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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科学养殖及疾病防治技术要点研究

程苏婷
望洪镇人民政府Ǔ宁夏Ǔ银川Ǔ750100

摘Ȟ要：奶牛科学养殖及疾病防治技术是提高奶牛生产性能和健康水平的关键。通过转变传统养殖方式，倡导适

度规模、科学养殖，并提升饲养管理水平，包括优良奶牛选择、定时定量投食、合理安排挤奶时间、牛舍消毒及品

种改良等措施，可有效提升奶牛养殖效益，加强奶牛疾病防治，如定期预防接种、药物治理及环境卫生与生物安全防

控，能有效降低奶牛疾病发生率，保障奶牛健康。本研究旨在为奶牛科学养殖及疾病防治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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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奶牛养殖规模的扩大，科学养

殖及疾病防治技术成为提升奶牛生产性能和健康水平的

关键。传统养殖方式因管理粗放、疾病防控不足等问

题，严重阻碍了奶牛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深入

探讨了奶牛科学养殖及疾病防治的核心理念与技术要

点，旨在为奶牛养殖业提供一套系统的技术支持与实践

指导，以促进奶牛养殖业的健康、高效发展。

1��转变传统养殖方式，倡导适度规模、科学养殖

在奶牛养殖领域，转变传统养殖方式，倡导适度规

模、科学养殖，是提升奶牛生产效率、保证奶制品质量

的关键，奶牛科学养殖及疾病防治技术要点的研究，对

于促进奶牛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首先，

适度规模养殖是奶牛科学养殖的基础。根据规模经济理

论，奶牛养殖规模应达到生产要素的单位投入与单位产

出之间的比值为1时的适度规模。这不仅可以提高经济
效益，还能更好地管理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每头奶牛

至少需要20平方米的活动场所，确保奶牛有足够的运动
空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其次，科学养殖是提升奶牛

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这包括合理的饲养管理、饲料配

比、牛舍消毒和定期清洁等。饲料的质量和种类应符合

奶牛的营养需求，粗饲料和浓饲料的配比要合理。牛舍

应保持干燥、通风，并定期进行消毒，以预防疾病的发

生。并且奶牛应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查，及时发现和治疗

疾病。在疾病防治方面，奶牛常见的疾病包括乳房炎、

肠道疾病和生殖疾病等。预防乳房炎的关键是保持奶牛

的卫生，定期清洁乳房，排空乳汁，并及时应用消炎药

物进行治疗。预防肠道疾病的关键是加强饲料卫生管

理，对饲料进行严格的清洁和消毒处理。预防生殖疾病

的关键是注意保暖和保持牛舍的干燥，定期检查奶牛的

生殖系统状况，并及时进行产后护理和防治。

2��提升奶牛饲养管理水平，实现饲养现代化

2.1  优良奶牛的选择
奶牛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其生产性能和养殖经济效

益。在选择奶牛时，首要考虑的是其品种，因为产奶量

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因素影响。选择那些具有高产品种

的奶牛，是确保高产量的关键。除了品种，奶牛的年龄

阶段也是影响其生产性能的重要因素。青年奶牛的产奶

量通常会随着年龄和胎次的增加而上升，在7-8岁时达到
峰值，然后逐渐下降。在选择奶牛时，应考虑其年龄，

选择处于高产期的奶牛。高产奶牛在个体外貌上也有独

特之处。它们通常头躯清秀，体质轻盈，皮薄骨细，肌

肉紧实，胸腹宽深，肢蹄良好，后躯和乳房发达。这些

特征不仅代表着奶牛良好的新陈代谢和能量利用能力，

还能确保其行动自如，减少疾病的发生，从而有利于乳

汁的分泌、储存和挤出。在选择奶牛时，应综合考虑品

种、年龄和个体外貌等因素，确保选出优良奶牛，为提

升饲养管理水平，实现饲养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2.2  定时、定量投食投料
在奶牛饲养管理中，定时、定量投食投料是确保奶

牛健康、高产的重要措施，日常饲料作为奶牛获取营养

物质的主要途径，其种类和投放方式都需精心安排，为

保障奶牛的营养需求，食料种类应丰富多样，通常控制

在2种以上，精饲料则需在3种以上[2]。这样的搭配不仅

有助于奶牛获取全面的营养，还能提高其食欲和消化效

率。在喂养环节，定时定量至关重要。每天喂食次数不

宜过多，一般不超过3次，以避免奶牛因消化负担过重而
影响健康。投食顺序应遵循先精后粗的原则，即先投喂

营养丰富的精饲料，再投喂粗饲料。要少给勤添，确保

奶牛能够充分咀嚼和消化。依据奶牛体重投放食料是科

学喂养的关键。通过精确计算每头奶牛的体重和营养需

求，合理调整食料投放量，可以有效避免因投料不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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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消化道疾病。科学合理地搭配食料也是保障奶牛健

