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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被人们称为营养最全、价格便宜的饮料，是补充
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最佳食品之一。“一杯牛奶，
振兴一个民族”的佳话已被广为流传。我国饲养奶牛虽有
上百年历史，但奶牛业的快速发展还是在近 20 多年。过
去因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奶牛饲养仅集中在少数大、中城
市的郊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奶牛的饲养量和分布范围有
了根本性的转变，奶牛饲养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县( 乡、镇) ，
已成为农民饲养户的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为大力发展
奶牛业，各地区不断引进良种奶牛，开展以冷冻精液配种
为主的奶牛改良工作，并采取多种技术措施来提高奶牛的
生产能力，取得了可喜成绩。广大奶牛养殖户也逐步意识
到科学养奶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本书以反映当前奶牛健康饲养技术为前提，以通俗易
懂、便于操作为基础，结合我国自然条件和奶牛生产实践，
同时考虑到奶牛业主的文化水平和便于记忆等情况，选取
21 个专题技术加以阐述和分析性说明。主要内容包括奶
牛品种与选种、生理特性与功能、繁殖技术、改良与效果、
营养与饲养、牛奶初步处理和奶牛场建设、饲养管理与挤
奶、疾病与防治等。对于奶牛养殖技术的关键处和注意事
项，笔者还做了特别提示，以方便养殖户及时掌握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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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奶牛生产概况、主要
存在问题和奶牛业发展前景

(一)国外奶牛业生产概况

据 2005 年有关报道，全世界奶牛总数为 2． 5 亿 ～ 3． 0 亿
头，产奶总数为 5 亿 ～5． 5 亿吨，平均产奶量为3 000千克 /305
天。奶牛品种有 100 多个，其中荷斯坦奶牛( 即黑白花奶牛，
1992 年更名) 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产奶量最高，几乎所有国
家都有饲养。各国所饲养的荷斯坦奶牛的历史都比较长，它
们各自对不同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环境饲养条件都已适应。为
了便于各个国家相互交流引种，掌握引进国饲养管理条件的
差别，采取相应措施避免损失，所以，不同国家饲养的奶牛，在
品种前面都冠上一个国名以示区别，如美国荷斯坦奶牛、英国
荷斯坦奶牛、澳大利亚荷斯坦奶牛、加拿大荷斯坦奶牛和中国
荷斯坦奶牛等。

据 2005 年统计，全世界产奶量最多的国家还是美国，总
产奶量在 8 亿吨以上，印度为4 000万吨，法国为3 000万吨。
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奶牛饲养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产奶总
量却呈上升趋势，说明奶牛的单产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降低
了饲养成本，提高了奶牛业的经济效益。如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全国饲养奶牛约1 200万头，90 年代开始奶牛饲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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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到了 800 万 ～900 万头，而产奶总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奶牛的单产水平，都以一个泌乳期( 305 天) 作比较。产

奶水平最高的国家是以色列，产奶量平均为9 200千克 /305
天;其次是美国，平均产奶量为8 000千克 /305 天; 依次是加
拿大、日本、丹麦和荷兰等，平均产奶量在6 000千克 /305 天。

(二)国内奶牛业生产概况

我国奶牛业是畜牧业生产的一个很重要组成部分，发展
奶牛业越来越显现出它的重要性和生气勃勃的生命力。特别
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奶牛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已成为农民
致富的养殖途径之一。牛奶更是人们饮食品首选，牛奶已被
人们视为提高身体素质最好的食品，因此，养奶牛提高产奶量
已成为市场需求。据 2005 年不完全统计，我国产奶总量已达
3 000万吨，产奶总量由原来的世界第六位，跃升为第三位，超
过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德国。

我国饲养的奶牛品种主要是荷斯坦牛( 黑白花奶牛) ，约
为 300 万头，加上其他奶牛品种和高代杂交的奶牛，总数在
800 万头以上。

我国目前的奶牛业多数还是以小规模和分散饲养为主，
只有少数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大型奶牛场，因此，全国各地奶牛
饲养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产奶量也高低不一。我国奶牛产
奶水平平均在4 300千克 /305 天。另据 23 个省( 市、自治区)
21 095头登记奶牛统计，平均产奶量为6 359千克 /305 天，平
均乳脂率为 3． 56%。我国许多较大型的奶牛场采用先进的、
科学的饲养管理方法，涌现出产奶量在10 000千克 /305 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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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优秀个体奶牛。20 世纪 90 年代，南京卫岗奶牛场一头
高产奶牛创造了产犊 12 胎，终身产奶量为 13 万千克的全国
记录;新疆糊涂壁奶牛场也创造了群体产奶量平均8 500千
克 /305 天的好成绩，乳脂率平均为 3． 48%。这些创造好成绩
的奶牛主要是采用了先进的改良技术、科学的饲养管理，不断
进行高标准的个体选育，使奶牛群产奶量在较短的时间内有
了很大提高。如北京三元集团16 900头成年奶牛平均产奶量
达到8 559千克 /305 天; 上海光明乳业集团1 160头奶牛平均
产奶量达8 821千克 /305 天。这些典型事例证明，我国所培
育的荷斯坦奶牛品种的不少牛群生产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先
进水平，证实了现分布在大、中城市的中国荷斯坦奶牛选育的
牛群，无论生产性能，还是体形外貌特征，都已基本达到国际
荷斯坦奶牛的品种标准。

