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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矫正处理和人工助产。若是正产，就让犊牛自然

产出；犊牛产出后，让母牛舔净犊牛身上的黏液等

物，若母牛不舔，助产人员则要用干净毛巾擦净，并

一同擦净犊牛口腔、鼻腔里的黏液等物。另外，犊牛

应及时吃上初乳，犊牛出生后，没有及时吸吮初乳

时，要人为协助其在 1 h内吸吮到初乳。

6 做好黄母牛疫病防控工作

1）黄母牛栏舍卫生清扫。每天对黄母牛栏舍粪

便进行清扫 1次，对潮湿的垫料要一并进行更换，

清扫出的粪便与垫料，要进行堆积发酵处理。

2）牛栏舍的消毒。每 10 d对黄母牛栏舍进行

消毒处理 1次，每季度对全场消毒处理 1次。

3）相关疫病的免疫。每年春秋定期对黄母牛进

行口蹄疫免疫注射；对周边有布鲁氏杆菌病等疫情

的，同时进行布鲁氏杆菌病等疫病免疫。

4）驱虫。每年定期对黄母牛驱虫 2次，无法进

行群体驱虫的，要逐头进行驱虫。

7 淘 汰

对老年、体弱、难孕、易流产的母牛，生长能力

低的母牛及体型过小的母牛及时进行淘汰处理。

8 引进应用新技术

对于黄母牛饲养数量多的农户，可以考虑引进

和应用黄母牛同期发情、黄母牛促排卵、母牛产双

犊及母牛胚胎移植技术，以达到提高母牛繁殖效率

和养殖效益的目的。

摘要 犊牛的生长状况关系到牛一生的生产性能、生长速度、繁殖性能等，良好的接产与护理新生犊牛，是

科学养牛业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本文从接产前准备、分娩接产以及出生小牛护理 3个方面介绍了新生牦牛犊的

接产与护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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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一般指初生到断奶阶段的小牛。此阶段牛

不但生长速度快、饲料报酬高、经济效益好，而且还

与牛一生的生产性能、生长速度、繁殖性能等息息

相关。笔者通过长期牦牛养殖实际生产观察，发现

如何科学饲养犊牛往往容易被农、牧民忽视，因而

造成犊牛生长受阻，形成“僵包牛”，甚至有死亡的

危险。因此，良好的接产与护理新生犊牛，是科学养

牛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 接产前准备

1）饲草料准备。在青海高原地区，牦牛一般长

年生活在 3 000 m以上的高海拔、低气压、缺氧、高

寒严酷的高山草原上。一年中由于暖季短、冷季长，

牧草生长期只有 4～5个月，在牦牛养殖中饲草料

极为匮乏，常处于“夏壮、秋肥、冬瘦、春乏”甚至死

亡的恶性循环，尤其是产犊季节春季（枯草期），更

为突出。因此，在夏、秋牧草丰盛季节应准备足够的

饲草料，对产犊母牛和出生犊牛至关重要。

2）产房的准备。牦牛的怀孕期是 250～260 d，

平均为 256.8 d。产犊季节一般在春季（3～4月份），

此期，气候仍然十分严寒，并且风沙特大，偶尔还遭

大雪的侵袭，加之牦牛白天放牧，晚上归牧后无暖

棚圈舍，露天过夜，牦牛极易染病。因此，在条件许

可的情况下为产犊母牛建一座简易专用暖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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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是十分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根据母牛怀孕天数

