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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牛奶的品质要求

也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单一的产奶量要

求逐渐变为强调乳汁成分的生产水平，如与乳脂

率、乳蛋白率或其他相关的次级性状，以求获得更

高的综合性报酬[1]。而在欧美畜牧业发达的国家（如

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瑞士等），除了主要品种荷斯

坦奶牛外，还存在娟珊牛、瑞士褐牛、爱尔夏牛等乳

肉兼用型品种，它们不但有泌乳持续能力强、产肉

性能好、繁殖力高、饲料转化效率高、耐受性强等优

势，而且在长期的选育下，产奶量也维持在一个相

对较高的水平，在许多国家都有一定规模的群体。

加之，随着荷斯坦奶牛越来越纯种化，其缺点暴露

的也越来越多，如发达国家的荷斯坦奶牛普遍出现

的繁殖力下降、脊椎畸形综合症及产后综合症的高

发病率。因此，在一些国家，奶牛生产及科学工作者

开始利用杂交的方法，来改善和提高奶牛的生产和

繁殖性状，包括乳脂率、繁殖力、产犊难易性以及存

活率等，从而获得更高的经济利润。

利用杂交可以较好地结合 2个或 2个以上品

种（系）的优点，而且还能够在生产性能、繁殖性能、

抗逆性及生活力上高于原来品系的优势，表现得更

为优异[2]。据报道，杂交产生的兼用型奶牛，其代表

生产性能的产奶量、乳脂率、乳蛋白含量等性状可

提高 6%以上，而其抗逆性、繁殖性状等可提高 10%

以上，获得人们理想的生产水平。文献报道，新西兰

的娟珊牛和荷斯坦牛的杂交牛在产奶记录的牛群

中已占 20%，而在澳大利亚达 5%左右；在丹麦也有

24%实施杂交培育兼用型奶牛[3]。

针对纯种荷斯坦奶牛的现状及奶牛培育的大

方向，借鉴美国、加拿大等畜牧业发达国家的杂交

繁育体系，笔者对杂交兼用型奶牛的一些经济性

状、繁殖性状及总体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以期对

我国兼用型奶牛的杂交繁育提供一些依据。

1 杂交繁育对奶牛产奶经济性状的

作用

奶牛产奶经济性状包括产奶量、乳脂量、乳脂

率、乳蛋白量及乳蛋白率 5个性状，其中最主要的

性状就是产奶量，可反映奶牛实际的泌乳能力。而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产品根据乳成分比例

定价的情况下，其他 4个性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兼用型奶牛在产奶量不比纯种荷斯坦奶牛低，而乳

脂率、乳蛋白率和乳质量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更加

受到企业及社会的青睐，所以也越来越受到国家相

关部门的重视。

对美国加利福尼亚 7个牛场群体（包括荷斯坦

牛及其与诺曼底牛、蒙贝利亚牛和北欧红牛的杂交

群体）进行的系统研究表明，荷斯坦牛 -蒙贝利亚、

荷斯坦牛 -北欧红的日均乳成分含量（乳蛋白量 +

乳脂量）分别是 2.08 kg和 2.18 kg，均显著高于纯种

的荷斯坦牛（2.04 kg）。而 Dechow等[4]研究表明，荷斯

坦 -瑞士褐牛乳脂量的最小二乘均值（1.27 kg），显

著高于荷斯坦牛（1.21 kg），并且在不同的泌乳胎次

中，杂种牛的乳成分含量也均高于纯种荷斯坦牛。

Mc Dowell等[5]、Vanraden等[6]的研究结果与此基本

一致，杂交的兼用型牛的乳蛋白及乳脂性状均高于

其父本。

当然，纯种荷斯坦牛经过长期选育后，在产奶

量上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部分特定荷斯坦杂

交牛的产奶量表现却优于纯种荷斯坦牛。在对美国

加州奶牛群体第 1个泌乳期前 150 d平均产奶量

的比较中发现，北欧红 -荷斯坦牛比荷斯坦牛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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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兼用型奶牛产奶量、乳脂量和乳蛋白量的优势

注：BS为瑞士褐牛，HF为荷斯坦牛，J为娟珊牛，SLB为瑞典 -弗里斯牛，SRB为瑞典红牛，A为爱尔夏牛，DR为丹麦红牛，NOR为诺曼底

牛，MON为西门塔尔牛，SR为北欧红牛。下同。

表 2 兼用型奶牛难产及死胎的下降比率

国家 品种 样本含量
杂交优势 /%

资料来源
产奶量 乳脂率 乳蛋白率

美国 多组平均 150 000 3.4 4.4 4.1 Vanraden等

美国 BS×HF 3 473 5.01 7.3 5.63 Dechow等

瑞典 SLB×SRB 174 025 1.9 1.7 Ericson等

美国 A×HF 4.6 0.9 3.4 Mc Dowell等

品种 性状
下降比率 /%

资料来源
头胎 二胎及以上

HF×DR或 A
产仔难易 10.8 2.9

Sorensen等
死胎率 8.0 4.4

HFF×NOR或

MON或 SR

产仔难易 17.7 3.1
Heins等

死胎率 14.0 3.7

奶量高出 7%，蒙贝利亚 -荷斯坦牛与荷斯坦牛没

有显著差异，但具有更高的产奶趋势（+2%）。可见杂

交优势在产奶量上也有一定的改良作用，如果能在

保持产奶量持续高的情况下增加乳脂率、乳蛋白率

等其他经济性状，不失为最优方案。如 Ericson等[7]

