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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乳牛泌乳曲线因素的分析

王金良

(畜牧系 )

摘 要

用 不 完 全 Y 函 数 拟 合 T 西安市奶牛群 18 9个泌 乳期的泌乳 曲 线
,

并

应用最小二乘法分析 了产犊月份
、

年份
、

胎 次
、

干扔期
、

产奶量及畜群对泌乳

曲线参数与性状的影响
。

研 究结果表明
,

产犊 月份
、

胎 次及干扔期衬泌乳 曲线

形状均有显著影响
;
产扔量 仅影响泌乳曲 线的相 时位置 ; 产犊年份与畜群对泌

乳 曲线无任何明显影响
。

研究发现
, 以 干奶期 为 60 ~ 90 d

、

在冬季或春季产第

四 胎 的乳牛泌乳量 最高
。

关健词
: 乳牛 ; 泌乳 曲 线 ; 不 完全 丫函数

乳牛3 o s d 产奶量最精确的测定方法是测定每天产奶量
,

然后累加起来
。

由于 奶 牛

场规模的日益扩大
,

许多国家都力争在保持育种资料可靠的前提下简化产奶量的测定方

法
。

现广为应用的方法是每月只测一天 的产奶量
,

并据之估计3 O5 d 的累计产 奶 量
。

近

年来我国一些大型奶牛场也开始应用这种简便的测定方法
。

针对该产奶量测定方法
,

国外已发展了许多估计3 o s d 产奶量的技术措施
。

中 心 日

期法 (C e n t e r in g d a t e m e t h o d ) 是以测 定 日 产奶量作为该测 定 日 前 1 5 d 和后 1 5 d 日

产奶量 的估计值
; 测验期间法 (T e : t in ter va l m et h o d ) 则 以相邻两测定 日的 日产 奶 量

来估计在此期间的日产奶量
。

近来又发展了一系列数学模型来拟合泌乳曲线并估计产奶

量 〔‘2 ,

不完全 Y 函数就是其中的一种
。

最初由W oo d (19 6 8 ) 提 出
〔’〕 ,

可 以先对 其 进

行对数转换
,

然后用线性回归法拟合泌乳曲线
,

并据以估计 3 05 d 产奶量
。

据 Co n g le to n

等 (1 9 8 0 ) 研究
〔3 J ,

用每月一天的产奶记录拟合的不完全 丫 函数泌乳曲线估计 3 0 5 d 产

奶量时
,

估计值平均偏差仅 一 15
.

Ik g ,

估计值标准误仅 183
.

4k g ,

分别只占3 o s d 实际产

奶量的 0
.

2 % 和 3 %
。

我们用不完全 丫 函数对西安市黑 白花奶牛群 18 9个泌乳 期 3 0 5 d 产

乳量的估计效果为
,

平均 沽计偏差 一 10
.

Ik g ,

标准误仅73
.

Ik g ,

分别 占3 0 5 d 平均实 际

产奶量的0
.

2 %和 1
.

4 % (待发表)
。

可见
,

用不完全 丫函数
l
描述奶牛产奶规律是较为可

靠的
。

乳牛泌乳曲线受其年龄
、

胎次
、

产犊月份
、

干奶期长短等许多因素的影响
,

明确这

些 因素的作用
,

才能更有效地应用泌乳曲线描述产乳规律
,

估计 3 o s d 产乳量
。

本 研 究

目的就是应用最小二乘法估计若干因素对乳牛泌乳曲线的影响
。

本文于 19 8 8年11 月 1 0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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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不完全 Y 函数的拟合

用以估计产乳最
,

的不完全 丫勇数厚形为

Z 、

y n = A n “e 一 ’ n

沂
、

f 丫

尧六 : 又

( 1 )

其中
:
犷n

—
在泌乳的第

n
个月 (自分娩之 日算起 ) 的产乳量估计值 ,

—
自然对数的底 ;

一
泌乳月份

,

即泌乳 日数 (自分娩之 日算起 ) 除以30 ,

A

—
常数乘子

,

使得泌乳量 Y n
在整个泌乳期有相同比例的增加 ,

b

—常数
,

决定了泌乳峰值出现前泌乳曲线上升的溥度
多

c

一赏数
,

决定了泌乳峰值出现后泌乳曲线下降的速度
。

拟合方法是先将式 ( 1 ) 两边取自然对数以线性化
,

然后用最小二乘法估

A
,

b和 c 。

对式 ( 1 ) 求一阶导数
,

得到

计 参 数

d y
,

- 一了一一 = 丑 C 仑 一称
‘

L O / C 一 月夕
a 路

( 2 )

二阶导数为
:

豁
生 二

Ac
Z

一价一 〔
(“/
一

)
2

一各
一

〕 ( 3 )

由式 ( 2 )
、

( 3 ) 可看出
,

当参数A
,

乳月时达泌乳高峰
,

其值为
, A (b / c)

泌乳持久度的计算采用W oo d (1么6 7)

‘e 一 ‘

b , 。
为正时

,

泌乳曲线在第
。 = b /

c
个 泌

(将。 = b /
e 代入式 ( 1 ))

。

提出的计算公式
: S = C

一‘“ + ‘’。

.

