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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山羊羔羊早期断奶可行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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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节约成本、提高养羊经济效益,试验从中卫山羊羔羊的断奶月龄和母羊的营养水平两方面着手,研

究羔羊早期断奶的可行性。结果显示:在母羊不同营养水平条件下,羔羊分别于3、4、5月龄断奶,对其生长发育

的各项指标的影响都不大明显;虽然5月龄断奶羔羊体重、体尺指标略高于3、4月龄断奶的羔羊,但差异不显

著。实际生产中,使用营养水平较低的日粮饲喂中卫山羊母羊以及中卫山羊羔羊3月龄断奶是可行的。

关键词 早期断奶;羔羊断奶月龄;母羊营养水平;中卫山羊;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

试验从2012年1月20日开始,进行为期7d
的预试期;再由1月27日(羔羊1月龄时)进入正试

期,到5月26日(羔羊5月龄时)结束,正试期为

120d。

1.2 试验动物

从中卫山羊选育场核心群的产羔母羊中随机选

出72只带羔母羊,要求母羊3~5岁、健康状况良

好,羔羊体重相近、健康,1只母羊哺育1只羔羊。
采用宁夏中卫山羊选育场正常的饲养管理模式,试
验期加强饲养管理,母羊每天定时饲喂、自由饮水,
羔羊在20日龄补饲、自由采食。断奶后的羔羊另放

一圈饲养,要求饲喂人员严格按照设计要求执行。

1.3 试验设计

根据母羊的营养水平,随机将其所带羔羊分为

A和B两大组,每组36只,羔羊组间体重差异不显

著(P>0.05)。A组母羊饲喂较低营养水平饲料,B
组母羊饲喂较高营养水平饲料,2组饲料配比见

表1。
在羔羊3月龄时,根据羔羊的体重,分别把A、

B两大组再均分为3个小组,即 A1、A2、A3组和

B1、B2、B3组,各小组间羔羊的体重差异不显著

(P>0.05);同时,在羔羊3、4、5月龄时,分别对A1
和B1组、A2和 B2组、A3和 B3组的羔羊进行

断奶。
表1 各组母羊饲料配比

原料 A组 B组 养分 A组 B组

玉米秸秆粉/% 16.96 10.73 钙/% 0.60 0.60
苜蓿粉/% 13.07 14.93 磷/% 0.38 0.40

玉米青贮/% 38.70 29.99 粗蛋白/% 14.0015.00
玉米粉/% 14.79 26.55 消化能/(MJ/kg)11.2512.50
麸皮/% 8.62 6.74
油饼/% 6.29 9.41
盐/% 0.30 0.27

添加剂/% 1.27 1.38

1.4 试验方法

在羔羊出生12h内,进行初生鉴定,鉴定内容

包括初生重、体尺、毛股弯曲数及毛股长;在羔羊35
日龄左右毛股长约7cm时,进行够毛鉴定,鉴定内

容包括够毛活重、体尺、毛股弯曲数及毛股长;此后

分别于羔羊3、4、5月龄时,进行羔羊的体重、体尺测

定,并分别对相应小组的羔羊进行断奶。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断奶月龄对羔羊增重的影响

各组羔羊不同月龄的体重变化情况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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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各组羔羊不同月龄的体重变化 kg
组别 1月龄重 3月龄重 4月龄重 5月龄重 试验全期增重

A1 6.31±1.10 10.25±3.68 11.02±3.18 12.27±2.72 5.96±1.94
A2 6.38±1.78 10.05±3.30 11.19±2.29 12.62±4.25 6.24±3.13
A3 6.51±1.14 10.30±3.73 11.91±4.57 13.95±2.61 7.44±2.03
B1 6.38±0.92 9.90±2.32 11.16±2.82 12.50±1.57 6.12±1.61
B2 6.09±1.31 10.10±2.66 11.77±2.52 12.57±1.71 6.48±1.43
B3 6.38±0.99 9.50±3.25 11.56±4.20 14.25±2.90 7.87±2.41

  由表2可以看出,3月龄断奶组A1、B1组与4
月龄断奶组A2、B2组,不论是在4、5月龄时的体重

还是在试验全期增重上,均无显著差异(P>0.05)。
虽然3月龄断奶组A1、B1组与5月龄断奶组 A3、

B3组,在4、5月龄时的体重及试验全期增重上有差

异,但差异不显著(P>0.05)。而就A、B两大组而

言,组 间 羔 羊 体 重 各 因 素 之 间 差 异 也 不 显 著

(P>0.05)。

2.2 不同断奶月龄对羔羊体尺的影响

各组羔羊不同月龄的体尺变化情况见表3。
表3 各组羔羊不同月龄的体尺变化 cm

组别 A1 A2 A3 B1 B2 B3

1月龄

体高 38.16±3.67 37.89±4.12 38.00±4.19 38.18±3.92 38.22±3.85 38.07±4.23
体长 37.54±4.33 37.00±3.98 37.44±4.31 37.56±3.87 37.23±4.03 37.41±3.99
胸围 40.13±5.67 39.54±6.10 40.00±5.18 40.21±5.44 40.33±5.68 40.36±6.04
管围 6.55±0.13 6.31±0.08 6.20±0.11 6.50±0.07 6.44±0.14 6.35±0.12

3月龄

体高 43.10±4.77 42.60±4.93 43.10±4.10 41.60±4.49 41.90±7.32 42.36±7.45
体长 43.10±3.77 42.30±4.90 41.80±6.84 42.50±5.17 41.10±8.32 42.27±8.42
胸围 47.80±5.51 46.10±5.66 48.50±7.17 46.40±9.16 46.70±7.12 46.82±8.16
管围 7.03±0.03 6.85±0.45 6.90±0.16 6.80±0.07 6.65±0.11 6.55±0.27

