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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高效养殖技术

技术概述：奶牛健康、科学饲养及管理技术。

增产增效情况：同比放牧条件下高原发病率降低 10%以上，死亡率

降低 5%以上。

技术要点及注意事项：

一、“六统、一分、一集中”的技术管理模式

奶牛的生产过程极其复杂，其饲养、管理等工作技术性都较强，养

殖技术渗透到了奶牛生产的各个环节。对不同阶段牛群应采取不同的饲

养管理技术，管理模式采用“六统、一分、一集中”的科学管理模式，

六统即必须实行“统一防疫、统一饲养规程、统一采购饲料和兽药、统

一管理、统一到挤奶厅挤奶、统一销售”，一分是指在小区里分户饲养，

一集中是指集中挤奶。对奶牛生产过程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科学管理，

使奶牛的饲养管理趋于科学化。

在奶牛的饲养上，首先要做到“定时定量”、“少添勒喂”：保证生消

化机能的正常活动。更换饲料的种类时要逐渐进行，慢慢地增加新的饲

料，逐渐减少被代替的饲料，采用交叉式的过度办法，才比较安全。过

度的时间应在七天左右。其次是搞好卫生：产后及时清刷母牛后躯并进

行消毒，预防生殖系统疾病。畜舍、运动场勒打扫、勒垫草，保持清洁

干燥。同时，还应通风透光，防止贼风和穿堂风。冬季注意保暖。还有

科学挤奶：产后采取“三多”乳房护理法，即多次挤奶，多次热敷，多

次按摩。坚持“四定”挤奶原则，即固定挤奶员，固定挤奶时间，固定

挤奶场地，固定挤奶顺序，并熟练掌握挤奶技术。注意挤奶卫生，预防



第二部分 畜牧业技术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 - 99 -

乳房炎。挤奶前，清刷母牛后躯污垢并用水冲洗牛床，不喂有异味的饲

料。为预防乳房炎，应采用正确挤奶方法。最后是增加光照：在短日照

季节里，给奶牛人工补充光照，使全日光照时间达 15小时，可提高奶牛

产奶量。

二、奶牛规模健康养殖牛舍建设

2. 1 阳光牛舍的建立

阳光保温牛舍类型以封闭式或半封闭双列型为主。座北朝南，东西

走向，舍高 4. 00 m，宽 10. 00m，牛舍棚顶为双坡式，南坡顶为全部或

部分阳光瓦和阳光板，北坡顶以彩钢板为宜[1－2]。

2. 2 卧床

卧床是健康养殖的关键设施之一。通过增加奶牛躺卧时间，使奶牛

更多的血液流经乳房而生产出更多牛奶，同时减少肢体负担，降低蹄病

的发生率; 增加反刍时间和唾液产生量，维持瘤胃 pH，促进瘤胃健康和

提高消化率。卧栏的总宽幅为 5. 00 ～ 5. 50 m，床面垫料以草垫和细沙

为宜。

2. 3 电热温控饮水槽及常备料自由采食

奶牛的饮食也是奶牛最主要的福利之一。需提供充足的日粮和适宜

的饮水温度，牛舍内设立足够的电控温水槽。冬季水温设 10℃ ～20℃

为宜。保证日粮质量和新鲜程度。

依据奶牛营养标准。针对不同生产水平阶段对混合精料日喂量进行

调整平衡。初产牛日投量为 8. 50 kg，高产牛日喂量为 9. 00 kg，以优质

牧草和青贮玉米饲料为主，不定量，自由采食，从而实现针对不同阶段

牛群饲养的自动化、定量化和营养均衡化的目的。

2.4 地窗

在阳光牛舍南北墙，距牛舍地面 0. 20 m 处设立地窗，高 0. 50 m，

宽 0. 60 m。其主要作用为夏季通风降温，前后地窗形成的过堂风，可将

牛体周围的热气带走；排出有害气体和水气，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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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及水汽大部分聚集在牛舍的下层，可通过前后地窗形式将其带走。

2. 5 天窗

在封闭式阳光牛舍后坡顶部设立天窗，采用直径 0. 40 m 的无动力

风机，通风换气，保持舍内空气新鲜。

三、TMR全混日粮饲喂技术

采用全混日粮（TMR）饲养是唯一对大小牛群均适用的饲养方式。

全混日粮饲喂技术是一种将粗料、精料、矿物质、维生素和其他添加剂

充分混合，能够提供足够的营养以满足奶牛需要的饲养技术，能够保证

奶牛日粮都是精粗比例稳定、营养浓度一致的全价日粮。采用 TMR全混

日粮饲喂可提高奶牛产奶量、增加奶牛干物质的采食量、提高牛奶质量、

降低奶牛疾病发生率、节省饲料成本、大大节约劳动时间，提高粗饲草

的利用率降低饲料成本，节约资源，能够使奶牛场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该技术能满足奶牛在不同的生理阶段及生产水平下的营养需要，是养好