在对瑞典 -弗里斯牛和瑞典红牛的杂交研究中，由

于品种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遗传相关，其杂交组合在

产奶量和乳脂量上所产生的杂种优势较小。如果考

虑到整体产奶性状的综合收益，在实践中科学适度

的开发利用杂交，可预期获得更多的综合利润。

在我国，将荷斯坦奶牛与北方的黄牛杂交后，

测定了各组的不同月龄体重、体尺指标和泌乳性

能。结果表明，随着荷 -黄级进杂交代数的提高，杂

种后代在生长发育和泌乳性能方面与纯种荷斯坦

牛的差距逐渐缩小，级进杂交三代与纯种荷斯坦牛

在 305 d产奶量、乳脂率、15月龄体重、体高、胸围、

腹围差异不显著，改良效果比较明显[8]。

在奶业发达国家，饲养的奶牛品种仍以荷斯坦

牛为主，但当牛奶定价侧重考虑乳成分后，特定杂

交组合的兼用型牛在乳脂量、乳蛋白量与荷斯坦纯

种牛相比具有优势，与其他品种相比在产奶量上具

有明显的优势，如表 1所示。

2 杂交繁育对奶牛繁殖性状的作用

2.l 繁殖力

在奶牛的生产中，反映繁殖力水平的重要指标

有空怀期天数、妊娠率等。牛群繁殖效率的稳定是

牛场周转效益的基本保证。而杂交产生的杂种优势

不但在理论上对动物繁殖力的提高具有显著效果，

而且实际生产过程中也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

文献表明，与纯种荷斯坦牛相比，荷斯坦 -瑞

士褐牛的空怀期明显缩短，且以瑞士褐牛作父本杂

交带来的杂种优势达到了极显著水平[4]。Heins等[9]

对美国加州牛群的研究发现，诺曼底 -荷斯坦牛、

蒙贝利亚 -荷斯坦牛、北欧红 -荷斯坦牛空怀期的

最小二乘均值分别为 123、131和 129 d，比荷斯坦

牛（150 d）分别缩短了 27、19和 21 d，且差异极显

著。而且 Mc Dowell等[5]和 Rincon等[10]也报道了爱

尔夏 -荷斯坦牛和瑞士褐 -荷斯坦牛空怀期较纯

种荷斯坦牛短。这表明杂交的兼用型奶牛繁殖性能

相对纯种荷斯坦奶牛要优异不少。

另外，杂交后代在妊娠率方面也有显著改善。

Vanraden等[11]的研究表明，娟珊 -荷斯坦牛杂交母

牛的繁殖力达到纯种娟珊牛的优秀水平，平均母牛

妊娠率的杂种优势为 10%。Weigel等[1]研究表明，在

美国奶牛杂交繁育体系中多采用娟珊牛、瑞士褐牛

与荷斯坦牛杂交，杂交后代的繁殖力性状相比亲

代，具有显著的提高。Heins等[12]研究发现，娟珊 -荷

斯坦牛杂交母牛在产后 150 和 180 d 的妊娠率比

纯种荷斯坦牛均有显著提高，分别为 75%、59%和

77%、61%。

2.2 难产和死胎

据文献报道，大约 23%的荷斯坦母牛初次分娩

时存在难产问题，由母牛头胎难产而导致的犊牛死

亡率高达 28%，成为奶牛生产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奶牛产犊难易性与死胎率的性状均属于低遗传力

性状，要想在短时间内通过单一品种进行选择是很

难达到的，一般是通过杂交来进行改善。

对美国加州牛群的研究证实，杂种牛的难产率

（5.5%~12.0%）及死胎率（7.9%~13.2%）均显著低于

纯种荷斯坦牛（难产率 16.0%，死胎率 15.7%）。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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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荷杂牛头胎的产犊难易性和死胎率具有很高的

杂种优势[13]。所以，科学家一般选择易产性好、死胎

率低的品种与高产品种杂交，或者选择体型小的品

种作为父本与大型奶牛品种杂交，可以改善群体的

产犊难易性和死胎率，从而降低潜在的医疗及其他

管理费用，间接提高经济效益。在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国家，荷斯坦母牛头胎经常选择体型小的娟珊

