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4期

摘要 在云南滇西利用同期发情技术共处理 13 个批次 209头奶水牛。结果发情数 202 头，同期发情率

96.65%；母牛输精 202头，受胎母牛头数 122头，受胎率 60.39%；产犊 122头，产犊率 60.39%。为云南开展奶水牛

产业化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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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是我国水牛主产区域之一，目前全省本

地水牛和杂交水牛数量累计 269万头，存栏仅次于

广西（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2014年全省各地通过

人工授精改良配种水牛累计 16万头，平均受胎率

为 48%。由于水牛的生殖结构和生理特点的原因，

其人工授精受胎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为了提升水

牛的人工授精受胎率，云南省家畜改良工作站在大

理、德宏等地开展示范奶水牛同期发情人工授精技

术应用，探索提高奶水牛配种受胎率的途径。

人工授精受胎率低是水牛繁殖和饲养当中最

大的困扰因素，养殖的母牛发情症状不明显、发情

不规律难以掌握改良时间；母牛发情持续期长、配

种员不好确定适时输精时间，导致母牛复配次数多

甚至屡配不孕的情况发生。畜牧部门在这方面感到

工作压力大，养殖户的养殖成本增加、养殖效益下

降，大大打击了养殖积极性。

尽管省、州、县各级改良推广部门不断开展技

术培训，组织经验交流，加快人才培养，造就了一支

技术过硬的改良人才队伍，使得水牛的配种受胎率

呈现逐年上升之势，但目前全省水牛的平均受胎率

仅为 48%，与黄牛相比仍然较为低下。水牛受胎率

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本身的生理特点，需要拿出

一些有效的办法和措施进一步提高水牛的受胎率。

基于这个目的省改良站决定在省内基础条件较好

的大理、德宏局部区域示范奶水牛同期发情人工授

精技术应用，取得成效并经过总结以后再向全省范

围内进行大面积推广，既能促进全省奶水牛产业发

展，又能使奶水牛养殖提质增效，增加养殖户收入。

1 试验材料

本试验涉及的材料主要是试验牛群及同期发

情用品。牛群为云南本地水牛或部分摩拉 /尼里拉

菲与本地水牛杂交后代母牛。药品为阴道栓（孕酮

醛）和 PG（氯前列烯醇）。

2 试验方法

水牛同期发情是通过在母牛阴道内放入孕酮醛，

逐渐释放孕酮，不管是对哪一生理阶段的母牛都能维

持血液中一定水平的孕激素，从而延长黄体期，抑制

卵泡生长，推迟发情期的到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

后，天然黄体基本退化，第 10天注射 PG增加血液中

的前列腺素水平，溶解黄体，加速卵泡发育，第 13天

取出孕酮醛，外源黄体突然消失，母牛随即同时发情。

1）牛群组织。有一定数量的群体，10头以上即

可，达到繁殖年龄、健康、正常、空怀，经过严格的检

查，排除先天不孕、患生殖道疾病、重度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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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2015年大理州家畜繁育指导站奶水牛场同期发情结果

表 2 2012年云南 3个县奶水牛同期发情结果

表 3 2013年巍山幸福奶水牛合作社水牛同期发情结果 1）

1）A组为初产母牛及产后未发情的母牛，B组为产后配种既未受胎也未发情的母牛，下同。

表 4 2015年巍山幸福奶水牛合作社水牛同期发情结果

处理时间 /（年·月） 处理数 /头 发情数 /头 输精数 /头 受胎数 /头 产犊数 /头 同期率 /% 受胎率 /% 产犊率 /%

2011.12 18 17 17 14 14 94.44 82.00 82.00

2012.3 11 11 10 7 7 90.91 70.00 70.00

2012.4 21 20 18 14 14 85.71 78.00 78.00

2014.1 2 2 2 2 2 100.00 100.00 100.00

2014.8 6 5 4 3 3 66.67 75.00 75.00

2015.5 10 9 7 5 5 70.00 71.00 71.00

合计 68 64 58 45 45

平均 84.62 79.43 79.43

地点 处理数 /头 发情数 /头 输精数 /头 受胎数 /头 产犊数 /头 同期率 /% 受胎率 /% 产犊率 /%

巍山幸福 37 34 34 14 14 91.9 41.2 41.2

合计 84 81 81 39 39

平均 97.3 48.2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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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处理数 /头 发情数 /头 输精数 /头 受胎数 /头 产犊数 /头 同期率 /% 受胎率 /% 产犊率 /%