高产奶牛的关键。

与传统饲喂方法相比，TMR全混日粮饲喂技术具有以下优点：可以

大幅度提高劳动效率；保证饲料的平稳和采食的均衡，有效避免奶牛挑

食造成的养分摄入不均；增加奶牛采食量，提高泌乳量，防止乳脂率下

降；有利于减少产后疾病，维护奶牛健康。

四、采用 DHI（Dairy Herd Improvement）奶牛记录体系和健康

监测技术

奶牛 DHI技术是对规模奶牛场（小区）的奶牛系谱、胎次、产犊日

期、产奶量等基础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和档案管理，每月对泌乳牛个体奶

样的乳成分、体细胞数等项目进行测定，对所测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形

成生产性能测定报告，技术人员根据报告准确找出牛只、牛群和牛场存

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改进措施和调整计划，从而科学有效地进行

量化管理，使牛群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产性能，提高经济效益的一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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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即对生只进行统一编号，记录分娩日期，泌乳天数，胎次，日产奶

量，校正奶量，上次（月）奶量，乳脂率和乳蛋白率，脂肪蛋百比，奶

量损失，体细胞数，体细胞分，前次体细胞数，初次体细胞数，累计奶

量，305d奶量，高峰日期与高峰奶量，干奶日期限及已干奶日，泌乳期

长短，繁殖状况，预产期等内容，以便更好地管理好奶牛场。

根据奶牛系谱对每头奶牛的健康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加强疫病防治

管理，搞好疫病监测，建立完善的奶牛健康防疫体系，详细记录，对日

后进行奶牛生产性能综合评估、分析、筛选有重要作用。作到每头奶牛

有一套实用性的档案，以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建立隐性乳房炎监测制度：每月上旬固定时间检查一次，并归类分

析。数据包括“+++”以上发病率，“++”以下百分比，以及对上个月的

新增率（参考乳体细胞监测公式）等。主要作用在于衡量奶牛乳房健康

和环境卫生状况，并做出比较，得出相应的趋势，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建立乳体细胞监测制度：主要根据新增感染率、被感染牛只的百分

率等指标来衡量。

建立营养代谢病监测体系：营养代谢病监测体系的建立，主要应用

一些可量化性指标衡量，不仅仅用产奶量、乳脂率、乳蛋白、体况评分

等，还应用一段时间内的真胃移位发病率、肢蹄病发病率等来评价打分，

并描绘出疾病趋势，结合实际操作，将这些数据统计分析后得出结果。

不仅有利于疾病预防，而且对整个牛群的良性发展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建立定期监测亚临床酮病、酮病的监测制度：如产前一周隔日监测，

产后第一日开始隔日监测制度等。

五、奶牛疫病防治综合技术

进行奶牛疫病防控指导，强化对重大疫病免疫、监测、消毒等综合

性防控措施，加大对人和奶牛有潜在威胁疫病的监测力度，消除隐患，

防止奶牛疫病的发生。建立、完善兽药使用和免疫档案，并按国家相关

规定，严禁使用和添加国家禁用药品，严格执行休药期规定，以确保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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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用药安全。

