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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养殖山羊日粮配合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

余 丹 唐 斌 沙马阿依 黄剑锋*
四川省凉山州农科院 四川 凉山 615000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健康养殖山羊日粮配合的关键技术，通过集成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优化山羊日粮配

方，以提高山羊的养殖效益和产品质量。文章从山羊的营养需求、日粮配合原则、饲料原料选择、日粮配方设计、添

加剂使用、饲养管理以及健康养殖技术集成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为山羊的健康养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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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对畜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山羊养殖产业

得到了快速发展。然而，传统的粗放式养殖模式已难以

满足现代养殖业的发展需求，健康养殖成为山羊养殖产

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健康养殖强调在保障动物健康的前

提下，提高养殖效益和产品质量。日粮配合作为山羊健

康养殖的关键环节，其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山羊的生长发

育、生产性能及健康状况。因此，开展健康养殖山羊日

粮配合关键技术研究与集成，对于推动山羊养殖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山羊的营养需求

2.1  能量需求
山羊的能量需求与其体重、生长阶段、生产性能及

环境条件等因素有关。一般来说，山羊的能量需求主要

包括维持能量需求和生产能量需求两部分。维持能量需

求用于维持山羊的基础代谢、体温调节、运动等生理活

动；生产能量需求则用于山羊的生长、繁殖、泌乳等生

产过程。在日粮配合中，应确保山羊获得足够的能量，

以满足其正常的生理和生产需求。

2.2  蛋白质需求*
蛋白质是山羊生长和繁殖的重要营养物质。山羊对

蛋白质的需求与其生长阶段、生产性能及饲料利用率等

因素有关。在日粮配合中，应确保山羊获得足够的可消

化蛋白质，以满足其正常的生理和生产需求。同时，还

应注意蛋白质的品质，选择氨基酸组成合理、消化率高

的蛋白质饲料。

2.3  矿物质和维生素需求
山羊对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需求虽然相对较少，但它

们在山羊的生长发育、生产性能及健康状况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例如，钙、磷是山羊骨骼和牙齿发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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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矿物质；维生素A、D、E等对于山羊的视力、繁殖性
能及免疫力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在日粮配合中，应确

保山羊获得足够的矿物质和维生素，以满足其正常的生

理和生产需求。

3 日粮配合原则

3.1  科学性原则
日粮配合应遵循科学性原则，即根据山羊的营养需

求和生产性能，科学合理地选择饲料原料和配制日粮。

在配制日粮时，应充分考虑山羊的生理特点、生长阶

段、生产性能及环境条件等因素，确保日粮的营养成分

全面、均衡、合理。

3.2  经济性原则
日粮配合应遵循经济性原则，即在满足山羊营养需

求的前提下，尽量降低饲料成本。在选择饲料原料时，

应充分考虑当地饲料资源的品种、数量、价格及质量

等因素，选择营养丰富、价格合理、来源可靠的饲料原

料。同时，还应注意饲料的加工调制和贮存保管等环

节，以降低饲料成本和提高饲料利用率。

3.3  可行性原则
日粮配合应遵循可行性原则，即根据山羊的饲养规

模、饲养方式及生产条件等因素，制定切实可行的日粮

配合方案。在制定日粮配合方案时，应充分考虑饲养人

员的操作能力和技术水平、饲料的加工调制和贮存保管

条件等因素，确保日粮配合方案的可行性和实用性。

4 饲料原料选择

4.1  粗饲料选择
粗饲料是山羊日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青干

草、青贮料、秸秆等。在选择粗饲料时，应充分考虑饲

料的营养价值、适口性及可利用性等因素。例如，青干

草的营养价值较高、适口性好、可长期贮存；青贮料能

够保存饲料中的营养成分、提高饲料的利用率；秸秆等

农副产品来源广泛、价格低廉，但营养价值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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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选择粗饲料时，应根据山羊的营养需求和生产

性能，科学合理地选择饲料原料和配制比例。

4.2  精饲料选择
精饲料是山羊日粮中提供能量和蛋白质的重要来

源，主要包括玉米、豆粕、麦麸等。在选择精饲料时，

应充分考虑饲料的营养价值、价格及可利用性等因素。

例如，玉米是山羊常用的能量饲料，其营养价值高、价

格低廉、来源可靠；豆粕是山羊常用的蛋白质饲料，其

蛋白质含量高、氨基酸组成合理；麦麸等副产品来源广

泛、价格低廉，但营养价值相对较低。因此，在选择精

饲料时，应根据山羊的营养需求和生产性能，科学合理

地选择饲料原料和配制比例。

4.3  矿物质和维生素补充
由于山羊日粮中的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难以满足其

