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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的编写格式符合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要求。

本文件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工作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田佳，张艳梅，侯丽娥，脱征军，周佳敏，徐寒，苏海鸣，温万，路婷婷。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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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饲养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奶牛饲养管理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育种、繁殖、饲养管理、饲料、挤奶管理、疫

病管理、粪污资源化利用、环境卫生、信息化管理、安全生产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生鲜乳的收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全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

奶牛生产性能测定（DHI）技术规范 DB64/T 1014

中国荷斯坦牛体型鉴定技术规程 GB-T 35568

奶牛选种选配技术规程 DB64/T 1787

奶牛全混合日粮生产技术规程 NY/T 3049

牛冷冻精液 GB 4143

牛性控冷冻精液 GB/T 31582

牛人工授精技术规程 NY/T 1335

奶牛性控冷精人工授精技术规程 NY/T 3646

奶牛同期排卵定时输精技术规程 DB64/T 1784

青贮玉米饲料 DB64/T477

宁夏规模奶牛场全株玉米青贮制作技术规程 TNAASS018

苜蓿干草捆 NY/T 1170-2020

苜蓿 干草质量分级 T/CAAA 001-2018

饲草青贮技术规程 紫花苜蓿 NY/T 2697-2015

宁夏规模奶牛场拉伸膜裹包苜蓿半干青贮制作技术规程 TNAASS019-2022

燕麦 干草质量分级 T/CAAA 002-2018

青贮饲料 燕麦 T/CAAA 004-2018

宁夏规模奶牛场饲用燕麦青贮技术规程 TNAASS020

奶牛饲养标准NY/T 34

奶牛全混合日粮生产技术规程 NY/T 3049

奶牛全混合日粮(TMR)调制饲喂技术规范 DB64/T 841

饲料卫生标准 GB 13078

饲草产品质量安全 NY/T 1904

规模化奶牛场粪污处理技术规范DB12T592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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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饲养管理技术规范 第4部分：卫生防疫 DB11/T 150.4

奶牛场卫生规范 GB16568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育种 breeding

是一种提高牛群素质、增加产奶量、提高牛奶质量和奶牛终生效益的关键技术。

3.2 同期排卵定时输精 synchronous ovulation and timed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利用不同的外源生殖激素，按照一定的程序对母牛群进行处理，使其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同时发情、

排卵，并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内进行输精，也称程序化输精技术。

3.3 高水分玉米湿贮饲料 high moisture corn silage

玉米籽粒或玉米果穗，收获直接调制后，在密闭条件下通过乳酸菌的发酵作用形成的饲草产品，也

称湿贮玉米。湿贮种类分全果穗湿贮(苞叶 + 玉米芯 + 籽粒)、果穗湿贮(玉米芯 + 籽粒)、玉米籽粒

湿贮。

3.4 奶牛疫病 cow blight

奶牛的主要传染病、寄生虫病和人畜共患病。

3.5 奶牛粪污 cow dung

奶牛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粪便和污水的总称，污水包括尿液、冲洗用水和管理用水。

4 育种管理

4.1 育种方案

参照《全国奶牛群体遗传改良计划》。

4.2 育种目标

4.2.1 体型外貌

毛色为黑白花，皮薄有弹性；头颈结合良好，头部清秀；腹大而不下垂；体躯长、宽、深乳房大而

不下垂，乳头大小适中，垂直呈柱形，间距匀称；背线平直；尻部长、平、宽；四肢结实，蹄质坚实，

蹄㡳呈圆形。

4.2.2 生产性能

母牛305d产奶量一胎不低于7500kg、二胎不低于8000kg、三胎不低于8500kg；胎次平均乳脂率不低

于3.5%、平均乳蛋白率不低于3.0%。

4.3 系谱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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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GB/T 3157，记录牛只编号、名字、出生日期、生长发育、生产性能测定数据、体型线性鉴定

