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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家兔具有采食量小、疾病少、易饲养等特点，而且草食动物不与猪、鸡等畜禽争粮，适宜大规模养殖也

可小规模饲养，不需强壮劳力，在农村利用闲田种草养兔是改变养殖结构，增加收益的好途径。兔的品种类型很

多，有皮毛型、肉用型、专用长毛兔等，适于不同的地区饲养。笔者就兔的生物学特性及四季饲养管理要点介绍如

下，供养兔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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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的生物学习性与四季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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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兔的习性

1）昼静夜动。家兔多是由野兔长期驯化而来，

仍然保留昼静夜动的习性。白天多静伏笼中，闭目

养神，夜间十分活跃，频繁采食和饮水。夜间采食和

饮水约为全部日粮和饮水的 60%，故在饲养管理中

必须合理安排饲养日程。夜间多添足草料和饮水，

尤其在夏季要重视夜间饲养和管理。

2）胆小怕惊。兔属体小力弱动物，缺乏抗御敌

害能力，且有胆小怕惊的特性，如遇突然的刺激、异

常声音，就竖起耳朵，惊惶失措，乱蹦乱跳，引起食

欲不振，母兔流产、咬伤或残食仔兔等。

3）喜干爱洁。兔子喜欢干燥清洁的环境，厌恶

潮湿、污秽的环境，兔舍内适宜的相对温度应在

60%～65%，过于潮湿影响其生长发育。

4）怕热耐寒。由于兔子被毛浓密（尤其是长毛

兔），汗腺极不发达，这是它怕热的重要原因，但具有

较强的抗寒能力。低温对仔兔和幼兔同样也有不良

影响，饲养兔（长毛兔）的适宜温度是 15～25 ℃，长

期的高温会影响其生长发育和繁殖性能，甚至会中

暑死亡。

5）喜啃硬物。家兔与鼠类相似，具有啃食硬物

的习性，这对笼舍的建设提出了高要求，必须使用

铁铝金属制作笼具，避免笼舍损坏。

2 兔的消化生理特性

兔属单胃草食动物，具有自己独特的消化系

统、消化功能和消化特点。

2.1 消化系统

包括消化道和消化腺 2个部分。

1）消化道。从口腔（包括咽、食道、胃、小肠、大

肠）终于肛门。

2）消化腺。包括唾液腺、肝、胰、胃腺及肠腺等。

消化道中的肠道（尤其是小肠段）很长，约为体

长的 8～10倍（约 280～300 cm）。盲肠发达，长约

50 cm，直径大可容纳较多的糊状糜料，糜料在盲肠

微生物的生化作用下，除可合成新的蛋白质和 B族

维生素外，部分形成软粪，其余进入结肠进一步消

化吸收（水分），残渣在结肠和直肠作用下形成粪

便，经肛门排出，整个消化历时大约需 48～72 h。

2.2 消化特点

家兔由于具有发达的消化系统，形成了独特的

消化特点。

1）对粗纤维的消化率较高。兔子属单胃草食动

物，消化道长而复杂，容积很大，能依靠盲肠中的微

生物和发达的球囊组织，很好地利用低质高纤维饲

料。

2）能充分利用粗饲料中的蛋白质。对青粗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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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蛋白质有较高的消化能力，有资料报告，对苜