严格执行防疫、检疫和其他兽医卫生制度，定期进行消毒，建立系

统的奶牛病历档案；每年进行 1~2次健康检查，其中包括酮血病、骨营

养不良等代谢病的检查；春秋两季各进行一次修蹄、护蹄及全面消毒工

作；实施检疫和防疫注射。建议在犊牛阶段进行去角。对奶牛乳房炎进

行隐性乳房炎监测和牛乳体细胞测试，应用与主要病原相对应的疫苗进

行免疫接种，结合药敏试验，推广中西药结合治疗技术。

5.1 严格的消毒制度和方法

奶牛是比较娇气的动物，易于感染各种疫病，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

时，应严格执行牛场卫生防疫制度，有效切断疫病的传入传播。

5.2 消毒剂的选择

消毒剂应选择对人、奶牛和环境比较安全、没有残留毒性，对设备

没有破坏和在牛体内不应产生有害积累的消毒剂。可选用的消毒剂有：

石碳酸（酚）、煤酚、双酚类、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碘附）、过氧

乙酸、生石灰、氢氧化钠（火碱）、高锰酸钾、硫酸铜、新洁尔灭、松油、

酒精和来苏儿等。

5.3 消毒方法

1)喷雾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盐、有机碘混合物、过氧乙酸、

新洁尔灭、煤酚等，用喷雾装置进行喷雾消毒，主要用于牛舍清洗完毕

后的喷洒消毒、带牛环境消毒、牛场道路周围和进入场区的车辆。

2)浸液消毒：用一定浓度的新洁尔灭、有机碘混合物或煤酚的水溶

液，进行洗手、洗工作服或胶靴。

3)紫外线消毒：对人员入口处常设紫外线灯照射，以起到杀菌效果。

4)喷撒消毒：在牛舍周围、入口、产床和牛床下面撒生石灰或火碱

杀死细菌或病毒。

5)热水消毒：用 35℃~46℃温水及 70℃~75℃的热碱水清洗挤奶机器

管道，以除去管道内的残留矿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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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消毒制度

1)环境消毒：牛舍周围环境（包括运动场）每周用 2%火碱消毒或撒

生石灰 1次；场周围及场内污水池、排粪坑和下水道出口，每月用漂白

粉消毒 1次。在大门口和牛舍入口设消毒池，使用 2%火碱或煤酚溶液消

毒。

2)人员消毒：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应更衣和紫外线消毒，工作服不

应穿出场外，外来参观者进入场区参观应彻底消毒，更换场区工作服和

工作鞋，并遵守场内防疫制度。

3)牛舍消毒：牛舍在每班牛只下槽后应彻底清扫干净，定期用高压

水枪冲洗，并进行喷雾消毒或熏蒸消毒。

4)用具消毒：定期对饲喂用具、料槽和饲料车等进行消毒，可用 0.1%

新洁尔灭或 0.2%~0.5%过氧乙酸消毒；日常用具（如兽医用具、助产用

具、配种用具、挤奶设备和奶罐车等）在使用前后应进行彻底消毒和清

洗。

5)带牛环境消毒：定期进行带牛环境消毒，有利干减少环境中的病

原微生物，以减少传染病和蹄病等发生。可用于带牛环境消毒的消毒药

有：0.1%新洁尔灭，0.3%过氧乙酸，0.1%次氯酸钠。带牛环境消毒应避

免消毒剂污染到牛奶中。

6)牛体消毒：挤奶、助产、配种、注射治疗及任何对奶牛进行接触

操作前，应先将牛有关部位如乳房、乳头、阴道口和后躯等进行消毒擦

拭，以降低牛乳的细菌数，保证牛体健康。

六、规模化养殖场中奶牛发病原因及常见疫病分析

6.1 饲养与管理因素

部分规模化养殖人员不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缺乏对奶牛生物学特

征的掌握，加上饲养技术落后、未合理配比饲料，导致奶牛缺乏充足营

养，抵抗力与免疫力逐渐下降，当受到外界等各类因素影响时，就容易

患上各类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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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缺乏认知与引种因素

