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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牧草的栽培 
（1）目的 

栽培牧草是不需要依赖放牧进行家畜饲养的技术中非常重要的技

术之一。尤其是要生产质量好的越冬饲料就必须栽培出好的粗饲料。

这里我们归纳了具有代表性的粗饲料的种类及其特征，以及栽培管理

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 

 

（2）粗饲料的种类 
粗饲料是指茎叶主要用于家畜饲养的作物。粗饲料分为牧草和饲料

作物，牧草又可分为豆科和禾本科，而饲料作物可分为谷实类作物和

根菜类(参照下表)。 

 

豆科牧草 苜蓿、红三叶等 
牧草 

禾本科牧草 黑麦草、鸭茅 

谷实类作物 玉米、高粱 
粗饲料 

饲料作物 
根菜类 甜菜、洋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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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征 
代表性的粗饲料及其特征如下表所示。 

作物名称 特征 

豆科牧草 

• 豆科牧草蛋白质含量高、非常适合作饲料。另外，

因为有根瘤菌固氮的作用，在氮含量较少的土地

也适合种植。 

• 苜蓿原产在中亚，可以在干旱地带很好地生长。 

• 苜蓿从种植第二年开始每年可以打草三次。三叶

类的初期生长缓慢，单一种植很难形成草场。 

禾本科牧草 

• 禾本科牧草与豆科牧草相比单位面积的产量高，

草地生产能力较强。但是，各种草种存在环境适

应能力和再生能力的差异，因此选择适合于本地

区的品种非常重要。 

• 多年生的黑麦草，初期生长较快并呈丛生状，故

作为林带树下植草和土壤覆盖草，利用价值高。 

玉米 

• 玉米是禾本科一年生植物，成熟时高度近 2m，不
仅是果实，杆和叶都可以做青贮料。环境适应能

力较强，从热带到寒冷地带都可以种植，因此在

全世界被广泛利用。 

• 阿勒泰地区种植的玉米品种的相对成熟度 (从发
芽到成熟的相对天数)为 120天～130天。 

高粱・ 

苏丹草 

• 高粱、苏丹草是禾本科一年生植物，成熟期的高

度可超过 3m。抗旱和再生能力强，一年可以收割
2～3次。 

• 高粱的杆比苏丹草的粗，与玉米相似，所以除了

青饲以外也可以用来制作青贮料。苏丹草与高粱

品种不同但性质相似。与高粱相比，它的初期生

长较快，因此可以确保在短时间内收获。但是，

苏丹草的杆细，不适合做青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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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苜蓿栽培 
1）步骤 
种植苜蓿的作业流程如下表所示。苜蓿是多年生植物，因此第一

年和第二年的作业流程是不同的。虽然一年可以打草三次，但是根据

地域气象条件的不同，考虑到草地的持久性，只打 2次草可能会好一
些。 

 

 4～5月 5～6月 7～8月 9月 

第一年 浇水→基肥→播种   收割 

第二年以后  收割→(追肥) 收割→(追肥) 收割→(追肥) 

 

2）栽培管理 
苜蓿栽培管理的要点是适当地浇水和适时打草。特别是播种前、

打草前、追肥后的浇水工作非常重要。 
苜蓿栽培的各项作业需注意的方面如下表所示。 

 

项目 内容 作业 

播 种

前 浇

水 

 

• 播种前要充分浇水。 
• 不翻地直接播种时，浇水不仅为了

使土壤富含水分，同时也为了使土

壤变得松软，因此这项工作很重要。

 

基肥 • 堆肥或家畜粪：1吨／亩 
• 尿素：10～15kg／亩 
• 磷酸：20～25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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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 • 播种期：4月中旬到 5月上旬之间。
• 播种量：0.7～1.2kg／亩 
• 不翻地播种可以得到充足的产量。

 

浇水 • 根据土壤水分情况，适当地浇水。

• 浇水周期大概为 5天～10天一次。
• 收割前 2～3天最好浇一次水。 
• 要注意不要把种子冲走。 

 

 

收割 • 在适宜收割期进行收割。 
• 适宜收割期  

第一茬草：开花 50％ 
   第二・三茬草：草高 50～60cm
• 割草的高度：离开地面 5cm。 

 

