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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繁殖力直接关系到奶牛生产水平和奶牛场养殖经

济效益。泌乳奶牛的繁殖力受到遗传、营养、环境和管理等

诸多因素的影响 , 其中饲料营养是影响奶牛繁殖力关键因

素之一。现就饲料营养对泌乳奶牛繁殖力的影响总结如下。

1 日粮蛋白质水平与奶牛繁殖力

日粮蛋白质水平对奶牛的繁殖具有重要的作用。蛋白

质缺乏不但影响发情、受胎和妊娠 , 并由于使日粮适口性下

降而导致体重降低 , 直接或间接影响奶牛的繁殖。在大多数

情况下 , 奶牛繁殖力下降是由于日粮蛋白质水平过高而引

起的。奶牛养殖者为追求奶牛高产 , 经常给泌乳奶牛饲喂高

蛋白日粮 ; 而饲喂过量蛋白质不但是一种浪费 , 且由于蛋白

质采食量增加 , 会提高组织中的氨浓度 , 氮代谢的有毒副产

物( 氨和尿素) 可能会损伤精子、卵子和胚胎 , 造成受精率下

降。因此 , 在泌乳奶牛饲养生产中 , 奶牛应根据体重、生理阶

段和产奶性能等实际情况 , 制订合理的蛋白质水平。

2 日粮能量浓度与奶牛繁殖力

日粮能量不足和过剩都会对繁殖力产生不利影响。能

量不足通常发生在饲料质量低劣、限制饲养、产后泌乳初期

及高泌乳量等条件下 , 以产后初期最为常见。泌乳初期奶牛

产奶量逐步增加 , 使泌乳所需营养也逐步增加 ; 但采食量提

高迟缓 , 容易出现能量负平衡。此时 , 为保证泌乳对能量迅

速增加的需要 , 奶牛必然动用体能的贮备 , 引起体况下降 ,

不利于 LH 的分泌 , 影响卵泡细胞的发育 , 从而阻止排卵 ,

影响繁殖力。如果分娩前奶牛体况过肥 , 则其产后食欲降低

和发生能量负平衡的程度要比产前体况适中的奶牛更为严

重。为此 , 在生产实践中 , 通过增加日粮脂肪的含量来提高

饲粮的能量浓度 , 尽量满足奶牛产奶对能量的要求 , 可减轻

能量负平衡程度。一般情况下 , 奶牛日粮中的粗脂肪含量应

控制在 7%以内。

3 矿物质元素与奶牛繁殖力

3.1 钙、磷

奶牛 日 粮 中 钙 、磷 缺 乏 或 过 量 , 可 显 著 改 变 钙 、磷 比

例 , 并会导致产褥热。防止这种代谢疾病的发生极为重要。

因为这种紊乱对奶牛生产和繁殖都具有很强的副作用。与

健康奶牛相比 , 患产褥热的奶牛难产率、胎衣不下、四胃移

位、酮病和乳房炎发病率分别增加 2.8 倍、6.5 倍、3.4 倍、8.9

倍和 8.1 倍 , 患子宫炎的几率增加 1.6 倍。日粮中缺磷是母

畜不孕或流产的原因之一。据报道 , 奶牛缺磷常导致卵巢萎

缩、不发情、屡配不孕、受精率低 , 易发生流产或产弱犊胎衣

不下、泌乳期短等症状。日粮中钙、磷比例不当也影响母畜

的生殖机能。一般钙的摄取量应控制在 75g/ 头·d, 钙磷比保

持在 1.5∶1。

3.2 铜

奶牛缺铜时繁殖性能会发生紊乱 , 卵巢机能低下 , 发情

迟缓 , 胎盘早亡 , 分娩困难 , 胎衣不下。孕期奶牛缺铜对胎儿

发育及铜贮存极为不利 , 产下的犊牛体弱 , 有患共济失调症

的 可 能 , 还 可 能 因母 牛 无 哺 乳 能 力 而 死 亡 。NR C ( 2001) 对

650kg 体重的高产奶牛铜的推荐量是日粮 15.7mg/ kgDM。

3.3 硒

硒和 VE 是提高奶牛繁殖率和生产力的重要物质 , 往往

同时添加。当硒和 VE 缺乏时 , 母牛不规则发情或根本不发