康和高产的重要措施。在食料搭配过程中，要充分考虑

钙、磷以及粗纤维等各种养分的供给。钙和磷对于奶牛

骨骼健康和乳汁成分有着重要影响，而适量的粗纤维则

有助于维持奶牛的瘤胃功能正常，促进反刍，提高消化

效率。定时、定量投食投料，科学合理地搭配食料，是

确保奶牛健康、高产、为养殖户带来稳定经济效益的关

键所在。

2.3  合理安排挤奶时间
在奶牛养殖中，合理安排挤奶时间对于保障奶牛健

康和产奶性能至关重要。（1）乳房的清洁工作不容忽
视，应定期对乳房进行清洗，以确保乳汁的卫生质量。

在手工挤奶时，正确的操作方法是先对乳房进行轻柔的

按摩，以促进血液循环和乳汁的顺利排出，实现科学泌

乳。（2）奶牛的生理周期有其特定的规律，一个完整的
泌乳期通常为305天，随后会进入为期60天的干奶期。在
奶牛分娩后的头三天内，由于其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的状

态，不宜将乳汁全部挤出。这前三天的乳汁质量往往不

佳，因此应将其废弃，从第四天开始方可进行正常的挤

奶操作。挤奶工作必须在泌乳期内进行，并确保在干奶

期到来之前结束，以保障奶牛有足够的时间来补充营养

和恢复体力。（3）干奶期的时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奶牛的产奶量、年龄、胎次、膘

情以及饲养水平等。对于膘情较差的奶牛，干奶期应适

当延长，但最短不应少于45天。干奶期对于奶牛而言是
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它有助于奶牛顺利产犊，并为下

一泌乳期的高产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延长干奶期，奶牛

可以得到充分的休养，弥补体内损失的营养，从而提高

其生产性能和养殖效益。

2.4  做好牛舍消毒
牛舍消毒工作是奶牛健康养殖不可或缺的一环。为

确保奶牛生长环境的清洁与安全，需对牛圈和牛舍进行

定期清扫，并使用有效的消毒剂进行杀菌处理。10%的
新鲜石灰水或3%的漂白粉是常用的消毒剂，它们能有
效杀灭细菌和病毒，减少奶牛患病的风险。除了牛舍本

身，饲草和用具的消毒同样重要。饲草在饲喂前应仔细

检查，去除其中的杂物，以防损害奶牛肠胃。饲草和用

具应经常放在阳光下暴晒，利用紫外线进行自然消毒。

工作服及医疗器具等接触奶牛频繁的物品，需勤煮沸消

毒，以彻底杀灭潜在的病原体。冬季时，奶牛食用枯草

较多，更应注重饲草的清洁与安全。奶牛周边环境的卫

生状况也不容忽视，每天刷拭牛体一到两次，不仅能清

除牛体上的污物，保持体表清洁，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奶牛的体质。刷拭时应遵循由前至后、由上到下的

顺序，这样既方便操作，又便于对奶牛进行调教。在奶

牛的睡床上放置干草，也是提升其生活质量的有效措

施。干草能为奶牛提供柔软、舒适的休憩环境，有助于

奶牛在夜晚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和生产性能。

2.5  加快奶牛品种改良
奶牛品种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奶业的发展水平和奶牛

的生产能力。为实现高产奶量，加快奶牛品种改良势在

必行。相关研究表明，奶牛单产水平增量的40%源于遗传
因素，这进一步强调了品种改良的重要性。为推进奶牛

品种改良，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奶牛遗传改良计划。该计

划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奶牛品种进行调整和

优化。我们需要加大良种改良的宣传力度，提高养殖户

对良种重要性的认识，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要确保计划的执行力度，使其真正落地生根，产生实

效。在加快品种改良的过程中，良种繁育基地的建设是

关键一环。我们要完善繁育站点的仪器设备配套，为奶

牛品种改良提供坚实的硬件支撑。此外，还需积极探索

和实践多种改良途径。利用遗传繁育技术，根据优良基

因的遗传规律，筛选和培育高产奶潜力的奶牛个体。胚

胎移植技术也是一项重要的改良手段，通过该技术可以

大量繁殖具有优良基因的奶牛后代。通过这些科学的改

良途径，我们可以确保繁育出的奶牛后代在产奶性能等

方面不断优化，实现一代更比一代强的目标。这不仅有

助于提升奶牛的生产能力，还能推动整个奶业朝着高质

量、高效益的方向发展。因此加快奶牛品种改良，是奶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3��做好奶牛疾病防治技术要点