追肥 • 收割后，追施以下化肥较好。 
• 尿素：5～10kg／亩 
• 磷酸：5～10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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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判断最佳收割期的方法 

植物如果开花，它体内的营养成分会被消耗掉，因此要得到营养

价值高的牧草最好是在开花前收割。另一方面，产量是随着植物的

生长逐渐增加的，晚收割干草的量就多。为了更多地得到营养价值

高的苜蓿，在条田内 50％的植株开花时收割为宜。第二、三茬草因
为气候原因也可能不开花，那就在草的高度长到 50～60cm时收割
为宜。 

 
第一茬草 第二、三茬草 

条田中 50％的植株开花时 草高达到 50～60cm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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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各个收割阶段的产量和成分含量 
下图所示的是阿勒泰市阿拉哈克乡各个收割阶段的产量以及蛋白质

和磷酸的含量。 

 

各个收割阶段的苜蓿产量 

 

 

 

454
415

340

0

100

200

300

400

500

 

苜蓿中蛋白质及磷酸含量 

 

 

18.6

17.8

17.1

0.25 0.25

0.19

15.0

16.0

17.0

18.0

19.0

20.0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 苜蓿的年产量 
 800～1,000kg／10公亩 

(割 3次／年) 
 

 

• 第一茬草中蛋白质含量最高，因此
有效利用第一茬草非常重要。 

• 第三茬草与第一、二茬草相比磷酸
含量最低，因此第二茬草割完后要
追肥。 

 

 

 

 

 

 

 

 

第一茬草  第二茬草  第三茬草 

收获时期 

产量(kg･10公亩) 

蛋白质(％) 磷酸(％) 

第一茬草  第二茬草  第三茬草 

收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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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高与产量的关系 

牧草的产量与其草高有着很大的关系。通过对草高的关注可以预测

出产量。下图显示了阿勒泰市阿拉哈克乡的草高与干草产量的关系。 

 

苜蓿草高与产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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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草高与干草产量的公

式。 

干草产量(kg/10 公亩)

＝草高(cm)×7.2 

  (相关系数＝0.87) 

z 例) 

草高 40cm：40×7.2＝

288kg/10公亩 

草高 70cm：70×7.2＝

504kg/10公亩 

 

 

 

产量(kg/10公亩) 

草高(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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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牧草干草料的制作 
（1）目的 
为了确保越冬饲料有好的品质和适口性，要正确地进行牧草的栽培

管理和干草料制作的各项工作。在这里，我们就苜蓿干草料制作时的

具体步骤等记述如下。 
 
（2）步骤 
   收割→翻晒→拢草→入仓（储藏） 
 
（3）方法 
干草料制作的要点是将做原料的优质草进行短时间、充分干燥，避

免雨淋。为此，要了解天气的变化，在天气变化之前留足时间开始进

行制作。干草料的做做工作分为：收割、耙草、拢草、入仓（贮藏）。 

项目 内容 作业 

1）收割 • 收割苜蓿是干草料制作的第一
步，为了以后的翻晒、拢草等
作业能顺利进行，也为了不影
响植物生长，割草时要离开地
面 5cm左右。 

 

2）翻晒 • 要注意翻晒速度以防叶子脱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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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拢草 • 要注意不要混进杂草和垃圾。
• 拢成一列列的小山状工作起来

比较容易。 

 
4）储藏 • 保存在通风良好的场所。 

• 要注意防止发霉发热现象。 
• 水分：20％以下 

 
 

 

 

注意事项 

从外观上判断苜蓿品质的标准，可以是以下几种：是否混入杂质、

原料草的纯度和成熟度、色泽、叶子占的比例等。 

如果按时收割，并将原料草短时间充分晾晒，就能够得到叶子多、

有弹性、呈亮黄绿色、有香味的干草。被雨淋并且晾晒很长时间的话，

叶子会脱落只剩下茎秆、颜色会变为茶褐色，并有霉臭和腐臭味。这

就会造成营养价值的剧减，因此要特别注意。 

 



 
 
 
 

4.饲料作物的栽培与青贮料制作手册 
―制作优质的越冬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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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作物的栽培与青贮料的制作】 
 