在预产期前 1周，对专用产房进行彻底清扫，并用

5%的氢氧化钠溶液或来苏尔消毒。房内保持通风良

好、地面干燥、不存贼风，同时做好新生犊牛的保暖

衣以及检查生火炉和照明等工作。据资料报道，新

生小牛最适宜的外界环境温度是 15 ℃[1]。结合长期

高原牦牛养殖生产实践和牦牛生理的特殊性，总结

出产房温度应控制在 5～8 ℃左右最好。生产证明，

温度越低，牦牛犊越易感冒。由此，为保持产房温度

不高不低，应在取暖设备的基础上，地面铺 1层 5～

10 cm 左右的羊粪或干牛粪渣对产房保温效果较

好。

3）器械和药品的准备。在产犊前 1 d准备 70%

酒精、5%碘酒、2%来苏尔、0.1%高锰酸钾溶液、催产

素、青霉素等。另外最好备有一套常用的、已经过消

毒的手术助产器械（剪刀、注射器、纱布、绷带、细

布、麻绳、工作服和产科用具），以备急用。除此还应

准备脸盆、干净毛巾、肥皂和温水等。

4）接产人员配备。接产人员应受过简单的接产

培训，熟悉牛的解剖部位和分娩常识。在具体操作

过程中必须严格按兽医卫生规程进行，同时还应有

固定的饲养人员在夜间加强值班。

2 分娩接产

分娩是母畜正常的生理过程，一般情况下不需

干预，让母牛自行产出小牛最佳，这样避免母牛阴

道和子宫的人为感染，接产人员的主要任务是监视

分娩情况和护理犊牛。

1）根据母牛在分娩前出现不同程度的临床表现，

如乳房膨大且变硬，轻轻按摩可挤出黄色胶状物，

但有个别母牛产后才有泌乳；排尿次数增多，尾根

两侧出现凹陷；食欲减少或干脆绝食并行动不安，

当出现这些乳房变化及行为表现时，则即将分娩。

这时接产人员应立即清洗母牛外阴部及其周围，同

时剪去乳房周边的长毛等，并用消毒药水擦洗，用

纱布缠好牛的尾根部，系于一侧。产出开始时，接产

人员穿好工作服、鞋等以及消毒手臂，做好接产准

备。

2）母牛在分娩中尽量保持环境安静，有利于顺

利分娩。母牛分娩时多数侧卧，最好尽量勿向左侧

卧，以免胎儿受瘤胃压迫难以产出。母牛腹部阵痛，

全身哆嗦，呼吸紧迫，两腿向前伸直，尾巴上卷，不

断努责，同时阴门流出羊水，产出牛犊。胎儿产出时

大多数头先出来，但也有个别臀部先出来，均属正

常现象。在正常情况下犊牛产出后母牛主动舔牛犊

的嘴、鼻以及身上的黏液，接产人员不需干预，如出

现保姆性能较差，尤其初产母牛，此时，则应人为迅

速擦干牛犊身上的黏液，并迅速将黏液涂在母牛嘴

和鼻上，同时将麸皮撒在牛犊身上，尽量让母牛舔

食，以便尽快建立母子感情和促进新生牛犊的血液

循环。如遇天气不好时，迅速将保暖衣绑在牛犊身

上抵御冷空气侵袭。脐带尽可能让牛犊自行扯断，

一般不必消毒。如体质较弱无法扯断，先将脐带血

液向脐部反复捋数次后（有利于新生牛犊的健康），

在脐部 20～25 cm处，用 5%的碘酒进行消毒、剪

断，以减少脐带感染的机会。母牛顺产时大多数从

羊水流出开始到产出牛犊只需 1～2 h，甚至只需

0.5 h，但个别母牛需时间较长，约 2～3 h，在生产

中一般母牛很少出现难产，但有时因胎儿过大，母

牛体质较弱，无力阵缩等情况会出现难产，如母牛

超过 4 h还不能产出小牛，并且努责明显减弱，即

为难产。除此，个别母牛长时间强烈努责不见胎儿

露出，可注射催产素，如果仍不见效者均属难产。此

时接产人员则应迅速进行助产，以免小牛在产道停

留时间过长发生窒息死亡。

3）助产。助产者应胆大心细，熟悉产道结构。

将事先剪好指甲的双手、双臂清洗、消毒，随后涂

抹润滑油，配合母牛努责，双手慢慢伸进产道根据

胎位，采取相应灵活措施调整胎儿，结合母牛努责

双臂左右交替用力，将胎儿顺母牛骨盆轴方向缓

慢拉出，当胎儿头部通过阴门时，助手双手捂住阴

门，以防阴门上角或会阴部撕破。当胎儿腹部通过

阴门时，应双手护胎儿脐部，防止脐带断在脐孔

内。在胎儿臀部通过阴门后，拉速应放慢，以防子

宫脱出。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为防止母牛发生产道

感染和其他疾病等，最好给母牛注射一定剂量的

抗生素药物。

4）母牛在分娩中有时出现假死胎儿和异常胎

儿，小牛出生后不呼吸但发育正常，心脏跳动的假

死现象，遇到假死现象时，将小牛右侧卧，轻轻推压

胸部或将两腿提起，用手轻拍胸、背等，经过如此处

理后一般就会苏醒。对受冻造成的假死，应立即将

小牛转入较暖的房间或用毛毯包裹后，慢慢暖苏

醒。严禁用火烤或直接电暖气、小太阳烤。对于羊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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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破裂，胎儿装在半透明的囊里———“红胞胎”，如