情 , 子宫炎及卵巢囊肿升高 , 受胎率低 , 受胎的也不能正常

发育 , 造成流产或死胎 , 存活的犊牛体质也不健康。NR C

( 2001) 硒的推荐量为日粮 0.3mg/ kgDM。

3.4 钴

缺钴性贫血的母畜不能发情 , 初情期延迟、卵巢机能丧

失、易流产和产弱胎。试验证明 , 给牛、羊补饲钴盐 , 能促进

其发情 , 增加受胎率 , 从而提高其繁殖性能。NR C( 2001) 成

年奶牛日粮推荐量为 0.11 mg/ kg DM。

3.5 碘

奶牛缺碘后会导致甲状腺与垂体之间功能紊乱 , 造成

排卵机制障碍 , 引起发情不排卵 , 性周期紊乱 , 胚胎发育受

阻 , 受胎率明显降低。受胎后胎儿发育不良 , 易于流产 , 出现

死胎和母牛胎衣停滞等症状。如常年给母畜补碘后 , 牛发情

排卵正常 , 配种期缩短 , 受胎率可提高 20%以上。

3.6 镁

镁缺乏奶牛主要症状是不发情和不规则发情 , 有时延

长不发情期 , 滤泡发育不良 , 延迟排卵 , 发情表现不明显 , 受

胎率仅有 30%～45%。

3.7 锌

当母牛缺锌时 , 卵巢囊肿 , 发情异常 , 会引起性周期紊

乱 , 受胎率降低 , 易发生早产、流产、死胎及胎儿畸形等。

4 维生素与奶牛繁殖力

4.1 维生素 A

若日粮中缺乏 VA, 会导致母牛发生生殖器官炎症 , 隐性

发情 , 发情期延长 , 延迟排卵或不排卵 , 黄体和卵泡囊肿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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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饲料营养是影响奶牛繁殖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从日粮蛋白质水平、日粮能量浓度、矿物质元素、维生素等方面介绍了饲料营养

对奶牛繁殖性能的影响 , 旨在指导奶牛养殖场提高奶牛生产水平和养殖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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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胎率降低 , 胎盘形成受阻 , 胚胎死亡、流产 , 胎衣不下和子

宫内膜炎等。

4.2 维生素 D

奶牛临产前添加大剂量 VD 可预防产后瘫痪 , 保证奶牛

机体健康。此外 , VD 对奶牛的繁殖也有间接作用。研究证明 ,

补充 VD 可以提高母牛的受胎率 , 并可使发情症状明显。

4.3 维生素 E

据报道 , 繁殖失调( 最突出的是胎衣不下 ) 发生率与 VE

的摄入量有关。VE 与微量元素硒具有协同作用 , 在妊娠母牛

预产前 60～70d 肌注亚硒酸钠维生素 E, 可明显改善健康和

生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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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的防疫员 , 优化防疫队伍结构。