1．玉米栽培 

（1）步骤 
玉米栽培的作业流程如下图所示。播种时间要根据不同品种的生长

时间来决定。要使作物良好地生长，中耕、追肥是很重要的工作。 

 

 4～5月 6～7月 9月 

 
浇水→翻地→施底肥

→播种 
中耕、追肥 收割 

 

（2）栽培管理 
玉米栽培的重点在于适当地浇水和施肥。 

玉米的地上部分个体大，因此与牧草相比，它需要更多土壤中的养分。

尤其是构成植物体蛋白质的原料氮是玉米生长中极为重要的元素。 
 

项目 内容 照片 

浇水 • 播种前充分浇水。  

翻地 • 因为玉米是深根性作物，在翻地

时最好尽量翻得深一些。 
• 翻地深度：20～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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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肥 • 堆肥或者家畜粪：1吨／亩 
• 尿素：5～10kg／亩 
• 磷酸：10～20kg／亩 
• 磷酸在播种时同时播撒。尿素在

第一次浇水前播撒。  
播种 • 播种时间：4月底～5月初 

（相对成熟度为 130 天的品种在
4月 24日播种，9月 1日即可收
获） 

• 播种量：2.0～3.0kg／亩  
浇水 • 浇水周期约为 5 天至 7 天一次，

根据土壤水分情况，适当浇水。

 

中耕 • 真叶长到 5～7片时(孕穗期)进行
除草、培土。 

• 注意不要弄伤根部。 

 

追肥 • 真叶长到 5～7片时(孕穗期)追施
以下化学肥料。 

• 尿素：10～20kg／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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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割 • 根据用途适时收割。 
• 用于做青贮料的玉米适宜在「黄

熟期」收割，用于青饲的玉米适

宜在「糊熟期」收割。 

 
 

 

（3）注意事项 
追肥期和适宜收割期 

追肥要在真叶长到 5～7 片时，也就是在孕穗期进行。孕穗期是
植物由营养性生长到生殖性生长的转换阶段，是需要更多营养的时期。

这一时期的浇水和施肥尤为重要。 
可以从籽粒的成熟度来判定适宜收割期。玉米的生育阶段可以通过

观察籽粒的剖面，从黄色部分与白色部分的分界线(乳线)的位置来判
定。 

 

追肥期 • 真叶长到 5～7片时(孕穗期)，
进行除草、培土、追肥。 

 

适宜收割

期 
• 玉米的生育阶段分别如下表所

示。 
• 「黄熟期」的分辨方法。乳线达

到籽粒的一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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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生育阶段 

玉米的生育阶段及其分辨方法如下表所示。 

 

成熟阶段 特征  

孕穗期 叶子之间开始现穗  

出穗期 齐出穗  

开花期 开花  

乳熟期 籽粒开始变大 用指甲掐可见到乳状液体 

糊熟期 籽粒开始变黄 指甲掐入时感觉像掐刚烙好

的饼 

黄熟期 子里表面开始凹瘪 指甲不太容易将籽粒掐出凹

陷来 

完熟期 籽粒完全变硬 指甲完全掐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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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考 
玉米的产量 

下图显示了阿勒泰市阿拉哈克乡的玉米产量。 

 

玉米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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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米的产量 
有追肥：6,500kg/公亩(4333kg/亩)  追肥量：12kg/亩 
无施肥：4,400kg/公亩(2933kg/亩) 

 

 

无施肥        追肥 

产量(kg/公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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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贮料制作 
青贮料是将玉米等饲料作物在有一定水分含量时切碎装进地窖，使

原料中的糖和乳酸菌在无氧条件下进行乳酸发酵的储藏饲料。要制造

质量、适口性好的青贮料，必须准确切实地进行各项作业。 

 

（1）步骤 
准备青贮窖→准备必要的材料→检修拖拉机等设备→收割→装→

运→卸→粉碎→压实→密封→加重物→饲喂家畜 

 

（2）方法 
   

(a)准备青贮
窖 

• 根据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冬
季家畜饲养的头数、饲喂量等
来决定青贮窖的大小。 

• 青贮窖分为地上式、半地下
式、地下式等。 

• 最初挖建时，选用较简易且成
本低的挖土窖的方式，在经营
比较稳定的时候就可以在窖
壁上砌上水泥等提高青贮窖
的稳定性和密闭性。 

• 挖窖的时候使①的部分倾斜，
这样拖拉机等可以进入。 

 

