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验结果表明: 1)肉鸭地面平养增重优于网上饲养。网上饲养效果较地面平养差的原因可能与网上饲

养清粪不及时、舍内空气不清新有关, 影响肉鸭的生长发育。2) 饲料转化率总体平均两种饲养方式差别不

大, 只有 013% (01008ö21637) , 但是品系间差别很大。3)两饲养方式的成活率差异显著 (P < 0105) , 地面平

养优于网上平养。建议肉鸭饲养中, 第一周采用网上平养, 避免雏鸭与粪便接触, 而后改为地面平养。

奶牛饲养工艺改革及新技术应用

刘文奇
(北京奶牛中心, 100085)

近年来, 在奶牛生产新工艺、新技术的应用方面, 进行了一些研究探讨与尝试, 并总结了一定的经验。

目前所进行的工艺改革及应用新技术是把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 它包括从犊牛出生到产奶的全过

程。紧紧抓住饲喂、挤奶、供水、乳品收集及粪便处理这五个环节来进行研究和改革。

从奶牛饲养工艺角度来看, 在当前成乳牛饲养均采用 3 次上槽, 3 次不均衡挤奶的饲养工艺, 日 3 次上

槽的间隔时间一般按 7 h—7 h—10 h 来分配, 其管理模式分成以下 4 种形式: 一部制、二部制、一部循环制

及坑道式挤奶凉棚式饲养。

传统的一部制饲养工艺基本上是人上 3 班、牛上 3 次槽, 一天工作 8 h, 饲喂、挤奶时间分散, 拉得很

长, 从早晨 7 时一直到深夜 23 时。实行一部制工艺由于奶牛饲喂时间长, 吃得饱, 其产奶性能得以充分发

挥, 产奶量高。但牛只的管理定额较低, 人均劳动生产率低。因此, 一部制工艺改革重点是提高人均管理定

额。改良后, 变为牛上 3 次槽、人上 2 班。这样, 解决了牛场工人长期上 3 班的问题, 同时有效减少了牛场工

人常年夜班的状况。实行人上 2 班, 牛上 3 次槽, 达到了人员满负荷运转, 挤奶员的人均定额达到 45 头以

上。

二部制饲养模式就是一栋大棚、一套设备、两套人员饲养两群牛的饲养管理办法。目前常见的有成母

牛—成母牛、成母牛—后备牛、后备牛—后备牛三种形式。实行二部制工艺, 改变了过去一栋大棚养一群牛

的传统做法, 减少了牛舍和设备的一次性建设投资, 降低了房舍、设备折旧, 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

目的。实行二部制饲养工艺, 房舍利用率提高了近 1 倍, 劳产率提高近 60%。在二部制工艺里, 后备牛管理

采取人上 2 班、牛上 2 次槽的管理办法。

一部循环制是在二部制饲养工艺基础上的又一改进, 在一班次内有两群牛饲喂、挤奶 (相当于挤奶厅

集中挤奶)。具体讲一部循环制是指一栋大棚、一班人、一套设备, 设两组, 在喂好牛的基础上, 连续工作每 8

h 换另一组人交替上班, 饲养两群牛的饲养工艺。每班饲养两群牛, 每群牛在槽上时间不少于 135m in, 每名

挤奶工每班可挤 50～ 60 头牛 (挤奶员操作两部挤奶器)。实行一部循环制工艺, 需要在运动场设补饲槽, 同

时要增加运动场的设施。

坑道式挤奶、凉棚式饲养在气候温和的发达国家广泛采用, 其特点是减少了房舍设备的一次性投资,

减少折旧, 提高挤奶机械的利用率和劳动效率。实行此工艺, 首先应保证牛只的饲喂, 每头牛有固定的床

位, 栓系式饲养。喂好是保证产奶量、牛只健康的前提。挤奶前 1 h, 开始进行精、粗料的喂给, 运动场设自动

精料补给槽。目前在北京市重点推广了“2×6”、“2×8”式鱼骨式挤奶台。据测算, 管理 250 头牛, 只需挤奶

工 3 人, 挤奶人员提高了管理定额近 3 倍。

后备牛饲养工艺改革应重点抓住饲喂这一环节, 采取栓系式饲养方法以精心饲养, 每天饲喂 2 次, 即

均衡式或不均衡 2 次上槽, 人上 2 班, 饲喂顺序采取干草—青贮多汁料—干草—精饲料。

情孕青年牛单独管理, 加强调教, 进行乳房按摩 (但严禁试挤) , 上笼头牵引调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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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牛饲养工艺改革重点是推广移动式犊牛栏, 犊牛栏按成母牛数的 7%～ 8% 配置。犊牛出生后擦干被