4月龄

体高 44.10±8.10 44.60±4.60 45.30±8.90 44.10±3.88 44.90±6.99 46.00±6.40
体长 44.50±7.39 45.70±4.01 45.90±8.43 44.30±4.01 46.50±3.61 46.27±6.82
胸围 49.10±9.66 47.80±9.18 50.30±5.01 48.10±4.54 49.50±6.28 49.60±5.20
管围 7.20±0.07 6.00±0.44 6.90±0.16 6.80±0.07 6.65±0.11 6.64±0.25

5月龄

体高 47.30±6.01 46.10±8.54 47.80±9.73 46.20±7.51 47.00±8.44 48.09±9.89
体长 48.00±5.53 47.80±3.73 49.00±6.67 48.00±4.00 48.00±4.22 50.00±5.60*
胸围 50.20±9.96 50.30±9.88 52.90±9.69 50.50±2.28 50.20±6.18 52.09±8.59
管围 7.30±0.07 6.95±0.25 6.90±0.16 6.85±0.06 6.75±0.07 6.73±0.22

   注:*表示差异显著(P<0.05)。

  由表3可以看出,3月龄断奶组 A1、B1组与

4月龄断奶组A2、B2组,不论是在4、5月龄时的体

高、体 长 还 是 在 胸 围、管 围 上,差 异 均 不 显 著

(P>0.05)。低营养水平组(A 组)的 A1、A2组与

A3组在体高、体长、胸围及管围上均差异不显著

(P>0.05),且 A1、A2 小 组 间 差 异 也 不 显 著

(P>0.05);高营养水平组(B组)的B1组与B2组

在体 高、体 长、胸 围 及 管 围 上 均 差 异 不 显 著

(P>0.05),但B1组与B3组在体长指标上差异显

著(P<0.05),B2组与B3组在体长指标上差异也

显著(P<0.05),3个小组在管围指标上均差异不显

著(P>0.05)。

3 讨 论

在本试验条件下,泌乳母羊的营养水平对羔羊

的生长发育总体上影响不明显,其中仅高营养水平

组(B组)羔羊的体长在试验期内的增加值显著高于

低营养水平组(A组)(P<0.05),其他各项指标B
组羔羊虽略优于A组,但差异均不显著(P>0.05),

2组羔羊均能正常生长。可以推断,本试验中2种

日粮均可满足泌乳母羊的泌乳需要,从节约成本、提

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考虑,建议生产中使用营养水平

较低的日粮饲喂中卫山羊母羊。

在母羊不同营养水平条件下,羔羊分别于3、4、

5月龄断奶,对其生长发育的各项指标的影响都不

大明显,5月龄断奶羔羊体重、体尺指标略高于3、4
月龄断奶的羔羊,但达不到差异显著的水平。同样

从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考虑,中卫山羊羔

羊3月龄断奶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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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兽药行业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1 不利因素

1)整体研发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兽药企业的整体研发水平较低,技术产业化能力有待

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兽药行业的发展。国外品牌兽药企业每年研发投入约占整体销售收

入的12%~15%,而我国兽药企业的平均投入不到5%,以致于我国兽药行业研发水平落后、技术创新

能力弱。兽药的技术来源主要为高校、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以及国外的技术引进,企业工程化、技术产

业化方面的能力较弱。

2)市场产品同质化较为严重。业内企业技术水平普遍较低,造成了兽药产品的差异化不明显,低端

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普遍。厂商的竞争以价格战为主,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兽药行业的利润空间。消除

产品同质化的现象只能通过技术和产品创新来实现,但目前市场上在技术和研发实力上有突出优势的

领先厂商为数不多。

2 有利因素
1)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兽药行业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关系着国计民生和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国

家高度重视兽药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鼓励对动物疫苗和高效安全的新兽药进行研发及产业化。动物

疫苗作为生物制剂,属于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国家不断出台相关的鼓励政策和措施,
为具备核心竞争优势的兽药企业快速成长提供了政策支撑。

2)巨大的市场空间。我国是畜牧大国,畜牧业庞大的养殖规模为兽药行业提供了充足的市场保障。
《国务院关于当前稳定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意见》(国发[2009]25号)明确指出要促进畜牧业稳定

发展,其中从加大生产投入、加强市场调控和加强疫病防控3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畜牧业健康发展

是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的迫切需要,将进一步为兽药行业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

3)养殖结构不断转型。我国生猪及家禽养殖业向集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是现今的一个发展趋势,
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养殖企业的规模越大,承担的风险就越大,相应的社会责任感也会越强,就会更

加注重养殖动物的健康保障。大型养殖企业对兽药产品的依存度较强,一般会选用安全、高效的高端兽

药产品。虽然兽药支出占养殖总成本的比例较小,但用药效果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养殖企业的

经济效益。因此,畜牧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越高,国家对食品安全的监管越严,客户对兽药产品的质

量要求也相应越高,质量过硬、技术含量高的兽药企业将会迎来快速发展。

4)监管体制和防疫体系的逐步完善。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兽药GMP、GSP为标准的兽药行业

生产和经营的管理规范以及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核发与监督管理制度,完善了新兽药的注册、管理和专利

保护措施,同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强化了

兽药行业的监督执法机制。随着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逐步完善、公共卫生安全的需求和动物疫情的不

断变化,国家还将逐步扩大强制免疫的范围,这将为具有技术创新优势和快速市场反应能力的兽药生产

企业提供巨大的市场机会。
来源:中国畜牧兽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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