６ｍ

　①

1.7～
２ｍ

３ｍ 　３ｍ  

 

(b)准备必要
的材料 

• 为提高青贮窖的密封性，要准
备与青贮窖大小相对应长、宽
的塑料膜。 

• 厚的塑料膜持久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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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检查机器
设备 

• 为了使制作过程顺利，要事先
检查和调修拖拉机和粉碎机。

 

(d)收割 • 最好在黄熟期收割 
• 判断成熟期的方法，除了看乳

线的位置以外，也可以采用指
甲掐籽实的方法（很难掐出坑
的程度）。 

• 青贮料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
受原料中水分含量的影响。 

• 水分太多了就会渗出很多汁
来造成养分的流失。 

• 玉米的水分最好在 70％左
右。 

 

(e)堆、运、
卸 

• 安全驾驶，注意不要让车上的
草翻下来。 

 

 

(f)粉碎 • 为了容易踩压和镇压，要把装
窖的材料切碎，长度约为 5cm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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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踩压 • 每堆积到 50～100cm 厚时用
人或马踩压。 

• 如果拖拉机可以进入则用拖
拉机充分压实。 

 

 

(h)密封、加
重物 

• 堆积的工作尽量在短时间内
完成。 

• 原料高出地面（30～40 ㎝左
右）时一边挤出空气一边盖好
塑料薄膜。 

• 在两边压上石头，然后盖上土
（20～30cm左右）。 

 

 
(i)发酵 • 在最初的 3 天内停止呼吸作

用。 
• 乳酸菌开始发酵，pH值降低。
• 发酵所需的天数一般为 3～4

周。 

 



 9

(j)饲喂 • 经过一定时间储藏之后（45～
60天后）开始饲喂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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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单的品质鉴定 
饲喂家畜时，需要鉴定青贮料的品质。简单的品质鉴定方法有以下

6种。 
①气味：质量好的青贮料会散发出酸甜香味，如有酪酸臭和铵臭等

臭味就不是优质青贮料 

②味道：有适度酸甜味儿的好 
③颜色：呈淡黄褐色、淡绿褐色的好 

④手感：湿度适中，感觉蓬松的是好的，感觉发粘的不好 
⑤粉碎长度：5㎝左右的好 
⑥籽实的混入比例：适度混入籽实的好 

 
 

 

注意事项： 

如果饲喂了质量不好的青贮料，家畜会不爱吃，并引起痢疾和消化

不良，若长期饲喂，还会引起繁殖效果差等不良后果。为此，质量不

好的青贮料最好不要用来饲喂家畜或者干脆扔掉，这样比较安全。质

量不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原料（收割太早或太晚，多汁）、②

青贮窖（有空气进入，废液排放不好）、③配制方法（切割得过长、原

料低糖高水分）等。 

 



 
 
 
 

5.羊的夏季配种、冬季分娩 
－培育健康羔羊利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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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通常在阿勒泰地区，羊的繁殖是秋季配种、春季产羔。这种情况

下，产羔刚好是在草量少的春牧场进行，因此就造成过分负荷的状态，

同时也因为要尽快向夏牧场转场，刚出生的羔羊在转场过程中死去的

事故发生率很高。另外，因为春季产的羔羊在秋天集中销售，因此销

售单价偏低。要解决这个问题，羊的反季节繁殖是比较有效的技术，

这项技术有时需要人为地催情，在这里就讲一讲提前繁殖时间（夏季

配种、冬季分娩）的具体做法。 
 
2．顺序 
  项目             内容 
配种准备与配种 种公羊和种母羊的准备、交配方法、确认交配情况 
     ↓ 
 产羔与哺乳  产羔前的准备、产羔期的看护、产羔、让羔羊吃到初乳 
     ↓ 
 产羔后的管理  做记录和区别个体、羔羊分别饲养 
 
