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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云南省碧城镇 6个中小规模养牛场 2011-2012年发情授配母牛数的逐月统计分析，揭示母牛

发情和配种受胎率随季节变化的规律。结果发现，1年中，发情母牛冬季所占的比例最小，只 16.9%；夏季最高，达

41.5%。春、秋季，春、冬季，秋、冬季间差异不显著（ >0.05）；春、夏季间差异显著（ <0.05）；夏、秋季，夏、冬季间差

异极显著（ <0.01）。情期受胎率以冬季最高，为 60.00%，夏季的情期受胎率最低（36.73%），秋季居中为（52.38%），

春季（50.00%），配种后返情时间主要集中在配种后 10～24 d，此区间返情率占全年配种母牛的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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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肉牛业的快速发展，肉牛繁殖率低成为制

约肉牛业发展的突出问题[1]。牛是单胎家畜，妊娠期

可达 280 d 多，因此牛的繁殖周期较长，繁殖成本

高[2]。

尽管牛为常年发情的动物，但如果饲养管理条

件差、营养缺乏，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则会发情不

明显或停止发情，所以，一些地方如北方牛的发情

有淡旺季之分。与其它家畜相比，母牛的发情期较

短，且在发情停止后数小时内便开始排卵，因此，母

牛发情状况的判断决定着繁殖效率的高低，适时配

种对保证母牛受胎率，提高牛群的繁殖率具有十分

重要的经济意义[3]。根据肉牛发情特点，把握最佳配

种时机，提高肉牛的情期受胎率，是提高肉牛经济

效益的重要手段[4]。

目前，我国的肉牛养殖主要以小规模的散养方

式为主，随着我国政府对肉牛产业化发展的重视，

规模化养殖将成为肉牛业发展的趋势。然而，散养

和集约化养殖在养殖理念和管理方式上存在明显

的不同，因此，新型规模化的养殖将促使我们对于

母牛繁殖生理的表现方式和特点进行探讨[5]。

本研究通过对集约化养殖的肉牛在不同季节

发情、受胎率等繁殖特点进行分析，旨在为完善规

模化养殖的繁殖管理体系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时间与地点

调查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2012 年 2 月，调

查地点为云南省禄丰县碧城镇 6 个中小规模肉

牛养殖场。

1.2 调查方法

通过实地调查，整理 6 个中小规模养殖场自

2011年 1月 -2012年 2月的母牛繁殖记录和生产

记录资料，根据母牛发情、卵泡发育和配种受胎情

况进行统计和分析。

1.3 母牛的饲养管理

1）母牛的饲料组成。空怀母牛的饲料组成以干

稻草为主，补充青贮玉米秸秆料，适当添加精料，其

精料配方为玉米 65%，麦麸 15%，糠麸 18%，食盐

1%，添加剂 1%。在饲养中，根据母牛膘情适当调整

精料添加量，以保持牛的中上等膘情。

妊娠母牛的饲料组成。青粗饲料的饲喂同空怀

母牛，但其精料调整为玉米 27%，糠麸 25%，豆饼

20%，麦麸 25%，骨粉（贝粉）2%，食盐 1%。同时每天

添加 1 200～1 600 IU维生素 A。

2）饲养管理方式。牛舍结构为开放式、单圈饲

喂，夏季牛舍南北壁开放，冬季舍壁采用透明塑料

试验研究18· ·



养殖与饲料 2015年第 6期

表 1 发情母牛左右卵巢的成熟卵泡 1）

1）同列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0.05），相同大写字母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 <0.01），下同。

