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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建设云南省现代农业奶牛(奶水牛)
产业技术体系,2013年8月6-8日,德宏州畜牧站

组织人员对芒市奶水牛生产现状展开调查。芒市目

前有奶水牛养殖户148户;饲养奶水牛854头,其中

能繁奶水牛487头(挤奶水牛174头,占能繁奶水牛

总数的35.7%)、后备奶水牛184头、犊牛175头、
种公牛8头;挤奶水牛月均产奶30.60t,日均产奶

1.02t,头日均产奶5.86kg。通过入户调查,进一

步摸清了芒市奶水牛生产现状,剖析了目前奶水牛

业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建议。

1 散养户生产现状

在本次 调 研 的 奶 水 牛 养 殖 场 中,散 养 户 占

56.0%;在总的奶产量中,散养户饲养的奶水牛的奶

产量占45.3%。

1.1 基本养殖情况

芒市共有散养户83户;存栏奶水牛292头,其
中能繁奶水牛190头(挤奶水牛78头,占能繁奶水

牛总数的41.1%)、后备奶水牛65头、犊牛35头、
种公牛2头;挤奶水牛月均产奶13.89t,日均产奶

0.46t,头日均产奶5.90kg。现阶段奶水牛尚未挤

奶的散养户有55户,占散养户总数的66.3%。奶

水牛正常挤奶的散养户有28户,其中饲养规模在

1~4头的有23户,占82.1%;饲养规模在5~10头

的有4户,占14.3%;饲养规模在11~20头的有

1户,占3.6%。

1.2 奶水牛繁殖情况

现阶段没有挤奶的能繁奶水牛中,有30%的牛

难以配种繁殖,有30%的牛处于干奶期,有30%的

牛处于空怀期,还有10%的牛根本不挤奶(只哺喂

犊牛)。调查发现,许多散养户没有及时淘汰难配奶

水牛的主要原因有:一是该牛在之前的泌乳期曾有

过较好的表现(产奶量高);二是该牛属青年母牛且

是三元杂交牛,外貌特征好,养殖户想再继续饲养、
试配一段时间。

奶水牛的初配年龄和受胎率与散养户的饲养管

理水平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饲养管理水平高且

开展过犊牛、后备牛培育的散养户,其饲养的奶水牛

初配年龄可提前到24月龄左右,产犊时间可提前到

34月龄左右,受胎率可达80%左右;而饲养管理水

平一般的散养户,其饲养的奶水牛初配年龄为36月

龄左右,产犊时间为46月龄左右,受胎率仅50%
左右。

1.3 奶水牛产奶情况

1)高产奶水牛。整个泌乳期日产奶量保持在

8~12kg,最高可达14kg,平均9kg左右;泌乳期

一般为300d;产奶量约占所有挤奶水牛总产量的

10%。如赵苍达养殖场就有3头以上这样的挤奶

水牛。

2)中产奶水牛。整个泌乳期日产奶量保持在

4~9kg,最高可达9kg,平均5~6kg;泌乳期240~
300d;大部分奶水牛集中在此级段,产奶量约占所

有挤奶水牛总产量的70%左右。

3)低产奶水牛。整个泌乳期日产奶量保持在

2.5~6.0kg,最高6.0kg,平均3.5kg;泌乳期一

般为240d;产奶量约占所有挤奶水牛总产量的

15%。
对于各种级段的奶水牛来说,能达到最高产奶

量的天数大概为60~90d,其余的时间大致为150~
210d,平均泌乳期为240~30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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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设备配置情况