数据、繁殖性状、健康性状，

4.4 表型测定

生产性能测定参照DB64/T 1014执行；体型线性鉴定参照GB-T 35568执行。

4.5 选种选配

根据本场育种目标，选择对应的优质冻精或胚胎，结合近交系数，制定个体化选配方案。具体参考

DB/T 64 1787执行。

5 繁殖管理

5.1 发情

5.1.1 行为特征

奶牛发情时表现为精神兴奋、焦躁不安，哞叫频繁，食欲减退，接受其他牛爬跨，被爬跨时，站立

稳定，阴门肿大饱满，柔软而松驰，阴唇肿胀、潮红、有光泽，阴户排出黏稠液体，活动量增加。

5.1.2 发情鉴定

可采用外部观察、直肠检查、计步器检测和尾部涂蜡等方法，进行辅助发情鉴定，具体参照TNAASS015

执行。

5.1.3 发情异常

包括安静发情、持续发情、断续发情、短促发情和孕期发情（假发情）。病因分析、临床症状及防

治方法见附录。

5.2 人工授精

5.2.1 种公牛选择

应根据选种选配要求，选择系谱完整、检疫合格、遗传性状稳定、生产性能优良、无遗传缺陷的种

公牛，近交系数≤6.25%，即三代以内无直接血缘关系。

5.2.2 冻精选择

应选用基因组选择成绩优良的青年公牛或入选农业部奶牛良补种公牛的冷冻精液配种，选用进口冷

冻精液质量应符合冻精生产国国家标准，进口检验、检疫及海关等手续齐全；常规冷冻精液质量应符合

GB 4143的规定，性控冷冻精液质量应符合GB/T 31582的规定。

5.2.3 受配母牛选择

受配母牛应健康无疾病、繁殖机能正常。青年牛应达到体成熟，月龄应达到13月龄以上，体高不低

于130 cm，体重380 kg以上；泌乳牛应在产后65 d进行配种。

5.2.4 人工授精操作方法

选用常规冻精配种时，参照NY/T 1335的规定执行；选用性控冷冻精液配种时，参照NY/T 3646的规

定执行。性控冷冻精液适宜用于青年牛和头胎牛进行人工授精；使用性控冷冻精液时，在进行两次配种

后未受孕的母牛，应使用常规冷冻精液进行再次配种。

5.2.5 同期排卵定时输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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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奶牛场繁殖计划，可通过注射外源生殖激素，对牛群进行同期排卵定时输精操作，使其在相对

集中的时间内同时发情、排卵，并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内进行输精。具体操作方法，参照DB64/T 1784的

规定执行。

5.3 妊娠检查

奶牛配种后，可通过计步器检测法监测未孕发情牛。应每周对配种后的牛只宜通过超声波妊娠诊断

（B超）或直肠检查法进行妊娠检查。

5.3.1 B超检查

奶牛配种后28-35天，应进行第1次B超检查；配种后50-60天进行第2次配种B超检查。

5.3.2 直肠检查

配种后45-60天进行第1次直肠检查，配种后90-120天进行第2次直肠检查，第3次干奶前进行第3次

直肠检查。

5.3.3 注意事项

妊娠牛及时分群、加强饲养管理；未妊牛应采用同期排卵定时输精程序进行处理，按照TNAASS014

的规定执行。

6 饲养管理

6.1 分群

按照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要，分为后备牛和成母牛。后备牛包括犊牛、育成牛和青年牛；成母牛

包括干奶期、围产期、泌乳初期、泌乳中期和泌乳后期。

6.2 各阶段饲养管理要点

6.2.1 犊牛管理（出生~6 月龄）

新生犊牛（1日龄）、哺乳犊牛（2日龄~断奶）、断奶犊牛（断奶~6月龄）的饲养管理应符合GB/T

37116的有关要求；哺乳期要确保犊牛每日摄入足量的牛奶或代乳粉，并随着犊牛日龄变化动态调整牛

奶饲喂量，哺乳后期逐渐减少牛奶摄入量并增加精料补充量，于60日龄左右完成断奶；断奶期犊牛每日

应当摄入适量的优质牧草和精料，日粮营养水平参照NY/T 34执行。

6.2.2 育成牛管理（7月龄~首次配种）

育成牛饲养管理应符合GB/T 37116的有关要求；采用全混合日粮饲喂，日粮组成以中等质量的粗饲

料为主，粗饲料干物质占日粮干物质的60%~80%，日粮营养水平参照NY/T 34执行。此阶段奶牛日增重应

达到0.75kg以上。

6.2.3 妊娠青年牛管理（首次配种~产犊前）

妊娠期青年牛饲养管理应符合GB/T 37116的有关要求；采用全混合日粮饲喂，日粮组成以中等质量

的粗饲料为主，粗饲料干物质占日粮干物质的70%~90%，日粮营养水平参照NY/T 34执行。此阶段应当控

制精料饲喂量，防止母牛产前过肥。

6.2.4 干奶期管理（干奶~产犊）

干奶前1周要做好隐性乳腺炎检测和保胎及产前准备工作；此阶段日粮配方不宜做过大调整，日粮

中干草的喂量不少于3 kg，日粮营养水平参照NY/T 3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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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围产期管理（产前 21 天~产后 21天）