3．方法 
（1）配种准备和配种方法 
①种公羊的准备 

  选择血统、体型、发育等遗传基因优
良的种公羊。 
＜内容＞ 
 ・接触诊断精巢、阴茎 
 ・预防和治疗腐蹄症 
 ・驱除体内寄生虫 
 ・在通风良好、凉爽的地点饲养 
 ・与母羊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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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种母羊的准备 
 在良好的放牧地饲养，营养状态适中。 
＜内容＞ 
 ・检查乳房、牙齿、外阴部 
 ・预防和治疗腐蹄症 
 ・驱除体内寄生虫 
 ・清除外阴部周围的脏毛 
 
③配种方法 
 8月～9月自然交配，则 1月～2月产羔。 
＜内容＞ 
・１只种公羊配 50多只母羊 
・交配时间为 2个月左右 
・发情周期约为 17天，所以有 3.5次配种的机会 
 
④确认配种情况 
  给种公羊安装染色器（安在胸部的蜡块（ＭＨ））。种公羊爬跨过母
羊的话，母羊的背部会被染上蜡块的颜色，所以每天进行观察和记录

就能够预测出产羔的日期。 
 
 
 
 
 
 
 
 
（2）产羔与哺乳 
①产羔前的准备 

 产羔前 1个月里要做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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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母羊的补饲 
 ○理由：更好地泌乳、生出健康的羔羊 
■怀孕母羊的运动 
 ○理由：预防难产、生出健康的羔羊 
■清除怀孕母羊乳房和外阴部的脏毛 
 ○理由：预防感染病、利于早期母子

关系的建立 
■更新褥草 
 ○理由：预防感染病、提高保温效果 
■修理圈舍破损的地方 
 ○理由：防止冷风刮进 
 

②产羔期的看护 

  临近产羔时要开始对圈舍进行夜间巡

视。不适应夜间巡视的羊可能会因为惊吓

而引起事故，因此要尽早开始让羊先适应

这种巡视。 

 

 

③产羔 

  从开始产羔到产羔完成的 5个小时内要做以下工作。 
■及早发现 

 ○理由：减少死亡率 

■难产时助产 

 ○理由：减少死亡率 

■让羔羊吃到初乳 

 ○理由：获取抵抗力、补充能量 

■测量体重 

 ○理由：羊的选拔、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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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羔后的管理 
产羔 3天以后要做以下工作。 

■戴耳标 
 ○理由：识别个体 
■母羊的补饲 
 ○理由：更好地泌乳 
■羔羊的保暖 
 ○理由：良好地发育 

■羔羊的补饲 

 ○理由：良好地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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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繁殖笔记、记录 

 ○理由：羊的选拔与淘汰 

繁殖? 记（例）

母羊 羔羊
体重（㎏） 备注

编号 分娩月日 分娩难易 性别 编号 出生时 1月1日 2月1日 3月1日 4月1日 5月1日 6月1日 销售时

平均体重 ♂

♀

总平均数

 

 

 

4．注意事项 
  羊的夏季配种、冬季分娩要注意的事项如下。 

 ・因为要在自然草地进行配种，在实施时要按照经营和放牧的年计

划等，有计划地进行羊的饲养管理，顺利地引进此种做法。 

 ・每天观察发情情况，估算出预产期。 

 ・由于产羔要在严冬进行，要按不同阶段给怀孕母羊饲喂饲料。尤

其是怀孕后期和哺乳前期一定要适量地进行饲喂，以利于胎儿的

发育和产羔后的哺乳。 

 ・对于御寒措施，要设置羔羊用的暖炉等，进行适当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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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考 
下图所示的是成年母羊的年体重变化（模式图）和羊的夏季配种、

冬季分娩的饲养管理（例子），请作参考。 

 

成年母羊的年体重变化（例）

㎏

单羔哺乳母羊的情况
体 ０．０４

重

的
ＤＧ０．０６㎏

增

　交配
减 －０．０７

０．０４
断奶

　　妊娠初、中期 　妊娠后期 　哺乳前期 　哺乳后期 　　　　　恢复期
　　　（１５个星期） 　（６个星期） 　（８个星期） 　（８个星期） 　　　　（１５个星期）

产羔

０．０

５２周　　　　　１５周 ２１周 ２９周 ３７周　　

５

１０

１５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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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的夏季配种、冬季分娩的饲养管理（例）

