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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母牛繁殖力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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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疆巩留县塔斯托别乡兽医站，新疆巩留 835405；
2.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畜牧总站，新疆伊宁 835000

摘要 母牛繁殖力直接影响肉牛养殖效益，而母牛饲养管理的科学性、发情乏情、产犊间隔和健康程度均对

母牛繁殖能力具有一定影响。为此，本文从合理饲喂、日常管理、诱导发情、调整母牛产犊时间、防治母牛生殖类

疾病等方面简述了提高母牛繁殖力的有效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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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授精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越来越多的

肉牛养殖场以饲养母牛为主，养殖工作的重心转移

到了如何提高母牛繁殖力上来。近些年，新疆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的母牛繁殖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主要

与母牛繁殖力下降有关。为提高当地母牛繁殖率，

确保伊犁肉牛养殖业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普及推广

提高母牛繁殖力的饲养技术和管理措施。

1 合理饲喂

母牛日常营养摄入状况直接影响母牛发情和

受孕，因此需要通过合理饲喂来提高母牛繁殖力。

首先，让母牛日常摄入的营养种类丰富、多样，并在

日粮中合理添加青绿多汁饲料。对于伊犁牧区的

母牛来讲，需要合理利用放牧时间和草地资源。其

次，母牛分娩后至恶露未排净时，应避免饲喂精料，

由于该时期母牛身体虚弱，需要提高基础日粮水

平，保障母牛营养摄入。日常主要供给粗饲料，合

理搭配青绿饲料，随着母牛恢复，可以在每天的日

粮中加入 0.5～1.0 kg精料。同时，严禁给母牛饲喂

霉变、冰冻饲料或突然更换饲料，以免引发母牛胃

肠疾病，进而影响抗病力[1]。

2 日常管理

第一，让母牛适时运动，并得到充足的光照。

适时运动可以促进母牛发情和自然分娩，要保障母

牛日常运动量，分娩前可减少运动时间。充足的光

照不仅能提高母牛的抗病力，而且有助于其发情，

同时，加强牛舍通风换气，做好温湿度管理。第二，

严禁追打母牛。饲养员在日常管理时不能追打母

牛，以防母牛出现应激刺激。第三，适时配种。饲

养员要留意母牛日常表现，掌握牛群的发情规律，

如母牛分娩后 20 d左右需要留意其发情表现，若母

牛持续不发情需要查明原因，并及时治疗。第四，

适时淘汰母牛。牛场为降低饲养成本，需要及时淘

汰生殖系统异常、长期流产不孕、老龄化母牛。

3 诱导发情

3.1 乏情原因

季节温度骤变、泌乳等均会影响母牛发情和卵

巢机能，引发母牛生理性或病理性发情，若母牛长

时间不发情或配种后空怀，需要查明原因，并采取

适当的诱导发情技术，诱导发情一般是借助外源激

素来进行。

3.2 乏情治疗

若母牛为生理性乏情，可按每千克体重肌肉注

射 500万国际单位的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若母牛

为哺乳期乏情，可按每千克体重肌肉注射 1 mL三合

激素注射液（苯甲酸雌二醇+黄体酮+丙酸睾丸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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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辅助犊牛早期断奶来促进母牛产后发情。若

母牛为病理性乏情，需要查明原因，若是卵泡发育

不良，可肌肉注射0.45 mg或子宫内注射0.2 mg氯前

列烯醇[2]。

4 调整母牛产犊时间

4.1 控制母牛产犊期

合理控制母牛产犊期，有利于牛群有计划地配

种、产犊，合理利用牛舍，提高母牛饲养效率。春季

青草萌发，有利于恢复母牛膘情，且母牛在 4－5月
份发情旺盛，其受胎率高，而秋季牧草资源丰富，环

境温度适宜，也有利于母牛受胎，因此牛场一般会

在春季、秋季进行配种，这就需要牛场根据牛群年

龄合理安排配种时间，控制好母牛的产犊期，提高

牛群繁殖力。为有效控制母牛产犊间隔，可在母牛

分娩后 50～60 d进行卵巢检查，若发现有黄体时，

向子宫内投入前列腺素促进黄体溶解，有助于母牛

群同期发情。

4.2 及时补饲和断奶

给犊牛进行及时补饲和断奶，有助于母牛提早

发情，提前受胎。第一，将母牛和犊牛分开饲养。

可在产犊后的 4～5 d实施分开饲养，并定时哺乳，

每天哺乳 3～4次，每次时间为 30 min即可。第二，

给犊牛适时补饲，做好断奶准备。犊牛 8日龄时，可

人工诱导其采食少量优质精料，到 2周龄后可训练

其采食新鲜、优质青草。根据犊牛体重和体质进行

断奶，一般断奶时间为3～5月龄[3]。

5 防治母牛生殖类疾病

5.1 生殖类疾病的预防

母牛生殖系统是否健康直接关乎母牛繁殖力

高低，因此必须做好母牛生殖系统疾病预防工作，

坚持“防重于治”的原则。第一，进行母牛人工授精

前需要做好用具消毒，授精时对母牛外阴部进行彻

底清洗和消毒，工作人员必须遵守操作流程，严禁

未消毒的输精枪进入母牛生殖道，以防出现外源污

染。第二，母牛分娩过程中需要助产，操作人员必

须消毒后再操作，以防助产者手臂污染母牛生殖

道。第三，母牛分娩后需要再次对外阴进行消毒，

并投入适量的抗菌药物，降低生殖系统感染几率。

第四，母牛分娩前 7 d需要彻底清扫和消毒产房，产

后保持产房干燥、清洁，为母牛营造舒适环境，促进

产后恢复。

5.2 生殖类疾病的治疗

1）母牛阴道炎治疗：每天用清水冲洗，然后用

0.1%高锰酸钾溶液冲洗，并在外阴部和阴道壁均匀

涂抹青霉素或其他抗生素软膏。

2）母牛子宫内膜炎治疗：用0.1%高锰酸钾溶液

或高浓度碘甘油溶液清洗，并在子宫内投入适量链

霉素、土霉素或磺胺类药物。

3）母牛卵巢囊肿治疗：肌肉注射 0.5～0.6 mg氯
前列烯醇+10～15 mg地塞米松+80～120 mg黄体

酮，连续注射2次，2次注射之间需要间隔1 d。
6 结 语

总而言之，影响母牛发情、配种和受胎的因素

有很多，养殖户要想提高母牛繁殖力，就需要重视

母牛饲养管理，从饲喂和日常管理开始，保障母牛

营养均衡，为其营造良好干净的饲养环境，并通过

科学的诱导发情和产犊管理提高母牛受胎率，同时

定期对母牛进行健康检查，尤其是要做好母牛生殖

类疾病的防治工作，保障母牛生殖系统健康，延长

母牛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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