围产期奶牛应该在专门的围产牛舍饲养，确保每头牛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做好牛舍环境、通风、清

洁和保温等工作。围产期日粮营养水平参照NY/T 34执行，采用全混合日粮饲喂，提供足量的优质牧草

和干草，适量增加日粮钙、镁以及维生素E的添加水平，预防产后瘫痪、胎衣不下、乳房炎等产后疾病。

6.2.6 泌乳前期管理（产后 22 天~产后 120 天）

泌乳期日粮营养水平参照NY/T 34执行。应当饲喂全混合日粮，提供足量优质干草和青贮饲料，产

奶量快速增长时可以额外添加适量精料补充料，并根据产奶量动态调整日粮营养水平。此阶段要做好奶

牛产后发情监测，适时配种。

6.2.7 泌乳中期管理（产后 121 天~210 天）

泌乳中期应提供足量优质干草和青贮饲料，按照产奶量的变化逐步调整日粮营养水平、饲喂次数和

精料补充料饲喂量。

6.2.8 泌乳后期管理（产后 211 天~干奶）

泌乳后期日粮以粗料为主，提供足量的优质干草，适当减少青贮饲料饲喂量；此阶段应根据奶牛产

奶量、妊娠需求动态调整日粮配比和营养水平，防止奶牛产前过度肥胖。

7 饲料

7.1 饲料供应

奶牛养殖所用的饲料主要有青贮玉米、苜蓿、一年生禾本科干草、农作物秸秆及精饲料等。应根据

奶牛养殖数量、牛群繁殖、周转计划，制定饲料生产加工、采购存储的种类、时间和数量。

7.1.1 青贮玉米

青贮玉米是奶牛养殖使用量最大的饲料。奶牛场应提前制定青贮玉米收贮计划，根据NY/T 34，成

母牛全株玉米青贮储备量6-7吨/年，育成牛为成母牛需求量的40%，确定青贮玉米生产加工储备量，使

用自有土地或通过流转土地种植时，参照DB64/T477的规定执行。青贮玉米的制作和品质评价应参照

TNAASS014的相关规定执行。高产奶牛牛群宜在泌乳高峰期饲喂高水分湿贮玉米，高水分湿贮玉米制作

参照TNAASS017-2022的规定执行。

7.1.2 苜蓿

苜蓿是奶牛养殖中重要的豆科多年生饲草，常用的加工方式有苜蓿干草和苜蓿青贮。苜蓿干草成母

牛储备量1吨/年，育成牛为成母牛需求量的40%。使用自有土地或通过流转土地种植，收获制作苜蓿干

草参照 NY/T 1170和TNAASS019的相关规定执行。制作苜蓿青贮应参照NY/T 2697和TNAASS019的相关规

定执行。生产或外购的苜蓿干草应对其质量进行检测，品质评价参照T/CAAA 001的相关规定。

7.1.3 饲用燕麦

饲用燕麦是奶牛养殖常用的一年生禾本科饲草，常加工成燕麦青干草进行饲喂。饲用燕麦成母牛储

备量1吨/年，育成牛为成母牛需求量的40%。饲用燕麦作为干草利用时，感官检测色泽新鲜一致，无霉

变、无异味，质量检测符合T/CAAA 002中的规定，品质评价参照T/CAAA 001的相关规定。加工制作青贮

时，应参照T/CAAA 004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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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秸秆

