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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畜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肉、蛋、奶等畜禽产品产量迅速提升，基本满足了市场
供应，丰富了广大民众的菜篮子。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对畜产品的要求逐步趋于科学化、营养化和健康化
，肉类上的要求也由过去的以猪肉为主，开始向低脂肪的肉类过渡。
牛肉因具有脂肪含量少、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适口性好等优点，受到广大消费者的
青睐。
因此，大力发展肉牛产业，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调整畜牧业结构，加快农户致富奔小康，推动经济
快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编者在总结我国肉牛生产和肉牛疾病防治经验以及收集了大量国内外相关的科研成果、生产管理
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多年来科研、牧业新技术推广和生产实际，撰写了本书。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通俗易懂、实用性强，适合农村广大养牛户、规模养牛场（小区）技术人
员、基层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以及牛人工授精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共分十章，详细介绍了肉牛品种及改良、繁殖、饲养管理、饲料加工、牧草栽培、育肥、疾
病防治、牛场建设、屠宰加工等有关方面的技术。
本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大部分资料来自于编者的生产实践，是肉牛生产者的好帮手。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向参考资料的原
作者致谢。
　　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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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推动肉牛产业发展，促进广大农民增收致富，作者通过收集国内外有关肉牛生产和疾病防治的科研
成果和管理经验，并结合自己多年来科研、牧业新技术推广和生产实际，撰写了本书。
     本书共十章，主要介绍肉牛品种及改良、繁殖技术、饲养管理、饲料加工、牧草栽培、育肥技术、
疾病防治等有关方面的技术。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通俗易懂，适用性强，具有科学性、成果性、实践性，适合农村广大养牛
户、规模养牛场（小区）技术人员、基层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以及牛人工授精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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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低水分青贮的制作　　青贮饲料按照其原料含水率高低可划分为高水分青贮、凋萎青贮和
半干青贮（低水分青贮）。
高水分青贮原料含水率在70％以上，一般直接收割并贮存，作物不经晾晒，减少恶劣天气影响和田间
损失，作业简单，效率高，但高水分青贮饲料易变质，增加运输工作量。
凋葵青贮原料含水率在60 ％～70％，将收割后的饲料作物在田间适当晾晒后再捡拾、切碎和入窖青贮
。
　　低水分青贮也称半干青贮。
青贮原料中的微生物不仅受空气和酸的影响，也受植物细胞质的渗透压的影响。
低水分青贮料制作的基本原理是：青饲料刈割后，经风干水分含量达45％～50％，植物细胞的渗透压
达（55～60）×105帕。
这种情况下，腐败菌、酪酸菌以至乳酸菌的生命活动接近于生理干燥状态，生长繁殖受到限制。
因此，在青贮过程中，青贮原料中糖分的多少、最终pH值的高低已不起主要作用，微生物发酵微弱，
有机酸形成数量少，碳水化合物保存良好，蛋白质不被分解。
虽然霉菌在风干植物体上仍可大量繁殖，但在切短压实和青贮厌氧条件下，其活动也很快停止。
　　低水分青贮法近十几年来在国外盛行，我国也开始在生产上采用。
它具有干草和青贮料两者的优点。
调制干草常因脱叶、氧化、日晒等使养分损失15％～30％，胡萝卜素损失90％；而低水分青贮料只损
失养分10％～15％。
低水分青贮料含水量低，干物质含量比一般青贮料多一倍，具有较多的营养物质；低水分青贮饲料味
微酸性，有果香味，不含酪酸，适口性好，pH值达4.8～5.2有机酸含量约5.5％；优良低水分青贮料呈
湿润状态，深绿色，结构完好。
任何一种牧草或饲料作物，不论其含糖量多少，均可低水分青贮，难以青贮的豆科牧草（如苜蓿、豌
豆等）尤其适合调制成低水分青贮料，从而为扩大豆科牧草或作物的加工调制范围开辟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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