3.1  定期进行预防接种检疫
奶牛养殖场的健康运营离不开有效的疾病防治工

作。其中，定期的预防接种和检疫是保障奶牛健康、预

防疾病传播的核心措施。春秋两季，是奶牛结核病检

疫的关键时期。养殖场需采用精制结核菌素进行皮下注

射，并细致观察72小时，检查奶牛注射部位是否出现明
显的炎性反应。一旦皮厚差达到或超过4毫米，即视为
初步阳性反应，需进一步复检确认。对于确诊的阳性病

牛，必须在动物卫生部门的监督下，采取扑杀措施，以

防止结核病在牛群中蔓延，确保养殖场的整体健康。牛

布氏杆菌病的检疫也不容忽视。通过春秋两季的血样抽

取，利用试管血清凝集试验进行对比，及时发现并处理

阳性病牛，避免其对奶牛繁殖能力和健康状况造成严重

影响。养殖场还需实行《奶牛健康证》管理和免疫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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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为每头奶牛佩戴唯一标识的耳标，并建立详细档

案，记录其免疫、饲养和用药情况。这有助于及时、全

面地掌握牛群的健康状况，还为养殖原料的卫生安全提

供了有力保障。在动物防疫部门的指导下，养殖场还需

根据各种传染病的发病季节，制定科学的免疫接种计

划。如每年进行两次口蹄疫疫苗注射和一次炭疽菌苗预

防注射，确保奶牛对各种常见传染病具有足够的免疫

力。在整个防检疫过程中，养殖场需严格遵循“四不

漏”原则，确保每一头奶牛都得到有效的防检疫，从而

全面、有效地开展防检疫工作，最大程度保障奶牛群体

的健康和安全。

3.2  做好药物治理
在奶牛养殖领域，药物治理与疾病监测是保障奶牛

健康、提升产奶量的两大关键。（1）药物治理方面需积
极拥抱科技创新。借助现代生物技术和疫苗制造技术，

针对奶牛乳房炎等常见疾病，研发新型高效疫苗，如

传统疫苗、基因缺失疫苗和亚单位疫苗等，精准预防疾

病，增强奶牛免疫力[3]。利用先进的天然药物有效成分

提取分离技术和制剂工艺，开发针对奶牛特殊疾病的专

用药物，如乳房炎、子宫内膜炎、卵巢疾病和胎衣不下

等，满足奶牛特殊的用药需求。通过构建安全、高效的

奶牛专用药物体系，为奶牛的健康保驾护航。（2）生物
制剂的研发与应用也是药物治理的重要一环。利用分子

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等手段，研究抗菌肽、微生态

和溶菌酶等生物制剂，这些制剂能在不损害奶牛健康和

乳品质量的前提下，有效抵御疾病侵袭。建立奶牛临床

用药规范，明确用药种类、剂量和时间，确保用药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3）建立健全奶牛疾病监测体系同样至
关重要。定期对饲料、微量元素等进行检测，确保饲料

质量和微量元素含量符合奶牛健康需求。通过血样抽查

和常见疾病检测，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问题。建立高产

奶牛群体档案制度，详细记录奶牛健康状况、疾病史和

用药情况，为奶牛养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3.3  加强环境卫生管理与生物安全防控
良好的环境卫生是预防奶牛疾病的重要防线。养殖

场要保持牛舍的清洁干燥，定期清理粪便和杂物，合理

规划排水系统，防止污水积聚滋生细菌和蚊虫。牛舍的

通风条件也至关重要，确保空气流通，减少氨气、硫化

氢等有害气体的浓度，为奶牛创造一个舒适健康的生活

环境。在生物安全防控方面，要严格限制外来人员和车

辆的进入。如有必要进入，必须进行全面的消毒，包括

人员的鞋底、衣物，车辆的轮胎、车身等。对于进入养

殖场的饲料、设备等物资，也要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

养殖场周边的环境也要定期巡查，及时清理周边的垃圾

和杂物，防止野生动物靠近牛舍，避免外来病原体的传

入，从源头上降低奶牛感染疾病的风险，还应建立完善

的奶牛健康监测体系，定期对奶牛进行体检，及时发现

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

结语

综上，奶牛科学养殖及疾病防治技术的综合应用，

对提升奶牛生产性能和健康水平至关重要。转变传统养

殖方式、提升饲养管理水平，以及强化疾病防控措施，

不仅显著提高了奶牛养殖效益，还有效降低了疾病发

生率。展望未来，奶牛养殖业应持续深化技术研究与

创新，广泛推广先进养殖技术，构建完善的疾病防控体

系，为奶牛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提升

乳制品质量和保障食品安全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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