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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根据养牛场的实际情况或季节特性等，给奶牛提供易
消化且营养较高的饲料，注意高蛋白和维生素 C的补
充，增强奶牛对疾病的抵抗力。于在喂完饲料后，要关注
奶牛食草和食料的状况，尤其要加强对有消化或食欲不

良表现的奶牛的监管。盂要对牛场所有奶牛实施定期检
查，高峰期时检查周期次数要相对密集些。在有感染梨

形虫病的情况下，要每天观察病牛的反刍情况并记录下

来，确保能够及时进行治疗。榆要做好牛舍的清洁卫生
工作。虞在引进新奶牛时，要注意严格检疫，确保其具有
较高的抵抗力并能适应本地的生存环境。

2.2 治疗措施

梨形虫病并非单一种类，因此，在治疗过程中

还要事先做好疾病检测工作，对有梨形虫病临床表

现的奶牛进行抽血化验，确诊后再根据病症进行施

药，并加强中西医药结合的治疗手段。在治疗前，要

对奶牛臀部肌肉注射 5%的生理盐水，并根据实际
情况采用“适量葡萄糖+维生素 C+适量贝尔尼+其
他药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对患有环形泰勒虫病的

牛注射或输液贝尼尔，对牛巴贝斯、双芽巴贝斯虫

病使用贝尔尼和黄色素治疗，对附红细胞体混合感

染则使用贝尼尔和血虫敌进行治疗[2]。当奶牛的症
状减轻后，不能马上停止用药，而要再使用 1~2 个
疗程，确保病虫完全消失；或采用中药治疗的方式，

确定好中药成分和克数，如白芍、丹皮、黄芪、党参、

柴胡、当归等，用水熬煮后给奶牛服用，并根据症状

轻重确定用量、间隔时间和次数。

3 结 语

为有效降低染病率、减少经济损失、确保奶牛产奶

质量，要制定好奶牛梨形虫病防治方案，再科学选药、

配药，实施综合防治手段。同时结合各地区气候、季节

特征的变化，做好全方位的预防工作，并分析和总结临

床表现，及时实施适合当地奶牛梨形虫病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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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强母牛的营养管理

给母牛准备充足的饲草，有条件的养牛场应广

开饲草来源，一方面实施人工种植饲料农作物和牧

草，另一方面对玉米、小麦或豆秸进行氨化作用处

理或青贮，这样不仅可以充分提高秸秆的利用率，

还为母牛储备充足的饲草，确保母牛能够获取优质

的饲草资源。同时合理搭配精饲料，根据母牛不同

生长阶段对营养物质的需要，适时调整饲料配方和

补充精饲料，保证母牛吃好吃饱和良好的膘情，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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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母牛的繁殖力，应加强对母牛的营养管理和疾病防控。为此，本文从怀孕期和哺乳期 2方面

介绍了母牛在这 2个关键时期的营养管理方案；从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 2个方面简述了防控母牛发生疾

病的措施，以确保母牛身体健康和有较高的繁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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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生殖器官的良好发育，做到适宜发情、配种、受

孕和生产犊牛[1]。下面将介绍母牛怀孕期和哺乳期
的营养管理。

1.1 母牛怀孕期的营养管理

为了满足怀孕期母牛自身维持需要和腹中胎儿发

育的营养需要，必须供给充足和优质全价精饲料。建议

营养配方如下：玉米 30%、豆饼 20%、棉籽饼 15%、稻
谷 15%、米糠 15%、菜籽饼 5%，再加微量的食盐和骨
粉等。应给每头怀孕母牛饲喂精料 1耀2 kg/d，同时补充
适量的氨化或青贮秸秆和青绿饲料，以保证关键时期

母牛的健康状况和胎儿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在整个饲

喂过程中应供给充足的温水并制定科学的饲喂程序：

定时、定点、定量饲喂怀孕期母牛，做到少给勤添，有利

于刺激母牛食欲，获取更多的营养物质来促进腹中胎

儿的健康生长和发育。切忌饲喂酸度较高、腐烂变质、

霉菌超标、发生冰冻和有毒的饲料，以免危害母牛和胎

儿的健康，严重时能够引起流产现象。

1.2 母牛哺乳期的营养管理

母牛哺乳期对营养的需求量高于妊娠后期，尤

其要求有较高的粗蛋白、钙、磷和能量等，这个阶段

不仅要满足泌乳的营养需要，还要满足母牛生产和

生殖系统尽快恢复的营养需求。

1）初乳期。此期要给母牛喂麸皮水（36耀38 益的
温水，水中麸皮 1耀1.5 kg、食盐 100耀150 g，调成稀粥
状），以补充其产犊时体内消耗的过多的水分，维持母

牛体内酸碱平衡，帮助母牛恢复体力。另外喂食一些

优质的干草，2耀3 d后可适量喂一些多汁的草料和营
养成分均衡的精料，但要注意精料一定不能喂多，过

半个月左右可将精料的饲喂量恢复到正常水平。

2）盛乳期。此期是母牛产乳量最多的时期，也
是比较长的一个时期，一般是从牛犊产下后半个

月开始一直到 3 个月左右，这段时间母牛的产奶
量都是比较多的。在此期间母牛的食量也恢复正

常，但对饲料的营养要求比较高，通常按照精料和

粗料 1:1的量进行配合喂养，并不定期清理牛舍，保
持其生活环境的卫生。

3）中乳期。中乳期如果饲养不当会直接导致母牛
产奶量急剧下降，甚至是断乳。中乳期通常是在盛乳

期之后的 1个月到末乳期的前 1耀2个月。此期可按精
料和粗料为 4:6的比例配制饲料进行喂养，精料比例
若过大，会导致母牛变肥，从而影响之后的生育能力。

4）末乳期。此期是母牛产乳的最后阶段，也是奶

水基本停止分泌的时期。此期以粗料为主，精料为

辅，通常按 3:7的精料和粗料比例进行配料，一般用
玉米、麸皮、豆粕以及其他各方面必需的微量元素进

行配料，且保证母牛每天的运动量至少有 1 h左右。
2 加强母牛的疾病防控

2.1 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

个别母牛具有生理性和先天性不孕症，例如母

牛生殖器官发育异常、子宫位置不正、子宫颈或阴

道狭窄、两性畸形、功能性不孕等。通常异性双胎中

绝大多数的母犊患有先天不孕，同时老龄的母牛相

对繁殖力会下降很多，这些均需要及时淘汰。否则

牛群中留有不能及时淘汰而没有种用价值的母牛

会影响整群母牛的繁殖效率。同时在母牛的饲养管

理过程中还会发生卵巢囊肿、子宫炎症、情期出血

和胎衣不下等疾病，应认真观察和检查母牛身体状

况，做到及时发现和诊治[2]。
2.2 传染性疾病的防控

一些不孕或流产母牛是由传染性疾病引起的，

应尽快查找发病原因，采取综合措施，控制传染病的

传播和蔓延。对于感染滴虫病或布氏杆菌病的母牛，

应按照传染病的防疫和检疫要求及时进行隔离和处

理。对于患有寄生虫疾病的母牛，在母牛生产犊牛后

1个月，按照体重给母牛服用 25耀30 mg/kg丙硫咪
唑，对其体内外寄生虫病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3]。

3 结 语

影响母牛繁殖性能的因素有很多，也相对比较

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营养和疾病，因此，养

殖人员应采取综合措施，注重母牛不同阶段尤其是

怀孕期和哺乳期的营养配置，加强母牛的疾病防

控，只有这样才能将所有不利因素的危害降到最小

程度，为母牛正常的繁殖和配种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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