饲养能繁奶水牛4头以上的散养户一般都配有

青贮设备以及铡草机。

1.5 精料补饲情况

调查发现,大部分散养户都没有为奶水牛补饲

精料,少数散养户也只为泌乳母牛每天每头补喂

1~2kg精料。

1.6 种植牧草情况

大部分散养户种植一年生黑麦草作为冬春枯草

季节奶水牛的青绿饲料。

2 规模养殖场生产现状

在本次调研的奶水牛养殖场中,规模养殖场(养
殖小区及专业合作社)占44.0%;在总的奶产量中,
规模养殖场饲养的奶水牛的奶产量占54.7%。

2.1 基本养殖情况

2009-2012年,芒市共建成百村万头奶水牛养

殖场13个,目前仍在经营的有12个,其中奶水牛养

殖场9个、改养肉牛的养殖场(主要是进行短期育

肥,现存栏肉牛120头,年出栏肉牛1008头)3个,
另1个已完全拆除(不养牛)。9个奶水牛养殖场

中,有养殖小区4个、专业合作社5个;涉及奶水牛

养殖户65户,饲养奶水牛562头,其中能繁奶水牛

297头(挤奶水牛96头)、后备奶水牛119头、犊牛

140头、种公牛6头(尼里水牛4头、摩拉水牛2头);
挤奶水牛月均产奶16.74t,日均产奶0.56t,头日

均产奶5.81kg。

2.2 奶水牛繁殖情况

能繁奶水牛中,调研期间没有挤奶的牛、难配的

牛、处于干奶期的牛以及处于空怀期的牛各占一定

比例,均属正常。唯有芒市芒杏奶水牛专业合作社

及部分养殖户,由于饲养管理不善、奶水牛品种质量

差等,所饲养的奶水牛大部分初配年龄都超过了36
月龄,且经产水牛也出现了产奶量低、屡配不孕的情

况。各养殖小区以及专业合作社的奶水年受胎率在

50%~80%,而受胎率达到80%的养殖小区或专业

合作社,均配备有自己的人工授精员或饲养有种

公牛。

2.3 奶水牛产奶情况

1)高产奶水牛。整个泌乳期日产奶量保持在

6~12kg,最高可达12kg以上,平均9kg;泌乳期

一般为300d;产奶量约占所有挤奶水牛总产量

的7%。

2)中产奶水牛。整个泌乳期日产奶量保持在

4~9kg,最高达9kg,平均5~6kg;泌乳期240~
300d;大部分奶水牛集中在此级段,产奶量约占所

有挤奶水牛总产量的70%。

3)低产奶水牛。整个泌乳期日产奶量保持在

3.0~6.0kg,最高6.0kg,平均3.8kg;泌乳期一般

为240d;产奶量约占所有挤奶水牛总产量的20%。

2.4 设备配置情况

每个养殖小区及专业合作社均配有1~2台铡

草机;青贮窖(池)则是按户建设,一般每户建2个青

贮窖,面积40~50m3。在青贮料充足的情况下,每
头牛日均饲喂青贮料20~25kg、青绿饲料20~25
kg、干草3kg;当青贮料(甘蔗梢较贵)不足时,有的

规模养殖场(如芒丙小区、轩岗拉哏奶水牛专业合作

社、芒丙合作社)以饲喂自己种植的新鲜王草为主,
以降低饲养成本。

2.5 精料补饲情况

所有的养殖小区及专业合作社均为奶水牛补饲

精料,但95%以上的都只饲喂挤奶水牛。每头挤奶

水牛的补饲量从2.0kg到3.5kg不等,大多数与

奶水牛产奶量挂钩,一般每产3.0kg奶补喂0.5~
1.0kg精料,最多不超过3.5kg。50%以上的养殖

小区或专业合作社没有购买专门的奶牛浓缩料,而
是自配混合精料,大多只用玉米、菜粕(油菜籽榨油

后的副产物)、米糠等简单进行混合。

2.6 种植牧草情况

所有的养殖小区及专业合作社均种植牧草,主
要品种有王草、德宏象草等,冬季以种植一年生黑麦

草为主。

3 水牛奶生产及销售现状

芒市散养户生产的水牛奶全部由芒市祥祥乳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祥公司”)收购;养殖小区以

及专业合作社生产的水牛奶大部分(95%以上)也销

售给祥祥公司,只有少量卖到附近的村寨(因数量很

少且并非每天都销售,故未作统计)。水牛奶由收奶

站、养殖小区、专业合作社收集后统一交售给祥祥公

司,收奶价格与每月交售的奶量挂钩,正常情况下

7.2元/kg。如果单月交售的奶量超过2t,祥祥公

司单独给予1600元奖励;单月交售的奶量超过4t,
祥祥公司单独给予3200元奖励;单月交售的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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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6t,祥祥公司单独给予4800元奖励。一般情