(三)我国奶牛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奶牛饲养业的经济效益是比较高的，确实是农民致富的
理想途径之一，不少缺乏科学饲养奶牛经验的农民也急于发
展奶牛养殖业，加大了饲养奶牛的风险，也是拉大我国奶牛业
总体水平与先进国家差距的原因之一。归纳起来，我国奶牛
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五方面:

1．奶牛选种和犊牛培育重视程度不够
奶牛品种不够纯，杂交奶牛占的比例偏大，选种不严格。

特别是有些奶牛场和奶牛饲养户对犊牛培育不重视，错误地
认为犊牛培育期消耗牛奶过多，是“亏本买卖”，不如把喂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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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牛奶节省下来卖钱合算。因此，在奶牛业中犊牛过早断
奶、精料偏少是普遍现象，致使犊牛营养不良、生长发展缓慢，
出现奶牛个体品质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现象。有的地区把低
代杂交牛用于产奶，不计算成本，只要产奶就行。如有的农户
出现“奶牛”每天饲养成本 8 ～ 10 元，产奶 2 ～ 3 千克 /天·
头，每天亏本 5 ～ 6 元的现象，既不找原因又不淘汰，长期饲
养，久之挫伤积极性。

2．奶牛饲养管理水平低
不少地区所饲养奶牛长期保持在3 500 ～ 4 000千克 /305

天的水平，与世界平均单产5 500千克 /305 天差距多达1 000
～ 2 000千克 /305 天，与先进国家平均单产8 000千克 /305 天
相比，更是相差太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优良奶牛数量
偏少外，更主要是奶牛的饲养管理水平低。奶牛生产生理规
律是，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能充分发挥产奶潜力; 相反，在
不良的饲养管理条件下，即使是优秀的奶牛个体也难以发挥
其产奶潜力，高产奶牛也逐渐会演变为低产牛，俗话说的“良
种必须良法配套”就是这个道理。

有些奶牛场从高产地区引进高产品种的奶牛后代，经过
一阶段饲养分娩后产奶量一直不高的重要原因是饲养管理没
有跟上，他们对奶牛生理特性、特点不了解，错误地认为“只
要喂饱就能产奶”。由于奶牛得不到充分的各种营养物质，
奶牛生产潜力自然不能正常地发挥出来。

3．缺乏优质粗饲料，日粮配合不合理
饲料( 粗料和精料) 是奶牛的物质基础，也是发展奶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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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条件，缺乏优质饲料，以次充好，必然会影响奶牛业的
发展。目前，我国优质粗料比较缺乏，多数地区以玉米秸秆作
为奶牛主要粗饲料来源，很少在加工环节下功夫，缺少细加
工、深加工。最近几年，牧草种植业虽有所发展，但远远满足
不了奶牛业快速发展需要，制约着我国奶牛业的发展。

大多数奶牛饲养户饲养方式，还是沿用传统的养牛方式，
奶牛日粮配合还是采用常规三大饲料种类，即玉米、麸皮、饼
粕等。这种日粮配合，奶牛日粮中会出现蛋白质不足、能量有
余、矿物质和维生素不平衡的现象，饲料转化率低，导致产奶
量不高、乳脂率低，还容易发生奶牛营养代谢病，缩短了奶牛
产奶的利用年限。

4．奶牛发病率较高
许多奶牛饲养户由于缺乏科学管理奶牛的知识，普遍存

在奶牛运动不足现象，防暑、防寒和预防疾病不当或重视不
够，奶牛发病率较高。

近年来，全国奶牛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可以用“奶牛热”
来形容，奶牛也成为紧俏商品，但由于奶牛户比较分散，养殖
新技术推广难度也比较大，必然造成饲养水平较低。如动物
卫生检疫制度不完善，一些地区出现奶牛结核病、副结核病、
布鲁杆菌病、血红病和焦虫病等，有的已出现流行趋势。有的
农户或奶牛场盲目引进奶牛，对奶牛的质量、性能和疫情缺乏
了解，奶牛的繁殖疾病( 子宫内膜炎、各种不孕症等) 、乳房炎
和肢蹄病等不断发生和发展。我国奶牛常见普通病不仅没有
得到抑制，而且发病率越来越高，治疗投入费用也越来越大，
奶牛淘汰年龄越来越提前，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奶牛饲养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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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

5．原料牛奶质量较低，缺乏统一的检测标准
牛奶品质好坏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又会影响奶