在规模化奶牛养殖中，部分管理人员不了解专业的养殖管理技术，

也没有全面掌握奶牛的常见疫病。同时，在防控疫病时未严格落实疫苗

接种，或不合理接种，增加了奶牛的患病机率，如口蹄疫、结核病等。

七、规模化养殖场中奶牛常见疫病的预防及治疗措施

7.1 蹄疫与肢蹄病

在预防奶牛口蹄疫时，养殖人员要做好疫苗接种工作，这是降低奶

牛口蹄疫发生的主要措施。而针对肢蹄病，养殖人员要定期检查奶牛的

蹄部，进行清理或修剪工作，加强防护管理。同时，应重视活动区域与

牛床管理，避免尖物或硬物触伤牛蹄出现外源性蹄病。此外，在预防工

作中，可以使用 5%的甲醛或硫酸铜液浸泡牛蹄，可以减少该病的发生机

率。最后，养殖人员要做好饲料配比，确保奶牛营养充足，可以有效预

防奶牛瘤胃酸中毒，避免出现内源性蹄病。

在治疗肢蹄病时，首先要清洗蹄部，随后使用硫酸铜粉剂涂抹蹄部、

进行包扎处理，接着使用青霉素与链霉素进行肌肉注射，治疗周期为 5d。

同时，若患病奶牛的蹄部出现坏死，养殖人员要切除坏死部位进行消毒，

最后使用高锰酸钾粉进行包扎处理，在肌肉注射消炎镇痛针后，可以起

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7.2 乳房炎与不孕症

增强奶牛体质是预防乳房炎的有效举措。具体而言，养殖人员要加

强奶牛的机体免疫力，同时做好养殖场环境管理，控制温湿度与光照、

通风等，避免奶牛出现应激反应，增强奶牛的免疫力。同时，养殖户要

定期消毒养殖场、清洁奶牛的身体，避免病原微生物滋生。在挤奶工作

中，应清洗奶牛乳房，在严格消毒后再进行挤奶工作。当完成挤奶后，

要使用相关药物浸泡奶牛的乳头，起到保护乳头的作用。期间，还要注

意挤奶气压，严格消毒挤奶机器，定期清洁避免滋生细菌。最后，要加

强日常管理，如清洁围栏、食槽等。在治疗乳房炎时，应清洁乳头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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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可以适当按摩乳头，接着注射抗生素。若奶牛的乳房肿胀明显，

可以使用浓盐水湿敷一定时间，在肿胀症状缓解后，在奶牛的饲料中加

入盐酸左旋咪唑，每月使用一次即可。

预防奶牛不孕症时，应根据不孕症的具体病因进行针对性预防。例

如，当奶牛因子宫疾病出现不孕症状时，要及时治疗子宫疾病，可以使

用碘酊配碘化钾，缓解奶牛子宫内膜炎的症状。在预防卵巢疾病时，需

要确保饲料配比均衡，避免奶牛缺乏营养影响卵巢功能。在治疗奶牛不

孕症时，应优先采取养治结合的方式，可以起到显著的治疗效果。首先，

应确保饲料配比均衡，重点关注消瘦、缺乏营养的奶牛，或存在发情障

碍与不规律的奶牛。其中，针对宫寒严重的奶牛，可以使用中药进行治

疗；针对发情周期无问题但依旧不孕、子宫内膜炎、阴道炎的奶牛，可

使用双氧水冲洗奶牛子宫与阴道，第二天使用抗生素辅助治疗，若奶牛

的症状严重，需要延长治病疗程，直至奶牛的子宫恢复正常状态，无阴

道炎问题。在治疗卵巢类疾病时，可以肌肉注射孕马血清，在连续注射

3d后，结合奶牛的发情情况进行配种。

7.3 布鲁氏菌病与结核病

预防布鲁氏菌病与结核病，需要养殖场做好定期检疫，及时淘汰病

牛。在治疗时，依旧以预防为主，可以使用布氏杆菌疫苗在每年接种一

次。当发现奶牛感染布鲁氏菌后可直接淘汰。在治疗结核病时，可以肌

肉注射链霉素，连续使用 3周，若病情严重需要直接淘汰。

7.4 其他疾病

在治疗其他疾病时，如流行热等，可以使用静脉放血的方式改善疾

病症状，随后使用苏打水与抗生素避免出现继发感染。此外，其他疾病

要结合奶牛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治疗，如胎衣不下等，可以使用催产

素；瓣胃阻塞可以通过灌服硫酸镁溶液进行治疗，或直接手术取出阻塞

物。

7.5 综合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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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养殖场要加强饲养管理，需制定完善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制度，

在日常管理中做好人员管理，加强养殖人员对各类疾病的认知，要求其

严格遵循制度落实各项工作。同时，要结合奶牛的生长阶段配比饲料，

保证奶牛体内营养充足，加强其免疫力与抵抗力，避免疾病发生与传播。

其二，要落实消毒与检疫工作。在管理期间，要严格实行封闭管理模式，

无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出牛场，必须经过严格消毒才能进出。同时，要消

毒车辆、饲料、养殖工具、活动区域等，确保养牛场干净卫生。其三，

针对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等，要做好传染源的切断工作，需定期检测是

否存在相关病菌，观察奶牛的实际状态，及时淘汰患病奶牛。期间，还

要做好驱虫、灭鼠等工作，避免病原微生物传播。其四，养殖场要建立

用药档案，这是增强养殖效率的重要举措。通过档案建立，可以全面记

录奶牛的防疫情况、用药情况、治疗信息等，可以为相关人员掌握奶牛

情况提供帮助。同时，一旦奶牛在后续养殖中患病，可以根据档案加强

疾病治疗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最后，借助用药档案可以合理控制抗生素

与化学药物的使用，避免用药过度、用药失误，使养殖工作符合养殖标

准。

八、适应区域：西藏自治区高标准奶牛养殖区域。

九、技术依托单位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通讯地址：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夺底路 56号

联 系 人：巴桑珠扎

联系电话：0891-6385764

电子邮箱：157493385@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