2 影晌泌乳曲线因素的分析

不完全 丫函数泌乳曲线的形状由A
,

b
, c
三个参数决定

,

其影响因素按下列回归 模

型进行最小 二乘分析
:

一 + a a “ a + a o v l + ⋯ + a : o 刀 一 2 + a : l切 1 +
’ ‘ ·

+ a Z ; 切 ‘ +

+ a Z 。 x ‘ + a : 。夕 工 + ⋯ + a 3 6 少: + a
’

3 7 2 ; + ⋯ + a : 。之 3 ” ‘

(4 )

+lu+a劣+25

、

U
.

a
一一

‘ .,.,...,产Abc
矛...f..f、

其中
: “

-
参数 (A

,
b或。 ) 平均值 , a ;

—
回归 系数

,

“ ,

叭 田 , 戈 , 夕 , “

一
下列各因素的虚设变量 ;

‘

u l

一 u .

—
产犊年价 1 9 8 0 一 1 08 7年

; v ,

一。 l :

-
分娩月份 1 ~ 1 2月 ;

功 ,

~ 二
‘

—
胎次

,
1 ~ 4胎 , x , ~ % ;

—
干奶期 < 3 0 )

, 3 0 ~ God
,

6 0一 g od
,

> g o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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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

一夕
。

—
3 0 5 d产奶量 < 才so o k g , 才5 0 0一 5 0 0。, 6〔)。。一 5 5。。, 9 5 0 0一6 0 0 0 ,

6 0 0 0 ~ 6 5 0 0 , 6 5 0 0 ~ 7 0 0 0 , 7 0 0 0 ~ 7 50 0 ,

> 7 5 o o k g ;

气 ~ 之 3

—
畜群A

,
B 和 C

。

为了求得二 , x 满秩阵
,

今
u ‘ , 。 , 2 ,

二
、 , 二 、 , 夕 , , 二 3 二 (、

所以
,

回归方程 ( 4 ) 中的参数均值 拼就是在基准条件 (1 9 8。年招月份产第四胎
,

干奶期大于90 d
,

该泌乳期产乳量低于 4 5 0 0 k g 的C群乳牛 ) 下的参数估计值
。

1
.

3 材料

材料取 自西安市 3 个奶牛场 1 9 8 0一 1 9 8 7年共 1 8 9个泌乳期的完整产奶记录
。

选 择 泌

乳期时
,

对分娩季节
、

胎次
、

产奶量
、

干奶期长短等因子均未加考虑
。

对每一个泌乳期

都采用 10 个泌乳月每月一天的产奶量来拟合其不完全 丫函数曲线
,

估计参数 A
,

b
, 。 ,

然后用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参数A
,

b
, c (即泌乳曲线 ) 的因素

。

2 结果与讨论

回归模型 ( 4 ) 中各种效应的方差分析结果列入表 l 中
-

表 1 回归模型 (4 ) 中各种效应的方差分析

变异来源

AA b C

M S x 1 0 一 l

M S 丫 1 0 3 M S ) : 2 0 4

产 犊年份

产犊月份

胎 次

干 奶 期

产 奶 量

畜 群

误 差

1 2
。

2 0 9 8
。

5 2 9 9
。

1 0

9
.

5 9 2 0 6
。

6 5二 2 2 7
.

3 0 ‘ .

12 5
.

50 二 61
.

9 0 1 1 7
.

7 0 .

9 9
.

7 7 ” 7 0
.

14 9 9
.

6 U

5 2
.

5 9
. 2 2 6

.

12 . 12 3
.

4 0 二

2
。

0 2 1 4
。

0 3
‘

1 5
。

1 0

2 4
.

7 5 5 8
.

0 6 4 1
.

8 2

注
: .

P < 0
.

0 5 ; 二 P < 0
.