奶牛养殖使用的秸秆主要有玉米秸、小麦秸、稻秸等。成母牛需求量0.5吨/年，育成牛为成母牛需

求量的40%。

7.1.5 精饲料

奶牛养殖使用的精饲料配合来主要有一年生禾本科干草主要有饲用燕麦。成母牛4吨/年，育成牛为

成母牛需求量的40%。营养指标达到NY/T 34中奶牛饲养标准，质量安全参照Y/T 1904的相关规定执行。

7.2 质量安全要求

根据不同时期的营养需求，制定科学合理的日粮配方。饲草料产品质量应符合GB 13078和NY/T 1904

相关规定。

7.3 全混合日粮

7.3.1 制作全混合日粮（TMR）应使用固定式TMR、牵引式TMR或自走式TMR等专用的TMR搅拌车，制作前

应核对营养师制定的日粮配方，确保正确无误差。

7.3.2 应按照先干后湿、先长后短、先轻后重的原则，添加TMR原料，搅拌容积：50%-80%，防止铁器、

石块、包装线等杂物混入TMR设备。

7.3.3 加料前应提前启动TMR设备，确保设备运行正常，每次瞬间加料不超过50kg；加入干草，搅拌3

分钟，依次快速添加精饲料、玉米青贮,水分控制在45%-55%.加入最后一种饲料后，再搅拌3-8分钟即可。

全混合日粮制作，应按照NY/T 3049和DB64/T 841的规定执行。

8 挤奶管理

8.1 基本要求

8.1.1 生鲜乳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应符合《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

8.1.2 生鲜乳收购站应取得辖区生鲜乳收购许可证，运输生鲜乳的应取得生鲜乳准运证，并按照规定

填报生鲜乳电子交接单。

8.2 挤奶操作

8.2.1 挤奶前后应两次药浴，每头牛用一块毛巾（或纸巾）擦干乳房和乳头。

8.2.2 前三把奶挤到容器中观察颜色和形状，乳样正常方能套杯挤奶。

8.3 挤奶卫生

8.3.1 挤奶场地保持清洁卫生，挤奶工服装整洁。

8.3.2 奶厅应用清洁的高压水清洗，并保持下水通畅。

8.3.3 挤奶设备应预冲洗、碱洗液循环洗、酸洗液循环洗、清水洗的流程操作，具体温度和要求参照

DB15/T 426执行。

8.3.4 贮奶罐应预冲洗、热碱水循环洗、清水洗，具体问题和要求DB15/T 426执行。

9 疫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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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制度

应建立防疫、消毒、重大疫病报告等制度，建立场长、兽医技术人员、饲养员等防疫卫生岗位责任制

度。

9.2 防控

9.2.1 应每天对牛群进行检查，若有疑似发病或受伤奶牛立即给予诊断、治疗和护理。

9.2.2 应每月对全场泌乳牛只进行乳房炎检测，对强阳性乳区进行治疗。

9.2.3 在每年春秋两季对成母牛进行肢蹄修整工作。

9.3 防疫

9.3.1 引进奶牛前，应到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办理调运审批手续，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动

物检疫合格证明。引进奶牛应隔离45 d，确定健康合格后方可合群饲养。

9.3.2 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场区内应遵守防疫规章制度。疫病流行期间应禁止外来人员和车辆入内。

9.3.3 落实灭鼠、灭蝇、灭蚊工作措施，场内不得有其他家禽、犬、猫等动物。

9.3.4 发现疫病或疑似疫情，应立即向县（区）及以上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报告，按照国家规定处置疫

情。

9.4 免疫

9.4.1 根据我区疫情发生的种类、特点及动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制定的免疫程序，结合场内实际情况，

确定免疫接种内容、方法和程序。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重点疫病实施强制免疫。

9.5 治疗

奶牛常见的疾病有传染病、产科疾病、外科疾病、繁殖疾病、消化道疾病和营养代谢病。其中，传

染病包括口蹄疫、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牛流行热等；产科疾病包括产后瘫痪、胎衣不下、乳房炎、子

宫内膜炎等；外科病 包括蹄病、腐蹄病；繁殖疾病包括卵巢静止、持久黄体、卵巢囊肿；消化道疾病

包括食道阻塞、前胃弛缓、瘤胃臌胀、瘤胃积食、创伤性网胃炎；营养代谢疾病酮病等。治疗患疾病奶

牛及必须使用药物处理时，应按照NY/T 5030执行。

10 粪污资源化利用

10.1 基本要求

10.1.1 规模化奶牛场粪污治理应按照源头减量、过程控制和末端利用的原则，实行固液分离、种养结

合、综合利用。

10.1.2 粪污处理区应独立于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功能区，应有利于排放、资源化利用和运输，并常

年处于下风或侧风向处。

10.2 粪污收集

新建、改（扩）建的奶牛场应采用干清粪工艺，建立排水系统，实行雨污分流，奶牛粪污应每日清

理。

10.3 粪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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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 选择粪污处理工艺时，应根据养殖场的规模、粪污收集方式、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以及排

