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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30230260）项目 

    摘 要 将围产期奶牛30头随机分为3组，每组10头。其中Ⅱ组为对照组，Ⅰ组和Ⅲ组分别为试验组；Ⅰ、Ⅱ、Ⅲ3组于
产前28d开始分别饲喂NRC标准减少20%日粮（能量摄入80%组）、NRC标准日粮（能量摄入100%组）、NRC标准增加20%日粮
（能量摄入120%组），产后各组奶牛均饲喂标准日粮，至产后56d结束，观察不同干物质摄入水平对奶牛血浆酮体浓度的影
响。试验结果表明：奶牛产后干物质摄入量和产奶量均为Ⅰ组高于Ⅱ组、Ⅱ组又高于Ⅲ组，经统计分析组间差异极显著
( P<0.01 )或差异显著( P<0.05 )；此外，Ⅰ组体重消耗最小，Ⅲ组体重消耗最大，各组间差异极显著（P<0.01）。产后
Ⅲ组血酮浓度显著高于Ⅰ组和Ⅱ组( P<0.05 )，而Ⅰ组和Ⅱ组之间差异不明显。可见，围产期奶牛不同干物质摄入量与产奶
量、体重等生产性能及产后血酮浓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围产期健康奶牛；干物质摄入； 血浆酮体；生产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6.32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Dry Matter Intake,Plasma Concentration of Ketone Bodies and Performance in 
Peripartum Diary Cows
Zhang Cai, Niu Shuling, Li Yanfei, Wang Zhe,Li Hongmei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present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ry matter 
intak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ketone bodies and performance.  At 28 days before parturition,thirty 
healthy perinatal cows were randomly allocated into three groups and fed 100% energy diet (NRC 
standard diets),120% energy diet and 80% energy diet,respectively. After parturition, all the cows 
were offered criteria day provisions until 56 days postpartum .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ry matter 
intake , milk production in the cows fed 80% enengy diet during the advanced pregency parturition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ws fed 100% energy diet and 120% energy diet ,and in the 
cows fed 100% energy diet we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ws fed 120% energy diet (P<0.01 
or P<0.05). In addition, the cows fed 120% energy diet consumed the most of body weight and the low 
energy cows costed least(P<0.01). Adverse, the high energy cows have  significant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ketone bodies than others (P<0.05). From the above results we conclude that the 
reducing energy intake during the advanced pregenancy of diary cows could enhance dry matter intake, 
milk production,and alleviate the negative energy equilibrium of 
postpartum.                                
key words perinata cowsdry matter intakesthe concentration of ketone bodiesperformance

    围产期对奶牛的健康和生产性能极为重要，围产期奶牛能量代谢特点是：能量摄入减少而需求增加所致的能量负平衡。
因此，这一时期成为围产期奶牛能量代谢病(酮病和脂肪肝)的高发期[1]。普遍认为干乳期奶牛过饲，导致产后围产期奶牛
干物质采食量减少，加重了机体的营养负平衡[2]，致使机体免疫功能下降，产乳量下降，易发生各种感染性和代谢疾病[3-
6]。为此，本试验探讨了围产期奶牛不同干物质摄入量与产后生产性能及血浆酮体浓度的关系，也为纠正和缓解产后奶牛能
量负平衡，防治围产期奶牛能量代谢障碍性疾病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牛及其分组 
    随机选用围产期、高产荷斯坦奶牛30头，年龄皆在2～8岁之间（SD＝1.1），305d的产奶量平均为7 436kg (SD = 1 
089)，平均体重为637 kg (SD = 71)，将奶牛随机分为3组（每组10头）：Ⅱ组为对照组，饲喂NRC标准日粮（能量摄入
100%）；Ⅰ、Ⅲ组为试验组，分别饲喂NRC标准减少20%日粮（能量摄入80%组）和NRC标准增加20%日粮（能量摄入120%
组）。  
1.2 饲喂试验 
    30头奶牛集中于一个双式牛舍中单槽饲养，统一管理。预饲1周后进入试验期，试验从产前第28d开始到产后第56d结
束。分娩前干物质摄入量限制到14 kg /d。Ⅰ、Ⅱ、Ⅲ3组日粮的NEL值分别是3.5 MJ、4.4 MJ 和 5.3 MJ。分娩后各组均
按奶牛NRC饲养标准配制相同日粮,精料饲喂量依产奶量供给（即每产3kg奶增加1kg精料），自由摄食干草。整个试验期每日
分别为早6:00、中午12:00和晚7:00上槽3次，先饲喂干草和玉米青贮，后喂混合精料。奶牛于产前第4周，产后第4周、第8
周称重，产后日挤奶3次并记录产奶量。     
1.3 试验各组奶牛日粮配制（参照NRC标准配制）（见表1） 