成年母羊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繁殖

阶段

形态
放牧 舍饲 放牧

饲喂量
６～８㎏ ６～８㎏

牧草
２．０㎏１．８ １．７ １．８ ２．０ ２．０

干草料
１．８㎏１．７ １．７ ２．１

青贮料
０．１㎏０．２ ０．２ ０．３ ０．２

混合饲料

冬羔

　７月 　８月 　９月 １０月 １１月 １２月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形态
舍饲 放牧

饲喂量
１．４～１．８㎏

牧草
０．５㎏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干草料
０．５㎏

青贮料
０．１㎏０．１５ ０．２ ０．２５ ０．５

混合饲料

出生 断奶
销售或
者饲养

阶段

交配 分娩 断奶

恢复 妊娠前期 妊娠后期 哺乳前期 哺乳后期 干乳、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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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饲养优良的羊吧！ 
 



 
 
 
 

6.羊的育肥 
－通过育肥增加羊的附加价值－ 

 

 
 
 
 
 
 
 

日本绿资源机构（J-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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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游牧民的收入大部分依靠卖羊，定居后他们通过生产越冬饲料和

盖圈舍等，使家畜的事故率降低，也提高了经营的效率。在这样的经

营模式下，育肥既可以提高羊的附加价值，同时也可以根据市场行情

来调整销售时间等。在这里，对羊的育肥的具体方法等做一说明。 
 
2．育肥方法 

关于羊的育肥，可以根据饲养头数、劳动力情况以及市场动向等

来选择以下几种方法进行。 
 
（1）A型（圈养育肥方式） 

产羔 哺育、育肥 →销售 
 
①对冬季产的羊羔（1～2 月出生），要使羊的体重增加，除了母乳以
外，还要通过补饲配合干草和精饲料使羊增肥。 
 
②5月龄左右使体重增加到 35㎏～40㎏上市。 
 
③体重增加量以每天 200g～250g为目标。 
 
④饲料以优质的干草和青贮料为主，另外尽量加喂一些自己家种的玉

米棒，再适当地喂一些市场上卖的混合饲料。 
 
 
注意事项 
注意在 5月下旬到 6月羊羔价

格比较高的时期销售。 
 
 

羊羔的分开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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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型（放牧育肥方式） 

产羔 哺育 放牧 →销售 
 
①春季产的羊羔（4～5月出生），通过在自然草地上放牧来增加体重。 
 

②6月龄左右的羊育肥到 35㎏左右销售。 
 
③体重增加量以每天 150g左右为目标。 
 

④根据牧草的草量让羊采食优质的牧草。 

 

 

 

注意事项 

采取这种方式，销售时间就是秋天了，而秋天正是羊羔上市数量

多的时候，因此要注意不要在价格被杀得太低的时候销售。 

 
 

采食优质的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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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型（放牧加圈养的育肥方式）  
产羔 哺育 放牧 育肥 →销售 

 
①春季产的羊羔（4～5月出生）在放牧结束时还没有达到可以销售的
重量的，再圈养 2个月左右进行育肥。 
 
②使大概 10月龄的羊体重达到 35㎏～40㎏左右上市。 
 
③体重增加量以每天 150g左右为目标。 
 
④饲料以优质的干草和青贮料为主，另外尽量加喂一些自己家种的玉

米棒，再适当地喂一些市场上卖的混合饲料。 

 

 

注意事项 

因为是冬季饲养，需要多注意饲养管理和饲料的种类、饲喂量等。 

上市时间要注意尽量在古尔邦节和春节羊肉需求量大的时候上市。 

给育肥羊喂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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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注意事项 

①如果猛地增加青贮料和精饲料的饲喂量会引起痢疾和消化不良，体

重会停止增加，因此，要逐渐地增加饲喂量。 

②驱除体内寄生虫。 

③为避免有些羊因互相抢食而吃不到草，要根据体形的大小来分群饲

养。 

④让羊可以自由饮水。 

⑤精饲料的饲喂量要根据所使用的粗饲料的品质和饲喂量来改变。 

 

参考（饲料饲喂量的比例） 

  

