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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农村人口多，贫困

面广。 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农业生

产投入方式、组织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应对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迫切需要

解决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从业农民

技能提高的问题。 因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已

成为当前“三农”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迫、长期而艰

巨的重大任务。 近年来， 按照省委、 省政府推进

“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1236”扶贫攻坚行

动和“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总体部署，省农

牧厅把农民培训确定为重点工作之一， 整合资源、

集中力量、大力推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学科技、用

科技的积极性， 不仅推广普及了先进实用技术，而

且带动了农民创业就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种养专

业户、科技示范户、合作社骨干、农村致富带头人、

农机能手等生产经营服务人才， 促进了农业增效、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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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推动了我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需求，加大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育力度，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省农牧厅组织农业技术推广单

位的百余名专家和农技人员，按照实际实用、通俗易懂和应知应会的

原则，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全省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以关

键生产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为重点，以贴近农民生活、通俗易懂的语

言，配以直观形象、简单明了的图片，编撰了 600项农业科技明白纸，

并邀请甘肃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基层农技推广专家进行了审定。 在

此基础上按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技术、农机能源四个方面集成

了 35册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真诚希望我们编撰的这套丛书能够帮助广大农民学习新知识、运

用新技术、汲取新营养，努力打造一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创新

的新型农民，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希望广大

农业工作者切实增强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责任心，自觉推广普及农

业科技知识，着力培育我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人才，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甘肃省农牧厅党组书记、厅长

2014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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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荷斯坦奶牛母牛

奶牛的品种

目前，国内外奶牛品种有趋于一致化的倾向。 世界上饲养的奶牛

绝大部分是荷斯坦奶牛，主要是因为荷斯坦奶牛比其他品种的奶牛产

奶量都高，且有很好的适应性。荷斯坦奶牛被引入各个国家之后，经过

长期精心培育，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奶牛品种，如美国荷斯坦

奶牛、中国荷斯坦奶牛等。

1.荷斯坦奶牛

荷斯坦奶牛是目前世界上分布最广、存栏最多、产奶量最高的奶

牛品种。

（1）原产地

原产于荷兰北部的荷斯坦和弗里斯兰省，又称荷兰奶牛或黑白花

奶牛。

（2）形成历史

据说，荷斯坦奶牛是

在公元前由中欧和莱茵

河流域迁移而来的黑牛

和白牛杂交而形成的，已

有 2000 多年的育种历

史，因其毛色为黑白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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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花片，所以又称为黑白

花奶牛。黑白花奶牛适应

气候环境的能力很强，所

以被引入世界各地，经过

各地长期系统选育，或同

当地牛进行杂交而育成

适应当地气候环境且各

具特点的本国黑白花奶牛。

（3）外貌特点

荷斯坦奶牛体格高大，后躯发达，整个体躯侧看呈楔形；乳房大，

乳静脉发达；毛色呈界限分明的黑白花片，额部有白星，腹下、四肢下

部及尾梢为白色（见图 1-1，1-2）。 成年公牛平均体重为 800～1300

千克，母牛平均体重 550～750千克，犊牛初生体重 40～50千克。同

时具有产奶量高、适应性强、性情温顺、耐寒力强等优点，但耐热性稍

差。

（4）生产性能

平均年产奶量为 6500～9000千克，乳脂率 3.4%～4.0%。

2.中国荷斯坦奶牛

目前国内奶牛品种

有中国荷斯坦奶牛（黑白

花奶牛）、三河牛、新疆褐

牛、草原红牛等，但黑白

花奶牛占了我国奶牛总

数的绝大部分，且生产性 图 1-3 中国荷斯坦奶牛母牛

图 1-2 荷斯坦奶牛公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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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中国荷斯坦奶牛公牛