况下,多数奶价都能达到8.0元/kg,只有极少部分

是7.2元/kg。
从祥祥公司2013年1-7月在芒市区域收购水

牛奶的情况来看,月均收购水牛奶19163.9kg,日
均632.8kg,详见表1。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芒市

奶水牛产奶量以1、2月份为最高,月均达21898.4
kg,日均达741.7kg;1-5月份,月均产奶量为

21287.2kg,日均为705.2kg;而到了6、7月份,月
均产奶量降到了13855.8kg,日均降至454.8kg,
与1-5月份相比下降了34.9%,其中7月份达到

了最低值。
表1 芒市祥祥乳业公司2013年1-7月水牛奶收购统计

月份 月均收奶量/kg 日均收奶量/kg
1 23365.1 753.7
2 20431.6 729.7
3 23210.1 748.7
4 20316.7 677.2
5 19112.7 616.5
6 14520.2 484.0
7 13191.3 425.5

平均 19164.0 633.6

4 不同规模场养殖状况分析及发展

建议

4.1 提升饲养管理水平

散养户中,赵苍达养殖场的经济效益最好,年收

入可达25万余元(含出售犊牛收入等)。一般情况

下,该养殖场饲养奶水牛30头左右,其中挤奶水牛

常年保持在15头以上;高产奶水牛(有3头以上)日
产奶量最高可达14kg,日均产奶10kg,多数奶水

牛日均产奶量在8~10kg,最低的也能达到7kg;
该养殖场奶水牛的受胎率也是全州最高的,达到

80%以上。而大部分散养户养殖经济效益一般,奶
水牛日均产奶量为5~6kg,平均受胎率为50%~
60%,户均饲养规模为1~4头,年收入在5000~
20000元;养殖效益不好的养殖户占散养户总数的

10%,其饲养的奶水牛日均产奶量低于4kg,受胎

率仅为30%。
规模养殖场中,法帕的2个小区以及芒岗和芒

丙的2个奶水牛专业合作社目前养殖效益较好,小
区挤奶水牛多、交售奶量大、奶价高;由于饲养管理

好,大多数奶水牛日均产奶量都达到了6~8kg,受
胎率达70%~80%;户均年收入达3万~7万元。

其他奶水牛养殖小区或专业合作社,由于养殖数量

有限、交售奶量少、奶价低,加之饲养管理不善,奶水

牛日均产奶量多为5kg、受胎率仅为50%,户均年

收入1万~3万元不等。特别差的养殖小区或专业

合作社(如芒杏奶水牛专业合作社),由于饲养管理

较差,奶水牛受胎率低,加之奶水牛品质不好,挤奶

水牛数量少、产奶量低,现阶段已停止挤奶,唯一的

收入来源便是销售后备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散养户还是规模

养殖场,都存在着效益特好、一般、不好的情况。这

种差异主要取决于奶水牛的品质以及养殖户的饲养

管理水平,可以肯定的是效益好的养殖户,养殖者本

身就善于学习、善于总结、责任心强、管理细致、爱护

牛只,并以饲养奶水牛为职业,既是饲养员也是人工

授精配种员。
针对芒市奶水牛养殖现状,建议重点扶持挤奶

水牛饲养规模11~20头的养殖户,对这些养殖户进

行技术、资金等全方位的帮扶,这部分养殖户将是奶

水牛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养殖户也只有达到这个养

殖规模,养殖经济效益才能得到保证,养殖者才舍得

投入并以饲养奶水牛为职业安心养殖,从而使饲养

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并促进奶水牛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4.2 积极选育高产奶水牛

