克。 日粮 CPI S % ~

1 6% ，含 35 %--40%的过瘤胃蛋内质。 日粮的能盐水平为 6. 5 兆焦/千克， NND 2. 07 . 相

当于奶牛产 20 千克牛奶的能量需要水平。 NDF 为 40%~45% ， ADF 为 30%--35% ， 例为

O. 4%~0. 5% ，磷为 O. 3~0. 4% 。 可适当添加阴离子盐产品，促进泌乳后 日粮钙的 l吸收刷

代尉，要控制多汁饲料和l食盐的饲11良盏，防止奶牛发生乳房水肿。 日粮巾的非结构性碳水化

合物 (NSC)为 32% [.也就是饲喂玉米 2 . 5~3 . 5 千克/ (头 · 天 ) J 。

②典型 日粮 : 精饲料 3~4 千克;粗饲料 : 全株青贮 1 2 千克 ， 羊草或燕麦草 3~tl 丁'克 ，

苗稽 1~2 千克，甜菜颗粒柏 1~2 千克。

增加玉米的饲11良量 (精料饲喂量) ， 使瘤胃逐渐适应于产后的高精料饲 11畏 ， 可 以便州四

微生物适应于高精料，剌激瘤胃乳头增长和乳头表面积增加。 合适的矿物质和维生亲的供

给 ， 不仅对奶牛重要，而且有助于通过胎盘传给收牛，如晒。

( 3) 新产牛 (罔产后期) 新产牛起始于产顿到产后 2~ 3 周，这个阶段要特别 fì:.应

"精细化管理"， 注意观察奶牛。

①营养供给:总采食盘 30--39 千克，产后 2 1 天头胎新产牛千物质采食量达到 J 5~ 17 

千克，成年新产牛达到 19 千克。 日粮 CP 1 7% ，优质 CP 在精饲料中比例超过] 0% 0 )"':的

净能为 6. 5~ 7 . 0 兆焦/千克 ， NDF 至少为 25% ， ADF 至少为 19% ， 钙为 O. 7%~ L 0% 、

磷为 o. 37%~0. 45 % 。 钙与磷的比例以 ( 1. 5~2 ) : 1 为宜。

②典型日粮:精饲料 : 7~9 千克;粗饲料 : 全株青贮 16~20 千克 ， 羊草或燕麦申 3--4

千克， 茵宿 2-- 3 千克，甜菜颗粒柏 1~2 千克，全棉籽 1 千克。

此时期给奶牛饲喂最优质的粗饲料，粗饲料容易消化，快速恢复食欲。 如提供 ADF<

30%的盲稽干草 ， NDF<50%的玉米青贮;补充高能精料如ffi片玉米及大麦 、 干玉米桐柏

糟、 全棉籽、 膨化大豆，能量>8. 1 2 兆焦/千克 。

③密切观察新产牛的食欲、 瘤胃蠕动、体温，查看排出胎盘的完整性和气l床，监测自/iiJ捕

和真胃变位。注意消瘦的奶牛 ， 可能患有临床型乳热症、自同病和其他代谢紊乱。

(4) 泌乳初期 : 指产后 14~ 100 天时期。高峰奶出现在产后 40~60 天。 体况评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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