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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摄食变化；金钱蛙生命力很强，无需特别注意疾

病防治，但要适时换水，清理池底污物。也可在养殖

池中混养鲤、鲫等杂食鱼类，起到洁污效果。同时，

经常检查防护网有无破损等，避免发生逃蛙事故。

大风、暴雨等灾害天气来临前，应对养殖棚进行加

固，确保室内温度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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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鲜嫩味美、营养丰富，深受国内外消费者欢

迎。随着牛肉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育肥牛养殖步入旺

盛时期。然而散养户由于专业知识水平和养殖技术

有限，无法保证牛肉的质量，市场竞争力不强。春、秋

季节是肉牛育肥的黄金季节，为提高广大养殖户的

养殖效益，现将育肥牛养殖技术要点归纳如下。

1 合理选择牛种

各养殖户应结合当地牛种生活情况，合理选择

最优的牛种育肥，建议选择身强体壮、健康无病的

纯种西门塔尔、利木赞或安格斯肉牛，或以上优质

肉牛与本地黄牛的杂交一代，以公牛为优选，不仅

生长速度快，而且饲料利用率高、牛肉品质优，育肥

经济效益较高。

2 整改环境设施

牛舍环境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肉牛的生长速

度，为给肉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应及早对旧牛

舍进行检修，调试好设备、器械等，并经常清洁牛舍

和运动场，定期消毒、灭虫，保持牛舍安静，确保舍

内采光良好、通风顺畅，适当配置温湿度调节设备，

保持舍内温度在 10～21 ℃，以促进肉牛快速生

长。

3 确定育肥方式

目前，养殖户普遍采用的育肥方式包括犊牛持

续育肥、架子牛短期育肥和淘汰牛短期育肥，各养

殖户应结合自己的销售渠道、当地的销售价格和市

场需求情况，选择适宜的育肥方式，确定肉牛育肥

目标，同时制定实现育肥目标的实施方案。

4 科学配制饲料

育肥期的饲料配方应依据肉牛分阶段营养需

要进行设计，犊牛正处于生长发育旺盛阶段，应提

供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饲料；架子牛和淘汰牛则应提

供能量水平较高的饲料。育肥前期，营养水平不宜

过高，粗料水平保持在 55%～65%，精料水平保持

在 35%～45%；育肥后期应提高营养水平，粗料水

平保持在 20%～30%，精料水平保持在 70%～80%。

根据当地的饲料资源，合理择取粗料，注意粗料应

切短后饲喂，而精料粉碎则不宜过细，同时确保饲

料清洁卫生、适口性好。

5 把握饲喂技巧

在饲料营养全面的基础上，设计合理的日喂量，

对节约饲料成本、增加肉牛体质量有着重大意义。每

头牛每天的饲喂量，应根据其体况、体膘、增重设计、

育肥目标以及当地的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与

此同时，要注重肉牛的健康饮水问题，一般处于正常

生长时期的育肥牛每天的需水量为 30～40 kg，切忌

让育肥牛饮用脏水或处于缺水状态，否则将严重影

响饲料的消化和肉牛的健康。合理的饲喂顺序为：先

草后料，先料后水。另外，适量的补充维生素和微量

元素，对肉牛快速增重也有较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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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加强饲养管理

根据所选牛种的年龄、性别和育肥方式，采取不

同的饲养方式。架子牛育肥尽量采取拴系饲养方式，

按肉牛的大小和强弱分栏饲养，以便控制肉牛的采

食量，并能减少斗殴、爬跨等现象。规模化育肥尽量

采取圈养或散养的方式，按肉牛的性别、体质量和月

龄进行分组，小圈饲养，供足全价日粮，保证一定的

运动时间，以利于发挥每头牛的增重潜力。在日常管

理过程中，应坚持“五定”、“五看”、“五净”、“三观察”

的原则，即“定人、定时、定量、定期称质量、定时刷

拭”，“看采食、看饮水、看反刍、看粪尿、看精神”，“草

料净、饮水净、饲槽净、圈舍净、牛体净”，“观察牛只

精神、观察牛只食欲、观察牛只粪便”。

7 科学免疫保健

育肥牛较易感染疾病，各养殖户在做好日常保

健、驱虫、健胃工作的基础上，应参照国家制定的防

疫程序，做好育肥牛免疫接种工作。一旦发现疑似

感染疾病的肉牛，应立即隔离，并及早确诊，选择排

泄快、药物残留少的药物及时进行针对性治疗，于

休药期进行销售，保证食品安全。

8 适时出栏销售

育肥牛的出栏时间，应结合其品种、体质量、肥

育度及市场需求而定。通常公牛以 18～23 月龄、

450～500 kg出栏较为适宜；阉牛以 22～30月龄、

500～550 kg出栏较为适宜。或者判定肉牛的采食

量，当采食量下降到正常量的 1/3或更少，则应考虑

出栏；也可根据肉牛坐骨端、腹肋部、腰角部等是否

有沉积的脂肪以及脂肪的厚薄，来判定其膘情，一

般来讲，育肥牛的膘情达到中等或中等以上，即可

考虑出栏。

防疫猪病要切断传染源和传染途径

猪病，特别是传染病，是养猪生产的大敌。养猪一般都比较密集，一旦发生传染病，会波及大批猪

群甚至全场猪群，引起大批猪死亡。即使不死，也会导致生产缓慢，甚至形成僵猪。另外，猪场在采取检

疫、隔离、封锁、消毒等补救措施时，也得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将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何

况很多传染病发生以后，是无药可治的。所以，做好预防工作，将会换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传染病的发生必须具备传染源、传染途径和易感猪群 3个环节，缺一不可。在防疫中，切断任何一

个环节，传染即告终止。因此在猪群防疫中要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净化易感猪群。

传染源是指患传染病的猪和隐性感染的猪。这些猪的粪尿，咳嗽、喷嚏时喷出的泡沫、唾液、血液、

生殖器排出的分泌物等，都可能带有大量的病原体，而成为污染外界环境的主要来源。因此，一旦发生

传染病，应立即控制传染源。首先要做到及时隔离，将病猪与健康猪群隔离饲养，一切用具、饲料等也

应严格分开；二要严格封锁。把疫病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严禁发病的猪、被污染的饲料及粪尿污

物传播出去；三要彻底消毒。对病猪所在的圈舍、用具进行消毒，来往的人员也要严格消毒；四是要实

施紧急防疫注射，对未发生病状的猪尽快进行疫（菌）苗注射。

一般把病猪的病原体经一定方式侵入其它易感猪所经途径称为传染途径。传染途径可分为直接

接触传染和间接接触传染 2种。直接接触传染是由病猪与健康猪接触而引起，间接接触传染是通过媒

介物（如购进带菌毒的病猪，饲喂被病原体污染的饲料、水等）间接地传给健康猪而引起的。切断传染

途径最好的办法是遏制病原体的扩散，进行定期严格消毒。对疫区进行封锁，对病死猪要深埋或销毁，

对病猪污染过的地方进行严格消毒，如圈舍、垫草、用具及饲养员的衣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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