毛即可移入, 每犊一栏, 栏内犊牛自由采食干草、精料。犊牛日饲喂奶的次数以日喂 4 次为主。犊牛去角时

间一般在犊牛出生后 7～ 10 天进行。

北京市奶牛业必须走精养高产的道路, 奶牛的青贮、多汁饲料及糟粕料的饲喂逐步向机械化方向发

展, 变单一分次饲喂为混合饲喂。

供水 (饮水)系统推行了奶牛饮水, 冲洗牛舍, 设备洗涤将水接到车间。室外采用地热饮水槽自动供水,

以达到冬暖夏凉, 保持水清洁, 节省饮水的目的。

成乳牛挤奶设备一般均采用管道式挤奶机, 从乳房中挤出的奶经严密消毒的管道直接上冷罐, 由于制

冷罐设在牛舍中间, 输奶管短, 制冷快, 使奶降温到 4℃恒定储存待运。在制冷环节, 设立奶余热回收装置,

以满足成乳牛车间热水的需求, 有效地节省了能源。

粪便处理问题。车间由饲养、挤奶人员及时清理, 运动场卫生在日常管理中成立专业拾肥队, 承包到

人, 经常拾肥, 加强管理等措施。目前粪便处理仍停留于粪便堆积发酵阶段, 现正试验在成乳牛舍建化粪

池, 通过机械设备使粪水分离, 并使分离出的固体物含水量在 75% 以下, 以达到堆放运输方便的目的, 如新

建挤奶台, 推广漏缝地板平底乳化的清理方式。

改革的一部制、二部制、一部循环制、坑道式机械化挤奶, 制冷罐配套措施, 实践证明产生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开发油菜籽蛋白资源的关键技术及其意义

余礼明　伍冬生　吴谋成　文友先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市武昌, 430070)

我国是油菜生产大国, 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占世界第一位。近几年我国油菜的年均种植面积为 600 多

万 hm 2, 油菜籽产量达 850 万 t。这些油菜籽加工后可得到 500 多万 t 油菜籽饼粕, 相当于 200 多万 t 粗蛋

白, 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优质蛋白质资源。

目前, 国内外油菜籽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是培育油菜新品种; 二是饼粕脱毒; 三是

油菜籽脱壳制油、深加工。为了提高油菜籽饼粕的利用质量, 我国成功地培育和推广了“双低”(即低芥酸、

低硫苷)优质油菜, 芥酸含量小于 1% , 硫苷含量低于 30 Λmo lög。

为了除去油菜籽饼粕中硫苷的含量, 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脱毒方法。诸如加热使硫苷酶失活而脱毒, 酶

解、蒸馏、过滤脱毒, 水浸提硫苷脱毒, 微生物发酵脱毒, 等等。但这些脱毒方法也只能单一的除去硫苷而不

能解决其他有害物质对禽畜的危害。油菜籽脱壳 (亦称皮)制油工艺, 为油菜籽的综合开发利用创造了一定

的条件。脱壳制油的工艺路线为: 干燥→清理→脱壳 (除去壳)→造粒→浸出。与我国传统的干燥→清理→

轧胚→蒸炒→预榨→浸出制油工艺相比, 脱壳制油工艺省去油料的蒸炒和预榨工序, 可以避免蒸炒、预榨

过程中因高温处理造成蛋白质变性过大, 以使饼粕中的水溶性蛋白质能有效地保存下来。同时, 由于去了

壳, 降低了黑色素、粗纤维以及芥子碱、单宁等多酚类物质的含量, 毛油色泽清亮透明, 饼粕质量提高, 为进

一步深加工提供了优质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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