时间段 母牛头数 /
成熟卵泡位置 发情平均

持续时间 /h左 /% 右 /%

春（3-5月） 28 14.29±6.81Bb 85.71±6.81Bb 21.54±7.25Ac

夏（6-8月） 49 24.49±1.76As 75.51±1.76As 17.47±5.76 Cc

秋（9-10月） 21 38.10±9.85Aa 61.90±9.85Aa 19.60±6.89 Ac

冬（11-2月） 20 70.00±3.50Cc 30.00±3.50Cc 20.74±8.74 Aa

全年总体 118 32.20±2.80Aa 67.80±2.80Aa 20.59±6.21 Aa

薄膜封闭；日喂 3次，栓系饲养，自由饮水。

1.4 发情判断和卵泡发育鉴定

1）发情判断。通过外部观察鉴定发情和发情阶

段，母牛的发情阶段分为发情初期、发情中期和发

情后期。

发情初期是指母牛爬跨其他牛或被其他牛爬

跨，但不愿接受公牛爬跨，兴奋不安，持续性、周期

性鸣叫，外阴部轻微肿胀，黏膜充血呈粉红色，阴门

流出少而稀薄呈蛋清水样透明黏液；发情中期是母

牛急欲爬跨和追随其他牛，接受公牛爬跨，哞叫不

停，阴门中的液体黏性增强，量增多，呈长条玻璃

状，不易扯断，外阴部充血、黏膜潮红、频频排尿。发

情后期是母牛不再哞叫，也接受爬跨，外阴部黏膜

变为淡红，充血肿胀度开始消退，但母牛流出的黏

液数量减少、黏性减弱并夹杂有黄白色絮状物。

2）直肠检查法判断卵泡发育。直肠检查的操作

方法：戴上一次性手套，用肥皂润滑手臂，伸入母牛

直肠，检查牛子宫角和子宫体进行妊娠诊断；探找

左右侧卵巢，通过手感触诊卵泡发育情况。牛卵泡

的发育可以划分为 4个时期。

卵泡出现期：卵泡直径为 0.50～0.75 cm，触诊

波动不明显。

卵泡发育期：卵泡增大到 1.0～1.5 cm，呈小球

状波动明显。

卵泡成熟期：卵泡不再增大，但泡壁变薄，紧张

性增强，有一触即破之感。

排卵期：卵泡破裂排卵，卵液流失，故泡壁变松

软，成为一个小的凹陷。

1.5 配种方法

采用直肠把握子宫颈两手配合方法进行人工

输精。精液为细管型冷冻精液，解冻后的精子活率

在 30%以上，输精部位为子宫颈深部或子宫体，输

精时间为卵泡成熟期。

1.6 指标测定和数据分析

1）指标测定。平均发情持续时间、左右卵巢成

熟卵泡数、10～24 d 返情率、25～45 d 返情率、46

d以上返情率和受胎率。

发情持续时间是指一个发情周期内从发情开

始到发情结束的时间。

返情率指发情期过了没有怀孕，要让它重新发

情以便配种，能重新发情的数值叫返情率。

受胎率指母畜配种后实际怀孕的百分比。

2）数据分析。数据用 Excel 2003和 SPSS 17.0

计算出平均数和标准差（用 Mean±SD表示），并进

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母牛发情卵巢卵泡成熟数

繁殖母牛一年四季均有发情，但夏季母牛发情

数要多于其他季节。在不同季节母牛卵巢卵泡发育

状况见表 1。尽管母牛卵巢卵泡成熟以右侧卵巢卵

泡成熟数较多（占 67.8%），但是在不同季节存在差

异，春、冬季左右卵泡比例和全年相比差异极显著

（ <0.01），夏、秋季和全年相比差异不显著（ >0.05）。

各季节母牛发情平均持续时间，以夏季最短，平均为

（17.47±5.76）h，显著低于其他季节的发情持续时

间（ <0.05）。春季母牛的发情持续时间最长，平均为

（21.54±7.25）h，但与秋季和冬季相比无显著性差

异（ >0.05）。由此可以看出，母牛的发情和发情持续

时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

2.2 不同季节繁殖母牛的返情率和受胎率比较

由表 2可见，母牛配种后返情时间主要集中在

配种后 10～24 d，可占全年配种母牛的 26.63%。相

比较而言，以夏季的返情率 63.27%最高，最低的返

情率在冬季，平均为 50.22%。但是，母牛在配种后

25～45 d期间的返情率，以冬季为最低，显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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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季节繁殖母牛的返情率和受胎率比较