能显著优于其他奶牛品种。

（1）形成历史

中国荷斯坦奶牛又称中国黑白花奶牛， 已有 100多年的培育历

史，其育种过程比较复杂，大致为从国外引进荷斯坦奶牛与本地黄牛

杂交，经过一个世纪选育而形成。原称中国黑白花奶牛，后因有红白花

的个体出现，所以在 1992年由我国农业部统一命名为中国荷斯坦奶

牛。

（2）外貌特点

中国荷斯坦奶牛的

体型特征是体格高大、体

质结实， 体躯各部位匀

称。 毛色为黑白花，近年

来也出现红白花个体；皮

薄有弹性， 头部清秀，鼻

孔大，有角，体躯长、宽、深，肋骨间距宽；四肢粗壮，背线平直，尻部长

而平宽，尾部细长；乳房大且不下垂，前后延伸良好，乳静脉粗大明显，

乳头大小适中。 成年公牛体重 1000千克以上，成年母牛体重 500～

600千克（见图 1-3，图 1-4）。

（3）生产性能

中国荷斯坦奶牛年平均产奶量约 5500千克，乳脂率 3.6%左右。

由于饲养模式的限制，有些养殖户的饲养管理条件比较差，产奶量会

低于这个数字，为 2800～3500千克。

另外，世界上著名的奶牛品种还有娟珊牛、艾尔夏牛、更赛牛、瑞

士褐牛，但这些奶牛在我国的饲养量都很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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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引种和选择技术

1.奶牛的引种

引种是奶牛养殖成功与否的关键环节。 引种时一定要到非疫区、

信誉度好的正规奶牛场选择系谱档案清晰、品种特征明显且健康无疾

病的优质奶牛。

2.奶牛的引种

（1）引种前的准备工作

1）制订引种计划。 养殖户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根据种群更新计

划，确定所需奶牛的品种和数量，有选择性地购买体质健康的优质奶

牛。

2）选择合适时间。 在合适的时间引种能更好地发挥引种优势，降

低引种成本。应避免在严酷条件下引种，减少奶牛应激反应，春秋是较

适宜的引种季节。

3）奶牛舍的准备。 奶牛场要选择地势干燥、背风向阳、易于排水、

交通便利、无污染源及疾病威胁的地方修建，牛舍以坐北朝南或朝东

南为宜，多为双列式。

4）饲草料、药物的准备。要提前储备足量适口性好、营养丰富的饲

草料和一些常用的药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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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产奶牛的选择

在奶牛引种时的个体选择上应注意以下六个方面：

1）品种。荷斯坦奶牛在我国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且耐粗饲、生产水

平高，是较适合饲养的奶牛品种。 该品种奶牛显著的外貌特征是毛色

黑白花，体格清秀，乳房发育良好。引种时一定要鉴定是否符合品种特

征， 若出现毛色不正及体型过于肥胖等与品种特征不符的特征时，均

不宜购买。

2）体型外貌。 购牛时切不可独自前往，一定要聘请具有一定理论

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

人员一同前往， 对欲引进的

奶牛逐头认真进行体型外貌

鉴定，确认体质健康、体型外

貌优良者方可购买。 荷斯坦

奶牛的体型外貌鉴定重点从

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①被毛

黑白花，细短有光泽。②体型

高大， 外形清秀。 ③皮薄骨

细，血管显露。④后躯和乳房

十分发达，侧视、前视、背视

均呈“楔形”。⑤胸腹宽深，骨

骼舒展。 ⑥体质结实但肌肉

不甚发达。

3）种源。目前，奶牛供种的地方较多，引种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奶牛

供种单位进行详细了解，查看资质，争取多考察，多了解，做到货比三

家，这样挑选余地大，才可购得品种纯、质量好、产量高的理想奶牛。

4）年龄。 一般初产奶牛的产奶量较低，至第五、第六胎时达到高

峰，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产奶量逐渐下降。因此，要选择购买初产的青

年母牛。 购牛时一定要查看母牛的出生记录，同时聘请有实践经验的

图 2-1 荷斯坦母牛体型外貌示意图

颈

胸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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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部 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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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乳房附着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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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井

咽喉

躯体

足底

胸底

垂皮

肘端
前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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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乳房附着
前乳房

乳头

系部

尾枭

飞节

后乳房

尾

腰部

臂

肩后
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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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对奶牛的年龄进行正确鉴定，防止奶牛年龄造假。