2.4 加大宣传力度 , 提高全民的防疫意识

为顺利开展动物防疫工作 , 在对动物防疫法律法规的

宣传方面要做到“四个面向”, 即面向领导和政府宣传 , 争取

领导的重视和政府的支持 , 真正体现政府行为 ; 面向有关部

门宣传 , 求得部门之间的配合协调 , 变单行业运行为多行业

合作 ; 面向从业者宣传 , 使他们能够知法、懂法、守法 , 主动

配合 , 接受管理 ; 面向社会宣传 , 取得广大群众的认识、理解

和支持 , 形成一道强大的社会防线。

2.5 提高村级防疫员的工资待遇

将村级防疫员的工资纳入国家财政预算 , 提高工资标

准、定期发放 , 同时可给予健康卫生津贴 , 因他 ( 她 ) 们长期

奋斗在牧业生产的第一线 , 在确保动物及其产品安全的同

时 , 自身的健康每时每刻都在受到威胁 , 可能感染职业病和

人畜共患病。提高工资待遇是调动防疫员工作积极性 , 主动

性、稳定村级防疫队伍的主要举措。

村级动物防疫体系的建设是完善动物防疫体系的重要

体现 , 我国的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 尚处在初级阶段 , 有许多

方面需逐步完善的 , 才能成为一个健康、高效的运行体系 ,

跟国际化动物卫生准则接轨 , 为促进我国的动物及其产品

参与国际竞争奠定良好的基础。

蚕室消毒或桑田治虫时 , 都要用专用喷雾器具 , 严禁使

用农用喷药工具 , 防止农药交叉污染桑叶、蚕室、蚕具。桑田

治虫用药要选用蚕桑技术辅导部门推荐的品种 , 并按要求

统一时间、统一浓度 , 做好记载。在养蚕期间桑田害虫严重

时, 要划片治虫 , 做好标记 , 严防误食。

( 2) 及时了解蚕室及桑田周围农田的用药情况 , 与邻居

做好协调工作 , 互相通报养蚕及用药情况 , 农田治虫要选择

在桑田、蚕室的下风时进行 , 并压低喷头 , 不得使用弥雾机 ,

减少污染扩散 , 同时要关闭蚕室门窗 , 防止农药气味飘进蚕

室, 影响蚕作安全。

养蚕户购买的蚕药应与桑田用药及农药分开存放 , 防

止误食、误用农药污染桑叶、蚕室、蚕具。配制灭蚕蝇时浓度

要准确 , 防止造成药害。

农田治虫人员不得随便进入蚕室 , 配制农药不得在蚕

室、桑田附近进行 , 残液、药瓶不得倒入桑田。打过农药的人

或 进 过 棉 田 、稻 田后 要 采 叶 喂 蚕 前 , 必 须 洗头 、洗 澡 、剪 指

甲、换衣服、换鞋才行。

养蚕、配药、洗蚕具等所用水源要洁净 , 不得有污染。桑

田抗旱用水不得来自稻田排出的水。养蚕时不得使用灭蚊

片、灭蚊药水、蚊香等。蚕室内加温材料、蚕座垫纸等都必须

确保未被农药污染过。

( 3) 饲养期间随时观察蚕儿的生长情况 , 如发现蚕大量

吐胃液、扭曲、翻滚等急性农药中毒时 , 应立即找出毒源并

尽快隔离污染源 , 同时了解引发蚕中毒的农药品种。如污染

来自桑叶 , 立即在蚕座上撒新鲜石灰粉隔离 , 并给予通风透

气、新鲜良桑 ; 污染来自环境 , 可用冷水淘洗后 , 放在电风扇

下吹晾 , 苏醒后可继续饲养至上山。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蚕可

用盐酸阿托品添食解毒 , 但一般大蚕期急性农药中毒蚕多

数死亡 , 无挽救余地。

( 4) 目前生产上 , 危害最大、最易使人忽视的是微量农

药引起的蚕累积性中毒。中毒蚕初期只表现食欲不振 , 食量

减少 , 体色不转青 , 行动迟缓 , 渐渐出现体躯发软 , 瘫伏于蚕

座或四周爬行、吐浮丝等现象 , 如给以桑叶仍能食桑完成龄

期 , 但上蔟后只吐平板丝不结茧或在蔟上失去攀扶力、掉落

在蔟下渐渐死去。中毒轻的可结茧 , 但茧薄、形小、量轻 , 有

畸形茧及裸蛹。同时由于微量中毒使得蚕体质较差 , 抗病力

下降 , 往往暴发其他蚕病 , 如不及时采取措施 , 在付出人力、

物力尽心饲养后往往颗粒无收 , 损失更为惨重。

生产过程中蚕微量中毒症状一般在 4～5 龄时表现较为

明显 , 毒源来自桑叶。此时由于用叶量增大 , 所食桑树中、下

部桑叶生长期长 , 在农药环境中暴露的时间长 , 污染严重 ,

蚕儿在大量食桑的同时也在身体内积累了大量农药 , 并很

快表现中毒症状。此时立即采取措施可减轻损失。在久旱无

雨时 , 桑田应及时抗旱 , 做好预防工作。用叶前叶面用清水

喷洒 , 能降低叶片农药含量。根据多数农药遇碱分解的特

点 , 用 2%澄清石灰水喷洒 , 吹干后再喂 , 可减少桑叶农药残

留 , 但此叶又不宜多喂 , 否则将影响蚕儿食欲及体色。用含

0.3%有效氯的漂白粉水树体喷洒 , 既解毒又消毒 , 但要注意

浓度要准 , 否则易造成树体危害。用 2%小苏打喷叶解毒 , 或

用淘米水、浓茶水浸泡桑叶都有一定的效果。给微量中毒蚕

添食 500 倍盐酸肾上腺素 , 或用此浓度的药水淘洗蚕儿再

添食药叶 , 有很好的解毒效果 , 但要注意添食解毒后应喂无

农药污染的新鲜桑叶。解毒后一定要加强饲养管理 , 才能保

证获得较好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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