其他季节。46 d以上的母牛返情率以冬季为最低，

在 20头发情配种母牛中无一牛返情。受胎率以冬

季最高，平均为 60.00%，夏季的受胎率最低，平均为

36.73%。

3 讨 论

3.1 季节对母牛繁殖性能的影响

尽管母牛为全年发情动物，但是，气温是影响

繁殖母牛情期受胎率的主要原因之一，高温致使母

牛的受胎率降低[6]。高温对繁殖性能的影响十分明

显。目前，有关高环境温度对牛发育和母牛受胎率

的报道较多，但关于温度对母牛发情的影响的报道

却不多见。有研究指出高环境温度下，不论公牛或

母牛的发育均延迟；也有报告显示布拉玛牛或短角

牛在 26 ℃时其发育日龄均延后达 5个月；亦有研

究指出高环境温度牛的受胎率可以由 66%降到

35%；而在佛罗里达州的北部牧场历时 3年的实验

表明，对繁殖母牛进行人工授精，观察结果显示，在

高温、高湿环境下头胎青年母牛受胎率（47%）高于

经产牛（32%）[7]。实验表明，与有遮阳措施的母牛相

比，饲养在无遮阳环境下的母牛，在发情周期的黄

体期血液中孕酮浓度会略有升高；另据报道，当环

境温度由 4.0 ℃升到 28.1 ℃时，母牛血清中孕酮

水平上升 73.33%，而皮质醇、促黄体生成素和雌二

醇水平则显著下降。因此，本研究在 1年的不同季

节中，以冬季配种的母牛情期受胎率最高，达

60.00%；春、秋次之，夏季最低，只有 36.73%。繁殖

母牛全年平均情期受胎率为 49.78%，其结果与相关

报道一致。

3.2 夏季母牛繁殖性能降低的原因

有研究表明，繁殖母牛适宜气温为 19～20 ℃。

当气温超过 25.7 ℃时就会产生高温应激。Monty

等 [7]和 Cavestany等[8]认为母牛在热应激条件下，可

使受胎率明显下降。因为高温使繁殖母牛体温上

升，子宫血流量降低，导致供给胚胎的养分减少，从

而影响胚胎的生长发育，造成胚胎的早期死亡和一

些繁殖疾病。据报道，高温可使胚胎的早期死亡数

增加[9]，在青年母牛，使正常胚数下降了 23%，并造

成胎衣不下增多[10]。已有的研究显示，高温对母牛生

殖的不良影响主要在配种前后一段时间，特别是胚

胎附植的几天内，是胚胎死亡的关键时期，而这一

时期的胚胎的死亡，妊娠信号发出但是附植失败，

往往导致母牛的返情滞后，相关研究表明，其返情

时间在 32 d左右，因此，本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

同时也导致夏季母牛发情头数比例的增多[11]。

4 结 论

母牛尽管为全年发情动物，但是气温是影响繁

殖母牛发情及受胎率的主要原因之一。每年从 11

月份开始到翌年 3月，这几个月天气寒冷，在这个

时期母牛发情很少，但是受胎率较高。在 6～7月的

炎热天气，特别是 40 ℃左右高温天气，母牛发情表

现也异常，但是，炎热的高温使母牛体温升高，内分

泌机能紊乱，直接影响母牛的受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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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3年 4月至 11月底，在广西水产畜牧学校内的 2个条件相似的鱼塘进行了传统养殖与垂钓养殖

经营的对比试验。传统鱼塘每 666.67 m2产量 755 kg，群体增肉倍数 12.7，综合饵料系数 1.14，成活率 92.3%；每

666.67 m2产值 10 077元，每 666.67 m2利润 3 287元。垂钓鱼塘每 666.67 m2产量 399 kg，群体增肉倍数为

0.73，综合饵料系数为 1.69，成活率 66.7%；每 666.67 m2产值为 21 596元，每 666.67 m2利润为 13 726元，资金

利润率为 174%，分别是传统养殖鱼塘的 2.40倍、4.18倍和 3.60倍。传统鱼塘取得了较高的养殖效率和较好的经

济效益，垂钓鱼塘的养殖效率较低，但其经济效益高于传统鱼塘。

关键词 传统养殖；垂钓鱼塘；对比试验；养殖效率；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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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鱼塘条件

2个鱼塘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山路

7号，广西水产畜牧学校校内，地理位置优越，交通

十分方便。2个鱼塘条件相近，仅一堤之隔，南北并

列，南边鱼塘为 1号塘，用普通方式进行饲养管理

经营（以下简称“传统鱼塘”）；北边鱼塘为 2号塘，

按休闲垂钓方式饲养管理经营（以下简称“垂钓鱼

塘”）。每个鱼塘面积均为 1 333.33 m2，近于正方

形。塘堤为水泥砖砌成，宽 2～3 m，堤面上铺生态

砖，池边陆地 10 m内无高大树木，池塘上空无高压

电线穿过。池深均为 2.0 m，平均水深 1.8 m，池底

平坦，淤泥平均 10 cm。水源为地下井水，水质良好

无污染。池塘均配 1.5 kW叶轮式增氧机 1台。

为便于垂钓，将垂钓鱼塘 4个塘边划分成 A、

B、C、D 4个区，并在其塘堤边上每隔 2.5 m用红油

漆划 1个钓位，写上编号，共划出 44个钓位。每个

钓位用电钻钻小孔数个，用于安插鱼护、支杆架或

雨伞等。

1.2 鱼塘准备与鱼种放养

1）鱼塘准备。2个鱼塘均在鱼种放养前用生石

灰 250 kg对池塘进行干法清塘消毒，改善底质。鱼

种放养前 10 d注水到 1 m深左右，并投放发酵粪

肥 300 kg培育浮游生物。

2）鱼种放养。1号塘在 2013年 4月 23日共放

入鱼种 2 750尾，质量为 110 kg，其中罗非鱼为主

养鱼，每 666.67 m2放养吉富罗非鱼苗 1 000尾，配

养鳙、鲢、大口鲶。2号塘在 2013年 4月 12日共放

入鱼种 15 760尾，质量为 403 kg，其中以鲫为主要

养殖和垂钓对象，每 666.67 m2放养量为 7 500尾，

配养鳙、鲢、鲤。鱼种放养前均用 20 mg/L的高锰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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