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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奶牛场场址的选择原则 ,介绍了散栏牛舍和固定牛舍的主要建筑结构布局及主要特点, 提出自由牛床牛舍及散栏饲养工
艺是未来我国奶牛舍饲养模式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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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牛的饲养、管理是奶牛生产的2 个重要方面。牛舍是

饲养管理的基本场所, 应予以重视, 但不应因它重要就盲目

进行大量投资。近年来, 奶牛的发展形势很好, 有的企业用

大面积的耕地, 进行大量投资建起很讲究的牛舍、牛棚, 结果

这些建筑不科学, 不适用, 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建筑牛舍之前, 要先进行场址的选择。牛场应建在地

势高、较干燥的地方, 离开城市、水源、屠宰场、臭水坑、噪杂

的环境( 如铁路) , 同时靠近农田、饲料地、牧地。为了得到精

料、配合饲料以及精液和水电的供给, 牛场不宜远离交通线

和城镇。同时奶牛场建场的地点要与国家的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以及畜牧业结构调整相一致, 同时还要注重环境保护 ,

盲目建场既不会有发展前途, 也不会有经济效益。

1  场址选择

奶牛场的选址很重要。过去强调在城市工矿区、交通沿

线发展奶牛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提法应该

加入新的内容。我国城市在扩大, 在城市附近发展奶牛养殖

已不可能, 因为一方面城市在不断扩大, 甚至连小城小镇也

在扩大, 占用土地建牛舍养奶牛势必与城市发展发生冲突。

例如, 为了进一步发展上海市就必须将一些奶牛场迁走。另

一方面, 在城市附近养奶牛, 牛场没有饲料地 , 饲料必须从远

处运来, 厩肥又得从城内运出去, 既不方便 , 费用又很高。更

主要的是牛粪尿污染环境, 污染水源。所以大都市的奶牛管

理部门提出“奶牛下乡, 牛奶进城”。

具体到场址的选择则需考虑: ①地势应高干燥, 如有一

点坡度的地块有利于运动场排水; ②离公路比较近; ③水电

方便; ④离开城市、铁路等�杂的环境; ⑤靠近饲料牧草、青

贮玉米地、放牧地, 既便于饲养又便于送厩肥; ⑥在生活区、

工作区的下风向; ⑦离水源远, 以免造成污染。具体到牛场

中牛舍的位置与方向, 应考虑夏季遮荫 , 冬季避开西北风, 同

时注意与水、电和下水道的连接。同时, 牛场的布局还应考

虑牛场的地形及排水。此外, 绿化也是建奶牛场的重要内

容, 应尽早设计。

2  牛舍布局

我国泌乳牛牛舍 , 可分为两大类 , 即大型牛舍和一般混

合牛舍。大型牛舍专供50 ～100 头或更多泌乳牛用, 其挤奶

饲喂、清粪等设备齐全。而一般混合牛舍为小型牛舍, 是将

母牛舍、犊牛舍、育成牛舍建在一个建筑中 , 其机械化程度

低, 投资小 , 实用, 适合奶牛专业户使用。在建筑形式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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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牛舍多采用大跨度门式钢架结构、天窗与侧窗相结合的自