牛、安格斯牛与之杂交来降低死胎率，提高顺产率

和母牛长寿性。

3 杂交繁育对奶牛总体经济效益的

作用

杂交可以综合利用不同品种之间的遗传互补

性，为乳成分在定价体系下利润最大化的实现提供

新思路，并且迅速改良了纯种奶牛的繁殖效率（其

繁殖性状的杂种优势可达 5%~15%[3]），可提高奶牛

的利用率，减少疾病，最终提高了奶牛的总体经济

效益。

美国对源于 130个荷斯坦奶牛场和 7 个杂交

牛场（杂交比例在 95%以上）奶牛的产量收益及生

产费用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成本以及生产利润

的比较，证实在加州特定的市场环境下，杂种牛群

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按照美国当前售价体系

计算，杂种牛每销售 1 kg牛奶的利润比纯种荷斯

坦牛增加了 25%。而且与纯种荷斯坦牛相比，杂种

牛的饲料总成本降低了 7.98美元，平均每头牛每月

花费的总成本也降低了 19.94美元，杂种牛在实际

生产过程中更节约成本。

兼用型杂交除乳用杂交外，乳肉兼用型也是一

个新趋势，有着泌乳持续能力强、产肉性能好、繁殖

力高、饲料转化效率高、抗逆性强等优势。在粗饲料

丰富的地区，牛肉市场售价较高的情况下，适当引

入兼用型牛与本地奶牛杂交，可提高牛的饲料转化

效率、降低成本，提高产肉性能，以达到提高综合经

济效益的目的。据报道，在北美、澳大利亚等地都有

尝试性研究。在放牧式生产条件下，德系西门塔尔 -

娟珊杂交牛的总体出生重（31.9 kg）高于娟珊牛

（26.4 kg）。而且德系西门塔尔 -娟珊杂交牛在产奶

量、乳蛋白率等重要经济性状上也表现出了良好的

优势[14]，如南非 ARC农场 2003年出生的德系西门

塔尔 -娟珊杂交牛杂种一代产奶量和乳蛋白量分

别高达 6 262 kg和 224 kg，均较纯种娟珊牛（产奶

量 5 377 kg，乳蛋白量 202 kg）有所提高。

4 结 语

在奶业生产中，任何时候都应该以市场为导

向，以效益为中心，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尤其

是在我国目前的市场与饲养条件下，通过杂交来提

高奶牛生产效益与综合性效益，无疑是一个新的思

路。

品种间杂交是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通过利用

品种互补优势及杂种优势，提高奶牛群的抗逆性和

繁殖效率，降低养殖成本，提高乳成分含量。而且，

其产生的兼用型还能满足奶和肉两方面的需求，最

终使得杂种牛可获得高于纯种荷斯坦牛的经济效

益。

但利用杂交进行奶牛改良依赖于当地的市场

条件、所选用的杂交组合以及特定的饲养条件。而

且，有些地方的荷斯坦杂交牛的表现并不稳定，品

种杂交所获得具经济价值的杂种优势与环境存在

较大相关。杂交牛均匀度差，杂交淘汰牛及公牛犊

的市场销售情况也存在一定问题。可见，如何很好

地利用奶牛杂交繁育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找出最

佳的杂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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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控制仔猪下痢的方法

1 清洗消毒
加强清洗消毒是防止仔猪下痢最主要的措施，但问题是应该怎样清洗产仔栏才能有效防止仔猪

下痢。因为产仔栏地面上存在着母猪乳汁及仔猪下痢所形成的脂肪层以及残存的粪便、饲料等，其中

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是仔猪下痢等疫病最主要的传染源，因此，只有彻底清除，才能有效控制仔猪下

痢。

清洗产仔栏时，要先应用洗涤剂或烧碱溶液浸泡地面，以破坏地面上的脂肪层；再多用高压水彻

底冲洗地面，以彻底清除地面的脂肪层及残留饲料和粪便等；清洗之后，让产仔栏自然干燥，然后再用

消毒剂喷洒圈栏和地面；干燥后即可再次冲洗产仔栏，这样可有效避免消毒剂对仔猪造成伤害。经清

洗消毒后的产仔栏再空栏干燥 2～3 d后，即可将临产母猪转入产仔栏待产。

临产母猪转入产仔栏前，也应进行彻底的清洗，特别是乳房和阴部。

2 全进全出
实行全进全出的产仔制度，有助于控制新生仔猪下痢。因为只有采用全进全出，才有可能对产仔

栏进行彻底的清洗和消毒，阻断仔猪下痢等疫病的传播。

3 环境控制
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可以增强仔猪对传染病的非特异性抵抗力。对仔猪来说，舒适的环境并不

仅仅是清洁干燥，还应该温暖而无贼风，环境条件的改变会使仔猪遭受应激而易发生下痢等疫病。饥

饿和脱水也会促使仔猪发病，因此，吃饱奶和饮用充足的清洁饮水对控制仔猪下痢等疫病也十分重

要。

4 免疫措施
对妊娠后期的母猪免疫接种大肠杆菌疫苗、在妊娠后期用下痢仔猪的粪便饲喂妊娠母猪等，均可

有效地刺激母猪产生免疫力，这种免疫力可以通过乳汁传递给仔猪，从而提高仔猪对下痢等疫病的抵

抗力。

5 及时治疗
如果预防措施无效而使仔猪发生了下痢，那么就应立即对仔猪进行治疗。因为细菌的繁殖速度极

快，其数量每天都会成倍增长，如果等到第 2天才开始治疗，就会延误治疗，使病原菌的数量有机会增

加。

来源：猪价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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