牛业的健康发展，二者是互相依赖而共存。
原料奶的质量，受奶牛健康状况、环境卫生、牛奶中营养

成分含量和牛奶卫生指标等因素影响，原料奶质量的好坏又
影响乳制品质量高低。

我国奶牛生产中有 40% ～ 80%的奶牛还是靠手工挤奶，
养牛户往往不注意疾病预防和环境卫生，往往使原料奶细菌
超标，奶制品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制约着奶制品的发展。

由于奶制品技术水平偏低、缺乏国际竞争力，我国有些奶
制品企业规模较小，生产效率较低，而奶制品的价格又高于大
型企业，更高于国际贸易价格，因此，就失去了国际竞争力，使
外国奶制品企业的产品大量进军我国奶品市场，对我国奶品
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力。

综合上述存在的五方面主要原因，归根结底是我国农户
饲养奶牛起步较晚，奶牛养殖历史较短，经验不仅不足而且缺
乏，加上养牛观念比较传统，导致奶牛饲养水平上不去。只要
转变奶牛养殖观念、加强科学饲养，就能培育出大批健康、高
产奶牛群。

(四)我国奶牛业的发展前景

我国奶牛虽有上百年历史，但有诸多原因，使奶牛业滞留
在原有基础上，发展非常缓慢。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奶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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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和条件，但奶牛业有自身的生产特点，不可
能像其他动物养殖那样在短时间内得到飞速发展。据报道，
我国 2005 年进口奶粉达266 768． 51吨，奶源紧张仍是短时期
内的社会现象。牛源紧张、牛奶短缺的主要原因归纳起来有
以下五点:

1．奶牛生产周期较长
奶牛生产周期一般需要两年半，至少需要 28 个月，奶牛

的生产周期是鸡生产周期的 10 倍、猪生产周期的 5 倍。

2．奶牛是单胎动物，繁殖数量少
奶牛是自然界唯一的边怀孕边产奶的动物，决定了它一

年只能产一胎，一胎一般也只能产一犊。牛虽有产双胎的，但
也是个别现象，如果牛是怀双胎，怀同性双胎后代具有生育能
力，怀的异性双胎其后代母犊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因此，利用
奶牛繁殖来发展奶牛生产虽是唯一途径，但受奶牛的生理限
制，不能过急、过快发展。

3．每年产犊数量少，制约养奶牛数量
全国有几百万头奶牛，可繁殖母牛为 60% ～ 80%，受胎

率按 90% 计算，产犊成活率按 80% 计算，公、母犊又各占
50%，每年新增母犊也只达 200 多万头，扣去老弱病残自然淘
汰率( 按 30%计) ，每年新增奶牛数约为 100 万头。如何保护
好这些母犊，让它们健康成长，成为我国发展奶牛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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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新技术有待于推广应用
依靠高科技 ( 胚胎移植、克隆技术) 虽然是提高奶牛品

种、增加优良奶牛群体的有效途径，但当前这些高新技术在奶
牛生产中广泛应用还为时尚早、难度较大。如果这些高新技
术被广泛推广应用，奶牛的质量和产奶量将会有一个较大的
提高，奶牛产业也会迅速发展起来。

5．奶公牛改良黄牛工程还需时日
用奶公牛改良黄牛，以获得杂交后代奶牛，须经 3 ～ 4 代

才能成功，所需时间长达 10 年左右，但我国有几千万头黄牛
的存养量，如果大面积利用黄牛逐代改良成奶牛，我国奶牛业
将会有一个惊人的大发展，前景是十分喜人的。

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奶牛生产技术配套体系，通过
各种渠道和形式推广科学养奶牛知识，让奶牛饲养户在短时
间内转变传统的、不科学的养奶牛方法，尽快掌握依据奶牛生
理特性和特点进行选种选配、犊牛培育、疾病防治等技术。这
样才能摆脱阻碍奶牛生产发展的不利因素，奶牛生产得到健
康、快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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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奶牛健康养殖

(一)奶牛健康养殖的概念与目的

奶牛群高产、稳产和健康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无公害的
原料奶，其中健康是最重要的。奶牛只有健康，才会有奶牛的
高产和稳产。如果奶牛群健康程度较差，甚至疾病流行，必然
会影响奶牛的生产能力，所生产的牛奶质量也会受到影响，牛
奶产量也会下降。

奶牛场只要实行保健措施，就能达到奶牛群健康的目的。
我国由于各地气候条件、地理环境、饲料种类、饲养条件的不
同，采用的保健措施也不完全相同，应制订适合当地条件的牛
群管理和保健计划，以有利于提高奶牛群的健康，提高产奶性
能和经济效益。一个管理水平和保健措施较完善的奶牛场，
奶牛的淘汰率一般控制在 20% ～ 25%，年死亡率为 2% ～
3%，乳房炎的发病率不超过 1% ～ 2%，怀孕母牛流产率不超
过 5% ～8%。

(二)奶牛健康与经济效益

牛奶已被人们公认为是最富有营养、最廉价的饮料，因
此，牛奶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在我国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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