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21 年第 02 期

降低反刍母畜舍饲繁殖成本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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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降低舍饲反刍母畜繁殖成本，本文介绍了草原资源与牛羊产业面临的矛盾，舍饲牛羊的瓶颈问

题；分析了舍饲牛羊的繁殖成本；指出了舍饲牛羊繁殖成本与技术突破的思路：早补料早断奶，进行科学饲养管

理、研制营养均衡的饲料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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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畜牧养殖产业的快速发展，畜禽动物养殖

经济成本的控制是现阶段提高畜禽养殖经济效益

的关键措施。反刍动物的舍饲是拓展反刍动物饲养

数量和规模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改善舍饲反

刍动物饲养管理是降低养殖成本的重点工作。为

此，本文将对反刍母畜舍饲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以

及如何降低繁殖成本进行介绍，旨在为反刍动物养

殖产业的科学发展带来帮助。

1 草原资源与牛羊产业面临的矛盾

众所周知，有条件放牧的区域，放牧牛羊的生

产成本是比较低的。放牧不需要饲料投入，只要投

点人工和冬天一点过冬料和草就能产犊牛、产羔

羊，1 只母羊 1 年的饲养成本在 300 元左右，1 头牛

1 800 元左右，这与舍饲牛羊的成本比起来要低很

多，舍饲 1 只母羊 1 年要 800 元左右，舍饲 1 头母

牛 1 年要 4 500 元左右，这样看来，舍饲繁殖反刍

家畜是没有一点竞争优势的。然而我国的土地资源

非常紧张，1.2 亿 hm2 耕地面积还要下大力气来保

障，就更不能奢求有更多的土地用来放牧牛羊以满

足牛羊肉消费的增长。

现实的矛盾是一方面耕地面积紧张没有闲地

用来种草养畜、北方草原沙漠化引起载畜力下降，

另一方面牛羊肉作为消费升级的标的肉类，消费需

求日益增长。仅靠那点生产效率很低的荒漠半荒漠

草原来维持牛羊肉的市场需求是不现实的，而且过

载放牧会加速草原的荒漠化。政府对沙漠化趋势有

非常清醒的认识，很多地区年年禁牧。但是牛羊肉

需求的增长是禁不住的，要保证牛羊肉的供给似乎

必须通过舍饲来完成，从家禽生猪的发展历程来

看，牛羊也必须走舍饲规模化、集约化的道路。

2 舍饲牛羊的瓶颈

牛羊在农区或农牧交错区域如何实现规模化、

集约化舍饲是有很大争议的，主要的争议有 2 个方

面，一个是牛羊天生放牧，舍饲以后运动少，容易发

病；另一个是舍饲以后牛羊所有吃的都要花钱买，

这就意味着成本的提高，这 2 个问题困扰着整个行

业很多年了，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多

早期的规模化牛羊舍饲场基本已经淘汰光了，新的

规模场尤其是繁殖场也是步履艰难，亏损严重，实

力强的也是苦苦支撑，很多老板悔不当初……

经过若干年的探索，羊的规模化颗粒料育肥再

也没有人说不行了，一个人饲养几千只育肥肉羊已

经不是梦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肉牛的颗粒饲料

也已经大面积获得成功，如果还有人说牛羊不能舍

饲圈养，不能用颗粒饲料就说明已经脱离生产实践

太远了。

其实说牛羊不能舍饲，是因为舍饲以后没有能

满足放牧所获得的牧草以外的营养。这几年牛羊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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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育肥生长速度的提高已经不用说，就连成活率也

比放牧高了不少，经济效益的提高也是超乎想象。

其实舍饲营养的全面平衡，让牛羊比在野外放牧能

更轻松更容易获得更多更丰富的营养元素，以保证

牛羊的正常生理需要，使牛羊更健康。至于可不可

以吃颗粒饲料，这是一个更多争议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这里且不展开讲，只说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