高产奶水牛日产奶量最高可达14kg以上,在
泌乳期内日均产奶量可达8~9kg。然而这样的奶

水牛较少,所占比例不到10%。在今后的工作中,
建议建立健全牛群档案,特别是高产奶水牛的相关

档案资料、系谱资料,尽量保留现有高产奶水牛群体

不外流,并以这些高产奶水牛为母本,及时开展相关

的选育工作。通过选育,快速扩大高产奶水牛群体。

4.3 合理、足量补饲精料

散养户中,除了赵苍达奶水牛养殖场补饲精料

涉及到整个奶水牛群体(犊牛、后备牛及能繁母牛)
外,其余的养殖户都仅为挤奶水牛补饲精料;而养殖

小区和专业合作社也只有50%左右的养殖户既补

喂挤奶水牛也补喂犊牛,其余的也只是补喂挤奶水

牛。同时,大多数养殖户补饲奶水牛的精料几乎都

是自配,且主要是能量饲料,这样的精料只能为奶水

牛补充能量,而不能满足其对蛋白质、维生素、微量

元素等的需求。此外,大多数养殖户补饲精料的量

不足,而试验证明奶水牛每天的精料补喂量应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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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奶水牛3.5~5.0kg、中产奶水牛3.0~4.0kg、
低产奶水牛2.0~3.0kg。因此,建议大力推广使

用奶水牛专用配合饲料和浓缩料,满足奶水牛的营

养需求,并足量供应,以提高其产奶量;同时,应从长

远利益考虑,加强对奶水牛犊牛、后备牛的培育,争
取提早配种、提早产犊、延长使用年限,为培育高产

奶水牛打下基础。

4.4 提高奶水牛受胎率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养殖户饲养的奶水牛

受胎率较低。所养奶水牛受胎率较高(达80%以

上)的散养户或规模养殖场,均配有人工授精员,个
别场还饲养有种公牛;而所养奶水牛受胎率较低的

散养户或规模养殖场,一是没有人工授精员,二是养

不起种公牛,三是饲养管理较差。因此,要真正解决

受胎率较低这一问题,建议首先加强技术培训,提高

养殖户的饲养管理水平;其次多培养人工授精员,同
时提高配种奖励资金,如每配种成功(受胎)1头奶

牛奖励配种员200元;再次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扶持

奶水牛散养户或规模养殖场购买种公牛,可每10~
20户配置1头种公牛,并积极推行人工授精与本交

相结合的方式,努力提高奶水牛受胎率。

4.5 适时更新奶水牛群

调查发现,许多养殖户因舍不得淘汰难配奶水

牛,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养殖成本,降低了生产成绩和

经济效益。建议养殖户根据牛群生产情况,及时调

整、更新牛群,对屡配不孕且治疗无效、患有生殖系

统疾病或其他慢性病、年龄过大、品质较差、泌乳期

短、产奶量低(日产奶2~3kg)的奶水牛,及时予以

淘汰,并适时补栏优质高产奶水牛。
(责任编辑: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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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猪饲料原料的注意事项

1)原料的种类和用量。原料品种应多样化,以利于发挥各种原料之间的营养互补作用。常用猪饲

料的比例为:谷物类(如玉米、稻谷、大麦、小麦、高粱等)占50.0%~70.0%;糠麸类(如麦麸、米糠等)占

10.0%~20.0%;豆饼、豆粕占15.0%~20.0%,有毒性的饼、粕(如棉籽饼、菜籽饼等)应小于10%并要

进行脱毒处理,种猪不宜食用棉籽饼(粕);动物蛋白质饲料(如鱼粉、蚕蛹粉等)占37.0%;草粉、叶粉小

于5.0%;贝壳粉或石粉占3.0%~3.5%;骨粉占20.0%~25.0%;食盐小于0.5%。

2)饲料原料的特性。要掌握原料的有关特性,如适口性、饲料中有毒有害成分的含量、饲料有无霉

变等。适口性差、含有毒素的原料的用量应有所限制,严重污染的、霉变的原料不宜选用。

3)原料的体积。为了确保猪能够吃进每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所选原料的体积必须与猪消化道容

积相适应。如果体积过大,猪一天所需的饲料量吃不完,从而造成营养物质不能满足需要,同时还会加

重消化道的负担;若体积过小,虽然营养物质得到了满足,但猪没有饱感,表现出烦躁不安,从而影响生

长发育。

4)原料的混合。各种原料必须混合均匀,才能保证猪吃进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尤其是添加预混

饲料时,如混合不均匀,易造成猪药物或微量元素中毒。

5)加工调制。除麦麸、米糠、鱼粉、骨粉等粉状原料外,玉米、豆类、稻谷等籽实类原料应适当粉碎;
生大豆不能直接喂猪,必须炒熟或煮熟后才能使用。

6)经济性原则。应本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原料资源。
来源:搜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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