A组 14 14 14 9 9 100 64.3 64.3

合计 42 42 42 29 29

平均 100 69.0 69.0

B组 28 28 28 20 20 100 71.4 71.4

组别 处理数 /头 发情数 /头 输精数 /头 受胎数 /头 产犊数 /头 同期率 /% 受胎率 /% 产犊率 /%

A组 10 10 10 7 7 100 70 70

合计 15 15 15 9 9

平均 100 55 55

B组 5 5 5 2 2 100 40 40

患有习惯性流产、配种后未确定受胎的牛只。

2）具体操作。先在选择好的水牛阴道内放入孕

酮醛，第 10天注射 PG（氯前列烯醇），第 13天取出

孕酮醛，并观察发情，做好发情记录。

3）配种。发情的母牛通过阴道检查，直肠检查

综合判断确定适时输精时间，对适合输精的母牛进

行适时输精并做好记录。

4）妊检。配种 2个月后对已经通过同期发情并

配种的母牛进行受胎检查，做好受胎记录。

3 试验结果

在云南滇西共处理 13个批次的奶水牛，共处

理母牛数 209 头，发情数 202 头，同期发情率

96.65%；母牛输精 202头，受胎母牛 122头，受胎率

60.39%；产犊 122头，产犊率 60.39%。见表 1～4。

4 分析及讨论

1）从数据看，同期发情效果及稳定性较好，开

始几次的发情率有点低，据了解是因为养殖户在母

牛发情时延误了观察，后面吸取了前几次的经验，

通过对养殖户再次强调细节，认真观察发情率均能

保持 100%。

2）同期发情处理的受胎率的参差不齐，有变异。

通过总结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影响受胎率的原因。

①第 1 次 2012 年巍山选择了 37 头母牛做同

期发情处理，发情 34头，3头母牛未发情是由于养

殖户延误了发情观察，输精 34头，受胎仅有 14头，

受胎率为 41.2%，根据对 20头未受胎的母牛进一步

跟踪检查发现，有 10头母牛或多或少有生殖道疾

病；另外还有 3头母牛体型较大，发情不是很正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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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母猪用药禁忌

怀孕母猪的用药直接影响到胎儿发育与健康，要注意用药禁忌。

1）利尿药物。由于利尿药物会引起子宫脱水，导致胚胎脱离，所以速尿（呋塞米）在母猪妊娠早期

（45 d以内）禁用。

2）解热镇痛药。保泰松（布他酮）毒性大，易造成胃肠道反应，肝肾损害。水杨酸钠、阿司匹林具有

抗凝血作用，易促发流产，故应禁用。其他解热药物可按量应用，不能随意加大用量。

3）抗生素类药物。链霉素对胎儿毒性大，易导致弱仔，应尽量避免使用；替考星注射液对胎盘穿透

力极强，易导致流产，应禁用此类药物。

4）激素类药物。如丙酸睾丸素、乙烯雌酚、前列腺激素、地塞米松等药物易导致流产，应禁用。但氢

化可的松可酌情使用。

5）拟胆碱药物。如氨甲酰胆碱、毛果方香碱、敌百虫等药物易导致子宫平滑肌兴奋性增强，应禁用

此类药物。

6）子宫收缩药。如催产素、垂体后叶素等药物可引起怀孕母猪流产或早产，应禁用此类药物。

7）降压药。如利血平等药物胎盘穿透力极强，易导致流产，此类药物孕畜应禁用。

8）中药。红花、当归等，具有兴奋子宫的作用，易引起流产、早产；大黄、芒硝、巴豆可通过刺激肠道

反射性引起子宫强烈收缩导致流产、早产，故不宜使用。

来源：养猪巴巴网

续期较长，难以确定排卵时间；这是造成受胎率低的

主要原因。由于巍山的奶水牛主要是农户散养，在选

择母牛的时候有的农户饲养的母牛已经屡配不孕了

（生殖道疾病原因），思想上有抵触，工作人员难以做

通农户的思想工作，不合格的母牛也被选择进来。

②从第 2、3次的结果看，共有 57头母牛做同期

发情处理，发情 57头，发情率为 100%，输精 57头，

受胎 38头，受胎率 66.7%。这两次分为 2个组（A组、

B组），A组为初产母牛及产后未发情的母牛，B组为

产后配种既未受胎也未发情的母牛。从表中的数据

可以看到第 2次示范的 A组较 B组低，似乎有点不

合常理，后经过跟踪调查发现初产母牛中有 4头属

于发育不良类型，发情不正常，发情不排卵。

5 存在的问题与注意事项

在奶水牛养殖过程中，要想提高奶水牛的受胎

率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生殖道疾病是影响母牛受胎率的第一大因素，

注重生殖道疾病的检测和治疗是母牛能否受胎的

关键，在这方面不容忽视，特别是人工授精开展得

比较早的地区，有 30%左右甚至更多的母牛有生殖

道疾病，而配种人员在这方面的知识又相对缺乏，

没有什么检测设备。

2）加强对养殖户的饲养管理培训，让母牛的生

长发育能够得到充足的物质条件。

3）发情诊断时是否应该触摸母牛卵巢来确定适

时输精时间，卵巢复位的时间是否会影响受胎未得

到确定。

4）在同期发情过程中注射 PG时是否应该根据

母牛的体重来确定注射剂量，统一剂量注射会因母

牛体重不同而造成体内激素水平不同，进而影响发

情时间和发情持续期。

5）基层工作条件差，设施设备简陋，生殖道疾

病的诊断和治疗困难，严重影响母牛的受胎率。

6）由于奶水牛的生殖特点，发情诊断时母牛排

卵时间难以确定也是关键问题，如果能够探索到一

个在母牛排卵时有显著变化的生理指标或者其他

变化能显著提高配种率。

6 结 论

试验数据显示同期发情处理的 209 头奶水牛

母牛的结果，发情期受胎率 60.7%远远高于云南省

48%的总受胎率，如果说在操作细节上进行技术创

新，受胎率还有上升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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