3 舍饲牛羊的繁殖成本

放牧模式在成本上有着无可匹敌的优势，整个

放牧季节不需要投入饲料成本，只需要投入少量的

人工，优势相当明显。但是放牧的劣势也是相当明

显，据专家介绍，北方牧区由于漫长的冬季，气候严

寒，环境恶劣，不适合一胎多羔羊的生长，多羔性能

在严酷条件下会弱化，如果在恶劣条件下产多羔，

动物为了保证种群的强壮并延续，会拒绝为弱羔哺

乳，这一劣势制约着牧区羊的繁殖性能。另外母牛

母羊在生产以后，由于环境严酷，幼龄羔羊犊牛没

有优质的牧草可吃，哺乳时间自然就较长，导致母

畜掉膘严重，最后是产后返情延迟，影响下一个繁

殖周期开始，羊 1 个繁殖周期要 9 个月甚至 1 年，

牛 1 个繁殖周期要 15耀24 个月。

把土地成本、人工时间成本都算上，放牧牛羊

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放牧的繁殖效率制约着牛羊

存栏数量上升，而且牛的存栏极有可能面临着与驴

同样的趋势———价格高-有利可图-杀驴，价格低-
养殖亏损-杀驴；当前牛肉价格一路高歌，会不会把

母牛也育肥了宰了？假如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的

肉牛业就面临严峻的考验！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

题，暂且不议。

要解决牛羊产业的发展，必然要解决繁殖的问

题，大家都去挣育肥的钱，牛羊产业是不能持久的。

个人认为放牧是资源型畜牧业，在中国不具备大规

模发展的条件，既然不能拥有低成本经营的条件，

那就可以选择在成本适当提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

生产效率增加羔羊犊牛的产出，以达到单位幼畜的

低成本。繁殖母羊 1 年饲料成本约 800 元，比放牧

高 500 元左右，但是如果能够做到 1 年 1 只母羊产

3 只、3.5 只甚至 4 只羔羊，那每只羔羊的繁殖成本

就只有约 267 元、228 元甚至 200 元，这就比放牧成

本低多了。母牛 1 年饲料成本大致在 4 500 元左

右，如果能做到 1 年产 0.9耀0.95 头犊牛，如果再有

一些技术措施，让一部分牛能产双犊，则犊牛的繁

殖成本也是大幅下降的。

4 舍饲牛羊繁殖成本的突破

先说羊，目前像小尾寒羊、湖羊等品种的多胎

性、四季发情的特性都是非常好的，有了这个前提，

实现舍饲牛羊繁殖成本突破的目标就只剩思路和

管理措施了。羊的妊娠期 150 d 左右，这个是无法

改变的，但分娩后到下一次配种的时间是可以改变

的，放牧的羊产羔后差不多都在 3 个多月断奶，很多

舍饲母羊缩短到 55耀60 d 断奶，有研究表明羊 55 d
瘤胃功能发育健全，这个时间断奶成活率比较高。

但是生产实践中，有些规模场羔羊 60 d 断奶仍然

成活率很低，也有些羊场，提前到 45 d 还有 35 d
断奶，羔羊成活率却不错。

笔者见到过被母羊拒绝哺乳的弱羔，人工饲喂

也能养活，出生 7 d 的羔羊因为母羊死亡，用人工

奶一样能把羔羊养活。这些案例给我们一个启示，

只要营养足够合理，提前断奶对羔羊的生长是没有

影响的，而且在实践中还发现，越早断奶，母羊的哺

乳失重越小，断奶后返情更快。养猪业的生产上 21
日龄断奶已经非常普遍。羊生产上暂且不谈 21 日

龄断奶，而 35耀40 d 断奶从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可行

的。这个时候母羊膘情如果可以的话，17 d 1 个情

期，断奶后平均 10 d 可以配上种，母羊的 1 个繁殖

周期为：150+45+10=205 d，1 年产 1.7 胎，时间上是

绰绰有余的。第二胎以上的小尾寒羊、湖羊母羊产

羔率都能达到 2.3 以上，这样 1 只母羊 1 年可产

3.91 只羔羊，算上哺乳期的死亡率 5%，1 年平均也

能产 3.7 只活羔羊。达到这个水平，羔羊的成本应该

是远远低于放牧条件下的成本。

同样的，牛 40耀45 d断奶也是可行的，出生 3耀5 d
的奶牛公犊用代乳粉、犊牛料进行人工饲喂，成活

率并不差。虽然在 50耀55 d 撤离液态人工乳，但从

母牛的角度看，应该是 3 d 就断奶了，所以建议肉

牛繁殖母牛 40耀45 d 与犊牛隔离。母牛的发情周期

是 20 d，45 d 内断奶，母牛的返情率应该是很好

的，平均 15 d 配上种是没有问题的。母牛的繁殖周

期为：280+45+15=340 d，1 年 1 犊从时间上是足够

的，算上哺乳期死亡率，1 头母牛 1 年产 0.9耀0.95 头

犊牛也是没有问题的。达到这个水平，犊牛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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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也就接近放牧的水平了。