正常的生理和生产需求，因此在日粮配合中需要添加适

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补充剂。在选择矿物质和维生素补

充剂时，应充分考虑其营养成分、稳定性及安全性等因

素。例如，钙、磷等矿物质补充剂应选择纯度高、易吸

收的产品；维生素A、D、E等维生素补充剂应选择稳定
性好、不易氧化的产品。

5 日粮配方设计

5.1  确定营养需要量
在设计日粮配方时，首先应根据山羊的品种、生长

阶段、生产性能及环境条件等因素，确定其营养需要

量。营养需要量包括能量、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等

营养成分的需要量。在确定营养需要量时，应充分考虑

山羊的生理特点、生长阶段、生产性能及环境条件等因

素，确保日粮的营养成分全面、均衡、合理。

5.2  选择饲料原料和配制比例
在确定营养需要量后，应根据当地饲料资源的品

种、数量、价格及质量等因素，选择营养丰富、价格合

理、来源可靠的饲料原料。同时，还应根据山羊的营

养需求和生产性能，科学合理地确定饲料原料的配制比

例。例如，在配制育肥山羊日粮时，应适当增加能量饲

料的比例；在配制繁殖母羊日粮时，应适当增加蛋白质

饲料的比例。

5.3  制定日粮配方
在选择饲料原料和配制比例后，应根据山羊的营养

需求和生产性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日粮配方。日粮配方

应包括饲料原料的种类、数量、配制比例及营养成分含

量等信息。在制定日粮配方时，应充分考虑山羊的生理

特点、生长阶段、生产性能及环境条件等因素，确保日

粮的营养成分全面、均衡、合理。同时，还应注意日粮

的适口性和可利用性等因素，以提高山羊的采食量和饲

料利用率。

6 添加剂使用

6.1  营养性添加剂使用
营养性添加剂是指能够补充山羊日粮中营养成分不

足或提高其利用率的添加剂。例如，氨基酸添加剂能够

补充山羊日粮中氨基酸的不足；酶制剂能够提高山羊对

饲料的消化利用率。在使用营养性添加剂时，应根据山

羊的营养需求和生产性能，科学合理地选择添加剂种类

和用量。同时，还应注意添加剂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等因

素，确保添加剂的使用效果。

6.2  非营养性添加剂使用
非营养性添加剂是指能够改善山羊健康状况、提高

生产性能或改善饲料品质的添加剂。例如，抗生素能够

预防和治疗山羊疾病；抗氧化剂能够延长饲料的贮存期

限；防霉剂能够防止饲料发霉变质。在使用非营养性添

加剂时，应根据山羊的健康状况和生产性能等因素科学

合理地选择添加剂种类和用量。同时，还应注意添加剂

的安全性和环保性等因素，确保添加剂的使用符合相关

法规和标准要求。

7 饲养管理

7.1  合理饲喂
合理饲喂是提高山羊养殖效益和产品质量的关键环

节之一。在饲喂过程中应确保山羊获得足够的营养物质

以满足其正常的生理和生产需求。同时，还应注意饲料

的品质和卫生状况等因素以避免对山羊健康造成不良影

响。建议每天饲喂山羊2—3次，每次饲喂间隔至少6小
时，以确保山羊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反刍和消化。饲喂时

间应尽量固定以有助于羊群形成良好的采食条件反射提

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及生长速度。当然，饲喂时间也可

根据季节和温度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如夏季白天高温时

可选择在早晚凉爽时段喂羊。同时要做到定量饲喂根据

山羊的品种、用途、体型以及饲料营养价值等因素制定

合理的喂量。一般来说日粮干物质量应占山羊自身体重

的2%—3%即一只100斤重的山羊每天需要摄取2—3斤的
食物（干物质量）。

7.2  卫生管理
卫生管理是保障山羊健康的重要措施之一。在饲养

过程中应确保羊舍环境干净卫生、通风良好、温度适宜

等条件以避免对山羊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应定

期对羊舍进行消毒处理以杀灭病原菌和寄生虫等有害物

质。每次山羊采食完毕后应及时清理饲槽中的剩料避免

因舍不得浪费或嫌麻烦而将剩料留在饲槽中这样不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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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山羊下一餐的食欲还可能导致饲料腐败变质进而引