5）系谱档案。 系谱是记载奶牛个体血统来源的育种文件，是奶牛

育种和引种的重要依据。 此方法多用于尚无产量记载和后裔测定资料

的犊牛和青年牛，重点考虑其父本、母本及亲本的育种值和生产性能

指标，同时也考虑近交。 在正常情况下，母牛的亲代、祖代生产性能高、

繁殖力强、利用年限长，其后代的生产性能也较高。 我国实行奶牛良种

登记制度，正规奶牛场的奶牛都有详细档案记录，购牛时一定要索取

并认真进行查阅核实。

6）免疫、检疫。检疫是保证引入健康奶牛的关键之举。引种时一定

要认真查阅奶牛场的免疫程序、记录及疾病发生、治疗情况，同时不能

为了节省检疫费而逃避检疫，这样常常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要主

动要求检疫部门进行检疫。 检疫最基本的项目应包括牛肺疫、乳腺炎、

结核和布氏杆菌病等。

（3）运输时的注意事项

一是提前对运输车辆和器具进行消毒，保证车况良好。 二是运输

前 24小时停止饲喂，运输过程中要尽量减少奶牛应激和肢踢损伤，避

免途中感染疾病和死亡。 三是运输车辆内要铺设垫料，且有隔离和防

护设施，同时密度不宜过大。四是长途运输时要尽量选择高速公路，途

中要尽量避免急刹车。五是冬季要做好防寒保暖，酷暑时要防暑降温。

六是要时常观察奶牛状况，当奶牛过度疲劳时要及时适当休息。

（4）到场后的注意事项

一是恢复体力。 奶牛到场后先提供充足饮水，饮水中可适量加入

多维素、葡萄糖和食盐，如有必要可添加一些抗呼吸道、消化道感染的

抗生素和多种维生素，待休息 6～12小时后再饲喂少量优质草料，第

2天后开始饲喂精料并逐渐增加饲喂量， 至第 5天达到正常饲喂量，

使奶牛尽快恢复正常体况。 二是要隔离观察。 新到场的奶牛要在隔离

舍饲养 30～45天，经严格检疫确定健康无疾病后方可转入生产区饲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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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的发情表现与鉴定

1.奶牛的发情周期

母牛的发情周期平均为 21天左右，分为发情前期、发情旺期、发

情后期和休情期四个时期。 其中前三个时期仅占 2~3天，其余大部分

时间都为休情期。

（1）发情前期

母牛开始出现发情表现，食欲减退，兴奋不安，四处张望并走动，

时常发出叫声。发情母牛往往被追随或爬跨，但不愿接受爬跨，外阴部

稍肿胀，皱褶变少。

（2）发情旺期

母牛愿意接受其他牛的爬跨是此期最明显的特征。 食欲明显减退，

甚至拒食，更加兴奋不安，常常大声哞叫，四处走动。 经常爬跨其他母牛，

同时愿意接受其他牛的爬跨而且站立不动。 外阴部肿胀明显，流出黏液。

（3）发情后期

母牛兴奋性减弱，哞叫声减少，虽仍有公牛追逐，多不愿意接受爬

跨，躲避而不远离。 外阴部肿胀减退，阴道黏液变稠，从阴道中流出的

黏液逐渐减少并变干燥。

（4）休情期

此阶段母牛无性欲，神态正常，发情症状完全消失。

7

C MY K



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畜禽技术

2.母牛的发情鉴定

母牛的发情鉴定是确定适宜配种时机必不可少的一项技术，对提

高受胎率及牛群的生产力至关重要。母牛发情表现出现的时间有一定

规律，一般夜间（傍晚到凌晨）发情行为出现最为频繁，爬跨频率白天

最低而夜间最高，大约 70%的爬跨行为发生在傍晚 7时到凌晨 7时。

因此，为了能够及时准确地鉴定出发情母牛，应当在凌晨和傍晚增加

观察次数，而白天则每隔 4~5小时观察一次。

（1）外部观察法

外部观察法是母牛发情鉴定的重要方法。以母牛性欲、性兴奋、外

阴变化等方面来观察，也

可用试情公牛来试情。 一

般来说，出现爬跨行为是

奶牛发情最重要的标志。

母牛的发情一般通过外

部表现， 如爬跨 （图

3-1）、吊线（即排出透明

的黏液）等症状来确定。

（2）阴道检查法

阴道检查法是母牛发情鉴定的次要方法。可以用光滑的粗玻璃管

（也可用开膣器）进行检查，检查时给消毒过的玻璃管涂上润滑剂，轻

轻插入阴道。发情母牛的阴部红肿，阴道黏膜和子宫颈充血水肿，子宫

颈口松开流出黏液。发情初期黏液透明而量少，吊线程度差；到了发情

旺期，黏液透明，黏液量大增，吊线程度高；后期黏液减少，稠度增加，

透明度降低，最后变成白色，这时阴道黏膜、外阴部肿胀充血渐渐消

图 3-1 发情母牛相互爬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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