能达到这个水平，如果按照全国繁殖母牛存栏

5 000 万计算，1 年至少可以多产出 2 000 万头犊

牛出来，有了这个基础，完全没有必要花大量外汇

从国外进口大量种牛。

5 舍饲牛羊繁殖技术突破的思路

如何降低舍饲牛羊繁殖成本，其核心是营养问

题，说到底是思路问题。虽然同期发情、人工授精、

超数排卵、胚胎移植等繁殖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已

经非常成熟，也受到了大家的重视，但是在实践中

表现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其实问题出在大家缺乏

对营养的重视。如果将这些繁殖技术与营养配套使

用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减少母牛母羊非生产时间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母畜产后乏情，浪费了很多时间。为什么乏情？懂点

专业的都知道，应该是母畜的营养严重不良，不仅

是硒、维生素 E 的缺乏，连基本的能量、蛋白都不能

满足。不仅是营养摄入不足，还加上幼畜吃奶，母畜

不堪重负，瘦骨嶙峋，自身健康甚至生存都成问题，

谈何发情配种！饲养业要赚钱靠“节省口粮”是省不

出效益来的，没有思想认识上的提高，想要提高生

产水平是非常困难的。想获得效益必须提高生产水

平，想提高生产水平必须有合理的投入。明白这些

道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难了，补足营养很容

易，动物营养的研究水平比人的营养领先多了，饲

料企业在技术的应用上也是不遗余力，相信科学技

术的力量肯定比固守传统的饲喂模式要强许多。

要提高反刍动物繁殖的生产水平，一定要从母

畜的全面营养开始，母畜是成年家畜，它的消化机

能已经非常成熟，最大的特点是一旦受孕，其对营

养的消化吸收能力会代偿性增强，在营养的供给上

就不能按照育肥的营养思路走，因为野外放牧寻找

青草以外的营养，要花费母畜很多精力，而舍饲以

后这部分营养可通过人工补充，母畜不再需要浪费

许多能量消耗在这些营养的获得上，其生产性能发

挥应该比放牧更为容易。

南通金伟农畜牧科技有限公司经过反复实践，

推出反刍繁殖母畜精料补充料和繁殖母畜蛋白浓

缩料，让牛羊繁殖更为简单，该产品研制的主要思

路就是为繁殖母畜提供足够的平衡营养，让母牛母

羊瘤胃健康得到充分保证，为利用作物秸秆打好基

础，农作物秸秆来源广、成本低，用好作物秸秆就为

降低繁殖成本提供了可能。

6 反刍母畜舍饲的优势

舍饲的优势，一是原料易得，成本低廉；二是操

作方便，节省人工。这 2 点对牛羊的养殖具有相当

大的经济价值。舍饲牛羊时要求不同阶段使用不同

用量的商品精补料 (或者用浓缩料按比例加玉米自

配精补料)，其他时间只需要供应作物秸秆自由采

食。由于各地秸秆有差异，如花生秧与玉米秸秆差

异就很大，在具体使用中要根据不同秸秆来源，采

用不同的用法。

舍饲通过饲料营养有效供给，解决母畜六大问

题：妊娠期营养不良引起的流产、产前产后的母畜

瘫痪、产后奶水不足、产后母畜子宫恢复、哺乳期掉

膘、断奶后乏情。

母畜的问题可以通过营养的供给来解决，幼畜

哺乳对母畜营养负平衡的影响必须通过早期断奶

来解决，而早期断奶如何实施，这不是到了某一天

就把幼畜与母畜分开就可以，那是要出问题的。离

开母乳对幼畜来讲是很大的应激，容易引发很大的

问题，断奶成活率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虽然问题非常棘手，但是断奶应激的根本问题