蓿干草中粗蛋白的消化率达 70%以上，对低质量的

饲用玉米颗料饲料中的粗蛋白消化率可达 80%。

3）能耐受日粮中的高钙比例。对日粮中的钙磷

比例要求不像其它畜禽要求那么严格。即使钙磷比

例在 12∶10，家兔仍可维持正常的生长速度，当日

粮中的含钙量增加时血钙含量也随之增高，并能从

尿中排出过量的钙，但日粮中的含磷量则不宜过

高，当含磷比例超过 1%时，会降低饲料中的适口性

而影响采食。

3 家兔的四季管理要点

3.1 春季管理要点

南方春季多阴雨，湿度大，兔易患病，北方春季

多风沙，早晚温差大，不适宜兔的生长，总之春季饲

养管理重点是防湿、防病。

1）抓好饲料供应。春季虽野草逐渐萌芽生长，

因含水量高草料易腐烂变质。要严格掌握饲料品

质，不饲喂霉烂变质或带泥沙堆积发热的青绿饲

料，为促母兔发情可喂些富含维生素饲料，如豆芽、

麦芽之类。

2）抓好春繁配种。春季是繁殖季节，一般可在

2～3月开始配种。对种公兔要加强饲养，增强体质，

提高配种能力，提高受胎率，可采取重复配种的方法。

3）防备倒春寒。由于春季气温极不稳定，主要

是 3-4月份，时有寒风雷雨出现，造成气温时高时

低，易诱使兔患肺炎，尤其是在春季产幼兔刚断奶，

抗病力低时易发病死亡。

4）搞好兔笼（舍）清洁卫生。南方雨水多温度

大，病原微生物活动活跃，是各种传染病的多发季

节。如兔的球虫病易在春季发生，危害大，所以搞好

笼舍清洁卫生工作，做好打扫、清理、洗刷、消毒等

工作十分重要。

5）严防饲料中毒。春季也是中毒现象多发之时，

主要是误食了返青早的有毒野草和受潮发霉的饲

料，如发芽的马铃薯等，做好饲料的防霉防湿，防止

误食有毒草，避免饲料中毒。

3.2 夏季管理要点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对生长极为不利，比较难

养，故有“寒冬易度，盛夏难养”之说。夏季饲养管理

工作的要点是防暑降温。

1）注意兔舍通风降温。一是注意兔舍阴凉通风，

不能太阳直射兔笼；二是当笼舍气温超过 30 ℃时，

采取地面泼水降温。

2）露天兔舍要及时搭建凉棚。有条件的兔场安

装排风设备，保持舍内空气流通。

3）伏前剪毛散热。入伏前对大小兔进行 1次剪

毛，可有利散热降温，达到安全度夏的目的（此项工

作适用于饲养长毛兔的农户）。

4）调整喂料时间。夏季中午炎热，兔食欲不振，

做到早餐早喂，晚餐迟喂，中餐多喂青绿饲料，减少

白天的采食和活动。

5）供给充足饮水。夏季要保证充足清洁的饮水

供应，可装置简易的自动饮水器，24 h供水，并在饮

水中加入 0.01%高锰酸钾，或 0.2%的痢特灵，防止

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6）搞好清洁卫生。夏季是蚊蝇滋生、病菌繁殖

时节，搞好环境卫生很重要，笼舍要勤打扫，食盆要

每天清洗，地面经常消毒，要防止饲料发霉变质。

3.3 秋季管理要点

秋季气候适宜，饲料饲草充足，营养丰富，是养

兔的好季节，重点抓好秋膘和换毛期的管理。

1）抓好秋繁配种。刚度过盛夏，种兔体质较弱，

要抓好饲养管理，补充光照，增强种兔体质，提高配

种能力，可实行双重配种，以提高受胎率。

2）加强饲养管理。成年兔（肉兔、毛兔、皮毛兔）

正值生长旺期，需要营养消耗较多，适当喂些蛋白

质含量高的精饲料，切忌喂露水草，以防肠炎。

3）抓好防疫卫生。秋季是疾病多发季节，尤其

是幼兔易发生的感冒、肺炎、肠炎等疾病，要加强这

些疾病的防治，同时做好兔瘟、巴氏杆菌病等传染

病的预防工作。

4）搞好兔群的调整。对生长力强、繁殖力强后

代整齐的兔要留作种用，对生产性能差、老弱病残

的要及时淘汰，提高养殖效益。

5）贮备草料，准备过冬。秋季是收获的季节，饲

草水分较低，要及早收贮饲料饲草，以备冬春之用，

过晚饲草茎叶老化，粗纤维含量高，消化率降低，营

养丢失，影响饲用价值。

3.4 冬季管理要点

进入冬季，气温低，日照时间短，青绿饲料缺

乏，给饲养带来一定困难，重点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1）搞好防寒保暖。冬季气温虽低，但除初生仔

兔外，兔舍温度维持自然气温即可，要保持温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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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稳定，忌忽暖忽冷，关好兔舍门窗，防止贼风和寒

风侵袭。

2）加强饲养管理。对幼兔仔兔巢箱，要勤垫草，

保持干燥，长毛兔寒潮来时停止剪毛，幼兔仔防止

夜间受冻。

3）增加饲料，提高抗寒能力。冬天寒冷，兔需要

消耗大量的热量，此时要增加饲料的使用量，在用

配合料时要增加能量饲料的比重。

摘要 近些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牛肉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肉牛市场有非常好的前景。本文就牛

饲养过程中的饲喂方法、饲养方式、饮水、消毒、放置舔砖等管理方面问题作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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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人们对牛肉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在个

别发达地区已出现价格高昂的高档牛肉，即使价格

不菲，销量还是稳中有涨，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养牛

业以应对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最近这几年虽

然养牛效益不错，但是饲养管理不当，仍然可能导

致亏损。俗话说“三分饲养，七分管理”，意在说明管

理在养牛中的重要性，现就牛饲养过程中的管理问

题介绍如下。

1 饲喂方法

饲喂要遵循定时、定量、定人员的原则，给小牛

犊喂乳时还要定温，使牛养成良好的条件反射。饲

喂量根据牛的具体阶段和生产性能确定，饲养管理

人员没有特殊情况不要轻易更换。当出现饲料变更

的时候，要逐渐进行，过渡期至少 5～10 d，如果新

饲料与原来的饲料成分差别不大，可采用 5 d更换

法，每天加入 20%新料替换原有饲料，这样第 5 天

时正好更换完毕。如果新饲料原料与原饲料差异较

大最好有 10 d过渡期。粗饲料在饲喂时要机器清

筛，或者用大磁铁过滤 1遍，因为牛采食时不充分

咀嚼就吞咽，然后通过反刍不断消化饲料，所以要

严防牛吞入铁丝、铁钉、塑料袋等异物。另外，喂给

牛土豆、地瓜、萝卜等块根、块茎类饲料时，一定要

切碎，防止发生食道梗阻，一旦发生是很危险的。病

情严重的牛，未经有效治疗可能很快死亡。

在饲喂顺序上，一般是采用先粗后精、先干后

湿、先喂后饮的方法。采用 TMR（全混合日粮）的牛

场则只需注意饮喂顺序即可。也有部分牛场这样饲

喂：少量粗饲料 -精料 -辅料 -根茎饲料 -干草 -

青贮或青草。

犊牛在人工哺乳时要注意哺乳用具的卫生，使

用后清洗消毒备用。喂奶后要用干净毛巾将犊牛

口、鼻周围残留的乳汁擦净，防止互相乱舔[1]。

2 饲养方式

传统的饲养方式多集中饲养，由于舍内阴暗潮

湿，相互吸吮，环境较差，会增加疾病传播的机会。目

前大型牛场多采用户外单栏培育，即犊牛从出生到断

奶，单独饲养在犊牛栏中。每个牛栏三面封闭，一面朝

阳。有的使用可以移动的犊牛栏，顶部有可移动的敞

开式小棚和 1块犊牛可自由活动、围栏围绕的场地。

牛栏独立建于牛场，一牛一栏，避免相互吸吮和接触，

减少了疾病传播机会，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

3 饮 水

供给清洁卫生的饮水是最基本的条件。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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