碰到这样的异常胎儿，应立即扯破羊膜囊，时间如

过长，就会造成胎儿窒息。

3 出生小牛护理

在生产当中，小牛的护理实际应与母牛同步进

行，才能确保犊牛健康成活。

1）首先母牛在分娩过程中体能消耗过大，尤其

失去水分过多，新陈代谢机能下降，抵抗力减弱，此

时，对母牛护理不当，不仅影响母牛的身体健康，严

重时还会造成缺乳甚至绝乳，使小牛成活严重受到

影响。因此，对母牛注意保暖、防止受凉感冒，产后

1 h左右饮 10～15 kg温水，最好在温水里放适量

食盐和麸皮，这样既预防消化不良、乳房炎，又可促

进母牛的泌乳活动和恶露的排出，寒冷天尤为重

要。切忌饮冷水和突然变换饲料等，同时饲喂少量

优质易消化的干草，精料在分娩后 3 d应逐步增加

到原来预定量。此外，注意观察母牛的胎衣是否在

预定时间排出，以及可能发生的阴道脱、子宫脱、乳

房炎等产后疾病。一旦出现异常现象，立即采取相

应措施对症治疗。

2）新生小牛脱离母体后，进入外界新环境，生

活条件及环境突然发生改变，其各种生理机能尚未

充分发育，对外界不良环境的抵抗力较低，适应能

力较弱，因此，必须做好护理工作。一般小牛出生后

5～10 min便能站起来并寻找乳头吃乳，对于体弱

无法寻找到乳头的小牛（初产母牛、保姆性能差的

母牛），护理人员要耐心协助让小牛吃到第 1次乳，

并注意观察哺乳表现，当小牛吃乳时频繁顶撞母牛

乳房，而吞咽次数不多，说明母牛泌乳量不足；小牛

口角出现白泡沫，且吸吮动作减慢，则说明母牛乳

充足。据大量资料介绍：初乳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

与常乳比较，干物质总量多 1倍以上，蛋白质多 4～

5倍，乳脂多 1倍左右，维生素 A、D多 10倍。初乳

中还含有较多的镁盐，有轻泻的作用，有利于排出

体内胎粪。初乳对初生牛犊的成活至关重要[2]。通过

多年养殖生产实践证明，初生牛犊吃到初乳时间越

早越有利于健康。因此，当小牛出生后应人为地让

小牛在 0.5 h内吃到足够初乳，甚至更早时间才好。

初乳期一般为 5～7 d。

3）犊牛出生后 7～10 d，随着消化器官机能开

始建立，对营养需求量逐渐增加，就应采取隔栏补

饲技术，进行诱食，训练其吃草吃料。饲草料以优

质、易消化，量不宜过多为原则。出生 10 d以后，精

料补饲量大体为每天每头 150 g起步，每隔 5～7 d

加量 1次。60 d以后，精料应加到 500～600 g，每

天应有足够的清洁温水供饮用。并注意运动和晒太

阳，运动可促进犊牛采食量，晒太阳既可取暖又可

补充钙质，有利于犊牛健康生长发育，尤其是在高

寒严酷的青海高原更为重要。

4）犊牛精料配方。粗蛋白质含量应达到 16%～

18%，并保证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平衡和良好的适口

性。组成配方为玉米 52.0%、麸皮 20.0%、豆粕

15.0%、菜籽饼 10.0%、食盐 0.5%、磷酸氢钙 2.0%、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添加剂预混料 0.5%。

5）犊牛及时断奶，当犊牛饲养到 6～7 月龄时

应采取断奶。此时，母牛应根据膘情逐渐增减精料

喂量，原则上不能减量过快，否则加速泌乳量的下

降，同时还要控制母牛体重过高。其目的是在保持

本胎次泌乳量的基础上为下次泌乳积蓄体力。犊牛

则应脱离对母乳的依赖，逐渐增加精粗饲料的采食

量。在生产上最好的断奶是将母子强制远离分饲，

彼此影看不到、音听不到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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