是营养源的转换，即从母乳营养转向饲料营养，这

中间有一个适应过程，那么从哺乳初期就开始饲料

补饲，让幼畜在哺乳期就能适应部分饲料营养，当

幼畜达到每天能够采食一定数量的饲料时实施断

奶就不会产生过大的应激。

有人说母乳是最好的营养，过早断奶会导致幼

畜偏弱甚至成僵羊僵牛。这个问题其实是对动物营

养学界在幼畜方面研究成果不了解和过分强调母

乳喂养所致。虽然母乳对幼畜是很好的营养，对幼

畜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但是母羊产羔后 18 d 左

右到达泌乳高峰，高峰过后泌乳量及奶水质量都逐

步下降，而牛的泌乳也呈同样的趋势，奶牛的泌乳

高峰在产后 40耀60 d，奶牛的泌乳高峰可以维持

20耀60 d，肉牛的泌乳高峰就要短很多。无论是牛还

是羊，过了泌乳高峰期，产奶量下降而犊牛、羔羊的

体重在增加，食量在增加，如果没有饲料补充又不

能及时断奶，最终的结果自然就是母畜动用自身储

备的营养转化为奶水，导致母畜掉膘消瘦，而幼畜

的生长因母畜的情况差异，生长差距越来越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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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了幼畜的快速生长和母畜的健康，早期补充代

乳粉和开口料是一项值得采用的技术措施。这一技

术产品在多胎羊和双犊牛的情况下，对提高幼畜的

成活率是非常有效的。

7 结 语

综上所述，为了降低反刍母畜舍饲繁殖成本，

早补料早断奶是非常有效的，其有几大好处：幼畜

生长快而均匀、成活率也高；母畜掉膘少而发情早；

从经济学角度讲，饲料喂给母畜生产出奶水喂幼畜

与用饲料直接饲喂幼畜比较，直接饲喂少了一个二

次转化的过程，效率自然要高很多。

反刍动物的特殊性，要求代乳粉、开口料的设

计与生产上需要充分考虑营养尽量接近母乳营养，

必须容易消化吸收，还要考虑牛羊瘤胃发育，保障

瘤胃的正常快速发育，为后期利用秸秆资源打好基

础，切不可盲目追求生长速度而阻碍了瘤胃的功能

发育。在这方面，南通金伟农技术团队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做到了羔羊犊牛饲料完全自由采食而不出

现拉稀，突破了生产上长期认为的幼畜饲料摄入量

不能超过 10 g/kg 体重用量的限制，断奶过渡结束

以后长期使用颗粒料不会出现瘤胃健康问题，绒毛

结构非常完美，繁殖母畜的精补料和浓缩料在促进

瘤胃健康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责任编辑：刘少雷】

抗病性饲料添加剂在奶牛中的应用

古丽娜尔·托乎提 古丽沙依拉·斯坦别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兽药饲料监察所，乌鲁木齐 830063

摘要 伴随国家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尤其在奶制品方面，促使奶牛养殖

业逐渐走向绿色化、无污染化。实践证明，在奶牛养殖中应用抗病性饲料添加剂，有助于奶牛生长更健康，对奶制

品质量的提升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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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自身的健康情况会直接影响到奶制品的

质量以及细菌含量，如果喂养不够科学、营养不足

以及自身免疫力较为低下，其产奶量和奶质量等多

个方面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在这样的

情况下，奶制品的安全性和质量性也就无法得到

保障和控制。由此可见，要想奶质量好、产奶量多，

就要保障奶牛的身体健康。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

抗病性饲料添加剂在奶牛生产中的应用具备一定

的优势。

1 奶牛养殖业的现状

目前，在奶牛养殖业中抗生素的应用量仍然居

高不下，带来的影响较为恶劣，导致奶牛体质明显

降低，奶制品质量下降，甚至出现细菌数量超标、营

养物质含量降低的问题[1]。抗生素滥用问题，除了对

奶业发展造成影响，给其他养殖业也带来了较大的

干扰，比如猪粪便中就曾经检出多个独特多拷贝抗

生素抗性基因，这就意味着抗生素的滥用给食品安

全带来了较大的负性影响。为了改善过度使用抗生

素的问题，采用合适的益生菌添加剂，能有效抑制

病原微生物繁殖，对绿色农牧业发展与推动会产生

明确的作用。由此可见，抗病性饲料添加剂的应用

具备一定的优势，能够促使奶牛养殖业走向健康

化、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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