水去向等因素确定工艺路线。

10.3.2 奶牛存栏1000头以下的养殖场宜采用能源利用处理工艺；存栏2000头及以上的，宜采用达标排

放和还田利用的处理工艺。具体参照DB12/T 592。

10.4 恶臭控制

10.4.1 恶臭治理范围应包括养殖场区和粪污处理厂（站），通过控制饲养密度、加强舍内通风、节水

型饮水器、及时清粪及绿化等措施抑制或减少恶臭产生。

10.4.2 除臭方式包括物理除臭、化学除臭和生物除臭。物理除臭是向粪便或舍内放入吸附剂，包括沸

石、锯末、膨润土以及秸秆、泥炭等；化学除臭是向养殖区和粪污处理站喷洒化学除臭剂，包括高锰酸

钾、重铬酸钾、双氧水、次氯酸钠、臭氧等；生物除臭包括生物过滤法和生物洗涤法。

11 环境卫生

11.1 环境卫生要求

奶牛场环境卫生应符合GB 16568相关规定。

11.2 消毒

11.2.1 消毒剂的选择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兽药典》相关规定，经卫生

部或农业农村部批准生产，具有生产文号和生产厂家。

11.2.2 奶牛场常用的消毒剂有生石灰、氢氧化钠、次氯酸盐、高锰酸钾、过氧乙酸、碘类、戊二醛、

酒精、二氯异氰尿酸钠、新洁尔灭、硫酸铜等。

11.3 消毒方法

根据不同消毒剂种类和消毒范围，常用的消毒方法包括喷雾消毒、浸泡消毒、擦拭消毒、喷撒消毒、

紫外线消毒等。

11.4 消毒制度

11.4.1 环境消毒

定期对办公区、员工餐厅、牛舍、饲草料库、兽药疫苗库房、牛舍、运动场、兽医室、繁育室、堆

粪场以及场区道路进行消毒，全场进行灭鼠、灭蚊蝇。

11.4.2 牛体消毒

包括带牛环境消毒和挤奶、助产、配种、注射治疗及任何对奶牛进行接触操作前法人消毒。

11.4.3 人员消毒

人员进入养殖场或在养殖场内跨区域时需要进行消毒，包括更换工作服和工作鞋、全身喷雾消毒、

鞋底消毒等。

11.4.4 器具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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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清洁饲料槽、水槽；挤奶设备、兽医用具、配种用具、产房用具等日常用具和奶车、奶罐等设

备每次用完以后进行彻底消毒。

11.4.5 车辆消毒

外来车辆必须经过彻底消毒以后才能进入养殖场区，定期对养殖场内部使用车辆（如日粮车、场区

观光车等）进行消毒。

12 信息化管理

12.1 奶牛档案

利用计算机专用软件将奶牛编号、品种、来源等系谱档案资料和繁殖信息、疾病信息、防疫信息等

录入，建立奶牛电子档案。

12.2 电子识别

应用电子耳标、电子智能项圈、计步器及自动识别系统，实时监控奶牛群体活动状态，及时、准确

采集奶牛个体各类生产数据。

12.3 繁殖记录

包括发情、配种、妊娠、干奶、产犊、流产的情况记录，性控冻精（胚胎）采购与使用记录，产犊

计划、配种计划、空怀牛汇总等。

12.4 产奶记录

包括奶牛个体日产奶记录、月产奶记录、生鲜乳质量检验记录、生鲜乳价格管理、生鲜乳销售记录、

月度产奶计划等。

12.5 饲养数据

运用红外探测、RFID、电子称重等技术实时监测奶牛采食量、饮水量等，根据不同阶段、不同生理

期奶牛营养需求，结合饲养管理系的饲草饲料数量质量报告、采购与使用数量、TMR配方记录和配方优

化、饲喂方式等，对奶牛进行定量饲喂精确补饲。

12.6 健康数据

包括疾病登记、检疫登记、免疫登记、免疫计划管理、乳房保健登记、修蹄护蹄、消毒登记、疾病

分析、建议分析、免疫分析、综合登记等。

12.7 专家信息

包括牧场生产报告（牛群变动、产奶日月报、牛群周转月报）、牛群周转分析、牛群饲喂成本分析、

产奶综合分析（牛群产奶计划、生产、销售分析）。

13 安全生产

13.1 环境消毒

奶牛场环境卫生的消毒应符合NY/T 504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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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兽药使用

符合 NY 5030 的规定；有完整兽药使用记录，包括药品来源、使用对象、使用时间和用量等。

13.3 免疫与检疫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对牛群进行口蹄疫强制免疫，做好春秋两次牛群的结核病、布鲁氏菌病的

t检疫。

13.4 无害化处理

病、死牛应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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