然通风形式。

2 .1 散栏牛舍

2 .1 .1 自由牛床牛舍。该牛舍内牛无固定床位, 在牛舍内

有一个大统槽, 包括饮水池、矿物盐槽, 舍内有许多自由牛

床, 如果需要还可设干草槽( 架) 、精料槽。在这种牛舍内, 牛

整天在舍内活动, 无运动场。挤奶间可设在整个建筑中也可

建在牛舍外。

2 .1 .1 .1 优点。这种牛舍的优点在于: ①采食时间长, 采食

量大; ②自由饮水 , 随时可满足牛对水的需要 ; ③牛随时可卧

在自由牛床的垫草上休息或反刍, 很舒适、安闲, 很少发生应

激; ④牛的乳房、肢蹄、体躯损伤少。与用牛颈夹将牛拴在槽

上相比, 该种牛舍饲养条件下能够自由活动, 其乳房、四肢等

不易受伤; ⑤节省劳力; ⑥牛舍中容纳的牛数有伸缩性。

2 .1 .1 .2 舍内结构。牛舍内大体可分为3 部分, 即喂饮区、

游走区、自由牛床( 图1) 。一般在牛舍中设统槽, 放“完全日

粮”, 任牛随意采食。另设干草架或干草槽及矿物质舔槽, 必

要时还可根据每天高产牛的需要设精料槽, 在统槽旁边有水

槽, 奶牛可从槽的两边采食或饮水。

图1 散栏牛舍

自由牛床尺寸见图2。由图2 可知 , 该种牛舍内牛床与

牛床之间用铁管栏杆隔开。其下面横栏a 离地高要以不撇

住牛腿为宜( 高度约40 c m) , 上面横栏b 离地高度以勿让牛

跳入另一牛床为宜( 约1 .1 m) 。栏杆长度不宜过长, 无需与

牛床边对齐, 可留出30 ～40 c m, 牛床边缘高10 c m, 以保证垫

草不丢 , 牛床边缘与走道间的高度为20～25c m。栏杆建在牛

舍的部分一定要结实, 防止被牛碰掉。走道较宽, 约3 m, 是

牛游走的场所, 粪尿可用拖拉机带刮板清扫出去, 挤奶在另

设的挤奶间进行。

2 .1 .2  双排自由牛栏牛舍。散栏牛舍中还可不用通槽而采

用两排头对头“扫入式”浅槽( 图3) , 如用饲料车供料, 饲喂道

宽2 .5～2 .7 m, 道面高出槽底20 c m, 槽宽75 c m。这里介绍牛

舍的一半。不拴系颈夹间宽, 无角牛为35 ～37 c m, 有角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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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5 c m, 用4 .3 c m 钢管作颈夹。如不用颈夹, 还可以2 ～3

根钢粗索横固在槽上, 只能让牛伸出头吃草吃料, 防止其进

入饲喂道, 饮水槽、矿物舔槽可另设。

图2 自由牛床尺寸

注 : 图中单位为c m, 下同。

图3 扫入式浅槽牛舍示意

2 .2 固定床位牛舍

2 .2 .1 传统牛舍。这种牛舍有单排与双排, 牛多时可用双

排。双排中头对头牛舍便于饲喂, 尾对尾牛舍便于挤奶、出

粪。图4 为头对头的固定牛床的一半, 其外边槽高54 ～60

c m, 内面高15 c m, 一般牛床长为1 .6 m, 槽内边与外边厚度为

7～8 c m, 牛前脚站立处有35 c m 水平地面, 以防牛探食时滑

倒, 接着牛床到粪沟有2 .5 c m 坡度, 以利排尿。

图4 固定床位牛舍示意

2 .2 .2 平铺地牛舍。这种牛舍有颈夹, 奶牛站在固定的床

位。其特点是将双排间走道、粪尿沟与牛床建在一个水平面

上。牛床可有微小的坡度, 粪尿沟盖上漏缝铁板, 与走道平

齐, 牛床仍铺垫草( 图5) 。这种平铺地牛舍是传统的牛床、粪

沟的一大改进, 其优点有: ①管理牛方便, 清扫粪便、杂物、铺

垫草所用时间短; ②牛舍内清洁整齐, 没有死角; ③大大减少

了对牛乳房、肢蹄的伤害; ④便于清扫, 饲喂机械化; ⑤不受

牛体长的限制, 只需做好粪尿清洁即可。当然漏缝铁板下面

也需定时清洁。

图5 平铺地牛舍示意

  关于通风, 可用牛舍的前后窗户, 但要注意不能形成穿

堂风, 窗户上最好装风斗 , 让进来的气流先吹到牛舍上空, 防

止风直接吹到牛背上。通风的主要方式为用通气筒从牛舍

中通到屋顶或用天窗换气。夏季炎热时牛舍中可安装电风

扇散热、换气。

3  结语

奶牛场场址的选择要有周密考虑 , 统筹安排和长远规

划。必须与农牧业发展规划、农田基本建设规划以及修建住

宅等规划结合起来, 并符合兽医卫生和环境卫生的要求, 选

择周围无传染源、无人畜地方病的地方建场。所选场址 , 应

能适应现代化养牛业的发展趋势。牛舍建筑, 要根据当地的

气温变化和牛场生产、用途等因素确定。修建牛舍的目的是

为了给牛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 保障牛的健康和生产的正常

运行。但设计时要符合生产工艺要求, 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和畜牧兽医技术措施的实施, 要做到经济合理、技术可行。

此外, 奶牛舍修建还应尽量降低工程造价和设备投资, 以降

低生产成本, 加快资金周转。自由牛床牛舍更符合奶牛的自

然和生理需要, 能使牛根据生理需要全天候自由采食、自由

运动, 同时, 在散栏饲养中奶牛的行为特性多数能得到充分

的表现。自由牛床牛舍及散栏饲养工艺是我国奶牛舍饲养

模式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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