A型（圈养育肥方式） 
单位：㎏／头、天 

出生后  
１个月 2个月 3个月 4个月 5个月

干牧草 0.5 1.0 1.0 1.0 1.0 
青贮料 0.0 0.5 0.5 0.5 0.5 
精饲料 0.1 0.15 0.2 0.25 0.5 

 
B型（放牧育肥方式） 
请根据自然草地的草量状况来让羊采食优质牧草。 

 
C型（放牧加圈养育肥方式） 

单位：㎏／头、天 
开始育肥  

10天 11～30天 31～60天 
干牧草   2 2 2 
青贮料   2   2 2 
精饲料 0.5 0.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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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挤牛奶的方法 
－卫生的挤奶方法－ 

 

 

 
 
 

 
 

日本绿资源机构（J-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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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挤奶作业重要的是要根据牛的生理来进行。因此，在实施挤奶作

业时一定要深刻理解挤奶步骤和挤奶卫生的重要性。 
 
2．挤奶步骤 
 
   准备工作→挤奶→冷却和保存→收奶和检验→上市（销售） 
 

3．各个步骤的要点 
（1）准备工作 
①换上挤奶用的服装，对手指进行消毒。 

②要达到更好的手部消毒效果，最好是戴上胶皮或塑料的手套。 

③准备好挤奶用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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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挤奶 
①给牛喂料 

给牛喂料，使牛安静下来。挤奶时间与平常一样。 

 

 

  

注意事项 

无论何时都要慢慢地、温柔地去接触牛。尤其是年轻的母牛比较

敏感，要特别注意。 

 

牛会很快适应正确的做法，但对错误的做法也能够适应。好的习惯

和做法可以带来收益，但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就会造成奶量减少等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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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前几把奶 

挤掉前几把奶（4～5 次），装入专用的容器内倒掉。这样做不
仅是为了把刚开始挤的细菌数量多的几把奶倒掉，同时也为了观察

奶是否有异常（右结块儿、乳房炎症状）。 

 

 

 

注意事项 

挤前几把奶时，要注意用拇指和食指将乳头根部捏紧，以防乳

头内的乳液被细菌感染又倒流回乳房内。 

 

不要将前几把奶挤在挤奶用的垫子或者地面上。如果有患了乳

房炎的牛，这样做有可能会使其他牛的乳房受到感染，因此要特别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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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清洗和擦干乳头 

用在开水或消毒液里泡过的毛巾擦拭乳头，然后用干毛巾把水

分擦干。这样做是为了擦掉乳头上的脏东西，同时也为减少乳头上

附着的细菌数。 

 

 

 

注意事项 

擦洗时，最好每擦完一头牛就换一

条毛巾。 

 

擦洗时，不仅要擦乳头的侧面，乳

头口周围也要仔细擦拭。 

 

使用过的毛巾要再放回盛有消毒液

的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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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挤奶 

将乳头擦净后，要立即挤奶。这是因为，挤奶开始的太晚 Oxitosin
激素的分泌会降低，从而导致产奶量减少，延长挤奶时间。 

 

 

 

注意事项 

挤奶时要注意，如果使牛受到惊吓或使其感到紧张、不舒服，

Oxitosin激素就会减少，产奶量也会降低。 
 

如果将奶全部挤尽，会造成挤奶过度而损伤乳头，这一点要十分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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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挤奶后擦拭乳头 

挤奶后要用拧干的干净毛巾擦拭乳

头。挤奶后乳头口会有一段时间保持张

开的状态，因此这样做是为了抑制细菌

的附着与滋生。 

 

 

注意事项 

挤奶后沾在乳头上的乳汁很容易滋生细菌，如果放任不管有可能

会引起乳房炎的发生，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3）冷却与保存 
挤好的生奶用干净布等过滤后放在加有冷水的容器里冷却，之后

搬到阴凉的地方集中到一起保存。 

 

 

注意事项 
   挤奶后在 1～2 个小时以内就把牛奶的温度降低到 10℃以下，这
样可以防止细菌的大量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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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奶和检验 
 将自己保存的生奶运到收奶的地方。 

 

 

 

收奶的地方要进行奶质的检验。所谓检验就是观查颜色、气味、

比重、有无结块等。只有检验合格的正常乳可以上市（销售）。 
 

 

 



 8

检验合格的生奶经过称量、过滤以后倒入销售用的容器内。 
销售用的容器在生奶上市（销售）前要放在阴凉处保存。 
 

 
 
（5）上市（销售） 

将生奶搬上奶制品工厂来收奶的货车（上市（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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