 

 

 

 

1.4 样品的采集与分析 
1.4.1 干物质采食量的记录 
    称量每头牛每天饲料消耗量，分别计算各组产后1～8周每周的平均日饲料消耗量，并结合实测营养价值最后折算出干物
质摄入量。 
1.4.2 循环血液样品的采集 
    于产前28d、14d及产后1d、14d、28d、56d颈静脉采血20ml加入盛有EDTA的试管中，分离血浆，分装于1.5ml离心管
中，编号，储存于-20℃待检。 
1.4.3 产奶量的记录及体重的称重 
称量每头牛的日产奶量，分别计算各组产后1～8周每周的平均产奶量。每头牛于产前28d、及产后28d、56d下午14时称活体
重。 
1.4.4 血浆酮体浓度的测定 
    采用改良水杨醛法[2]。 
1.5 数据处理 
    应用SPSS1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Ⅱ组有1头奶牛在产前一周因患脂肪肝死亡；还有1头奶牛患有乳热症，后来
转变为母牛卧地不起综合症而淘汰，因此Ⅱ组最终统计数据不包括这两头奶牛。Ⅲ组1头奶牛产期提前了2周，因此Ⅲ组最终
统计数据不包括这头奶牛。自产后28d开始，各组均留8头奶牛。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各组奶牛干物质摄入量的统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见，产后各组干物质摄入量的变化趋势均逐渐增加， Ⅰ组高于II组，II组又高于Ш组。经统计学分析组间存在
极显著差异（P<0.01）或显著差异（P<0.05）。 
2.2 试验各组奶牛产乳量的统计结果（见表3） 

    从表3可见，各组产奶量的变化趋势是产后第1～4周逐渐增加，第4周达到泌乳高峰，而后略有下降。其中产奶量为Ⅰ组
高于II组，II组又高于Ш组。组间差异极显著( P<0.01 )或显著差异 ( P<0.05 )。  
2．3 干物质摄入量与奶牛体重的关系（见表4） 

    由表4可见,妊娠后期奶牛体重为Ⅲ组体重高于II组，II组体重高于I组；而产后28d奶牛失重Ⅲ组高于II组，Ⅱ组高于
Ⅰ组；产后56d时Ⅰ组和Ⅱ组奶牛体重增加，而Ⅲ组仍处于失重状态。经统计学分析组间差异极显著(P<0.01)。 
2.4 围产期干物质摄入和血浆酮体的关系（见表5） 

 

 



     由表5可见，产前至产后1d饲喂不同能量水平日粮的围产期奶牛血浆酮体差异不显著，产后14d、28d Ⅲ组显著高于I
组和 II组( P<0.05 ),而I组和 II组之间差异不显著，产后56d时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3 讨论 
     奶牛妊娠时处于高代谢水平的生理状态，尤其在妊娠后期，母体的体脂和体重增加很快，通常在妊娠期就为哺乳期蓄
积能量。但能量利用率并没有增加，维持一种正性能量平衡，这主要是因为采食量的增加有助于防止母体能量的丢失。但干
乳期—妊娠后期奶牛喂饲高能日粮可导致过度肥胖，进而引起产后干物质摄入减少，而加剧能量负平衡，Garnsworthy[7]
等报道干奶期饲喂高能日粮产后食欲减退更加明显，导致泌乳初期能量短缺高于限制饲喂的奶牛，产后体重下降，平均产奶
量降低，但降低干乳期日粮能量水平是否能提高奶牛产后干物质摄入水平，缓解能量负平衡，尚有争议。本试验结果表明：
妊娠后期奶牛饲喂低能日粮可提高产后泌乳初期干物质摄入量，减少体重的降低，血浆酮体的浓度较低，缓解能量负平衡；
饲喂高能日粮则相反。可见妊娠后期干物质摄入量是影响产后泌乳初期能量平衡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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