发消化问题。

7.3  驱虫防疫
寄生虫病是影响山羊健康和生产性能的重要因素之

一。因此，在饲养过程中应定期对山羊进行驱虫处理以

杀灭体内外的寄生虫等有害物质。建议每年给山羊驱

虫2—4次特别是在冬春交替和夏秋交替之际必须进行驱
虫。可采用内外驱虫净等驱虫药物进行驱虫处理。同时

还应加强防疫工作定期对山羊进行疫苗接种以提高其免

疫力和抗病能力。

8 健康养殖技术集成

8.1  日粮配合技术与饲养管理技术的集成。
日粮配合技术与饲养管理技术的集成是提高山羊养

殖效益和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优化日粮配方

和饲养管理措施可以确保山羊获得足够的营养物质以满

足其正常的生理和生产需求。同时，还应注意饲料的品

质和卫生状况等因素以避免对山羊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例如，在配制育肥山羊日粮时，应适当增加能量饲料的

比例；在饲养过程中应确保羊舍环境干净卫生、通风良

好、温度适宜。

8.2  日粮配合技术与疾病防控技术的集成
日粮配合技术与疾病防控技术的集成是保障山羊健

康、提高养殖效益的关键。在日粮配合中，通过科学合

理地选择饲料原料和添加剂，可以增强山羊的免疫力，

提高其抗病能力。例如，添加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

益生菌等，可以增强山羊的体质，减少疾病的发生。同

时，结合疾病防控技术，定期对山羊进行健康检查，及

时发现并治疗疾病，可以有效控制疾病的传播，保障山

羊的健康。制定针对性的日粮配方和疾病防控方案。例

如，在育肥阶段，可以增加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提高

山羊的生长速度；同时，加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确保

山羊的健康状况良好。在繁殖阶段，可以注重矿物质和

维生素的补充，提高母羊的繁殖性能；同时，加强母羊

和羔羊的疾病防控，确保繁殖成功率。

8.3  日粮配合技术与环境控制技术的集成
日粮配合技术与环境控制技术的集成是实现山羊健

康养殖的重要手段。环境控制主要包括羊舍的温度、湿

度、通风、光照等条件的调控。通过优化环境控制，可

以为山羊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减少应激反应，提

高其生产性能。根据环境条件的变化，调整饲料的营养

成分和饲喂方式。例如，在高温季节，可以适当增加饲

料的能量含量，提高山羊的采食量；同时，加强羊舍的

通风和降温措施，确保山羊的舒适度。在寒冷季节，可

以增加饲料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含量，提高山羊的抗寒能

力；同时，加强羊舍的保温和光照措施，确保山羊的正

常生长发育。

8.4  日粮配合技术与智能化养殖技术的集成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智能化养殖技术在山羊养殖

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智能化养殖技术主要包括智能饲

喂系统、智能环境监测系统、智能疾病诊断系统等。

通过集成日粮配合技术与智能化养殖技术，可以实现山

羊养殖的精准化、智能化管理。在日粮配合中，可以利

用智能饲喂系统，根据山羊的营养需求和生产性能，自

动调整饲料的种类、数量和饲喂时间。同时，结合智能

环境监测系统，实时监测羊舍的环境条件，及时调整环

境控制措施，确保山羊的舒适度。此外，还可以利用智

能疾病诊断系统，对山羊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和诊

断，及时发现并治疗疾病。

9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健康养殖山羊日粮配合关键技术的研究

与集成，提出了日粮配合的原则、饲料原料的选择、日

粮配方的设计、添加剂的使用以及饲养管理等方面的技

术措施。同时，探讨了日粮配合技术与饲养管理技术、

疾病防控技术、环境控制技术以及智能化养殖技术的集

成应用，为实现山羊的健康养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践

指导。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山羊健康养殖技术

将不断向智能化、精准化方向发展。我们将继续深入研

究日粮配合技术与其他养殖技术的集成应用，推动山羊

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还将加强与国际同

行的交流与合作，引进和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提高

我国山羊养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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