0 1

由表 1 可见
,

胎次
、

干奶期长短和产奶量对参数 A 均有极显著或显著影 响
;
产犊月

份和产奶量对参数 b有极显著或显著影响
,

产犊月份和干奶期
一

长短
,

以及产奶量对参 数

C影响显著或极显著
,

而产犊年份和畜群对此三个参数均无显著影响
。

回归模型 ( 4 ) 中各利效应的最小 二乘均值见表 2
。

由表 2 可得到在基准条件中任一因素不同水平下 的泌乳曲线
,

由其三个参数值可计

算得其三个性状 (泌乳峰值出现月份
、

泌乳峰值及泌乳持久度 ) 和 3 o sd 产 乳量估计 值

(见表 3 )
。

由表 2 , 3 可看出
,

产犊年份对泌乳曲线三个参数和三个性状均无明显影响
,

不同

年份泌乳曲线形状基本相同 (图 1 )
。

产犊月份对泌乳曲线的影响极为明显 (图 2 )
。

冬春季节 (1夕, 1 一 6 月 )产犊的乳

牛
,

其泌乳曲线月值明显大于夏秋季
。

春末夏初 ( 4 ~ 6 月 ) 产犊的乳牛
,

其泌乳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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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回归模型 (4) 中各种效应的. 小二乘均值

不完全下函数参数 不完全丁函数参数

截距 ( 卜 ) A

2 1
。

4 7 9

b x 1 0 2

4 0
。

42 4

e x 1 0 之

2 1 。

5 5 2

截距 ( 卜〕 A

2 1 。 4 7 9

b x 10 2

4 0
。

4 2 4

C x 1 0 2

2 1
。
5 5 2

,1山勺,d通
孟

胎次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1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0

2
。

2 9 9

一 1
。

0 4 0

一 2
。

5 1 0

一 1
。

6 8 1

一 1
。

3 7 8

一 0
0
5 5 8

一 0
。

4 6 5

0

2
。

7 9 1

6
。

1 4 2

1 5
。

5 65

2 4
。

1 82

2
。

7 8 9

4
。

2 9 2

1 6
。

3 9 8

0

3
。

2 7 2

1
。

2 8 0

3 。

6 2 6

5
。

7 1 3

0
。

0 5 5

1
。

1 3 7

4
。

8 9 8

一 4
。

4 2 9

一 2
。

5 2 0

一 1 。 4 2 4

0

一 9
.

1 6 0

一 6
。

6 2 6

一 6
.

6 1 8

0

一 5
。

5 7 5

一 2
。

9 0 5

一 1
。

6 61

0

< 3 0

3 0一 6 0

6 0一9 0

> 9 0

3
。

5 9 7

1
。

8 3 6

5
。

5 10

0

一 2 6
。

22 1

一 12
。

2 4 8

一 7
.

3 6 6

0

一 0
。

3 3 4

一 1
。

7 34

1
。

7 6 6

O
.

干奶期

产犊年份

J勺O乙��O自护a11
山.1门了」

,

⋯
产

3
。

1 3 4

2
。

1 1 6

1
。

8 8 5

3
。

9 6 1

8
。

4 6 8

3
。

2 0 4

一 3
。

8 3 2

一 0
。

7 0 1

一 2
。

7 0 3

一 l
。

2 5 9

一 1
。

1 8 9

一 2 8

一 1 9

一 1 4

一 2 0

一 29

一 3 5

1 1

犊
一 9

产量奶

月

一 35

一 2 2

一 20

一 2 1

。

1 8 7

。 4 4 8

。

5 70

。

5 0 5

。

1 34

。

5 79

。

3 8 6

。

7 0 7

。

9 24

。

2 2 8

。

3 4 6

l
。

8 9 8

一 7
。

4 8 0

一 4
。

4 3 3

一 1
。

5 5 8

0
。 2 2 6

一 4
。

8 3 3

一 1 3
。

0 0 4

一 9
。

7 5 7

一 8
。

4 7 0

一 7
。

2 0 1

一 7
。

0 7 6

< 4 5 0 0

4 5 0 0一5 0 0 0

5 Q0 0一 5 50 0

5 5 0 0一 6 0 0 0

6 0 0 0一 6 50 0

6 5 0 0一 7 0 0 0

7 0 0 0一7 5 0 0

> 7 5 0 0

0

3
。

1 8 3

4
。

9 7 6

3
。

0 2 5

7
。

6 6 6

8
。

1 5 8

9
。

4 3 8

1 2
。

7 7 7

。

4 4 1

。

2 6 6

通任J任OU勺‘�吕内匕,曰九hn甘

⋯

�
卫J任11dn�

一一1

份

0

一 2
。

2 3 4

一 0
。

1 4 3

一 4
。

2 0 4

一 7
。

1 2 0

一 5
。

4 0 2

一 7
。

3 6 9

一 6
。

4 9 7

畜 0
。

6 4 1

一 O
。

3 9 0

1
。

0 6 0

1 。

8 4 3

AB

.丈,曰舀J月吸.勺nnt‘�吕O。八U,1

, .目‘孟

12 0 0 0 群 C 0 0 0

. . . . 口 . . . 曰. . . . . . 卜门. . .

表3 泌乳曲线三个性状及30 5夭奶t 估计值

形响因素
泌乳峰值出

现月份 ( d )

泌乳峰值

( k g )
持久度

3 0 5天
产奶量
( kg )

1 9 8 0

1 9 8 1

19 8 2

1 9 8 3

19 8 4

1 9 8 5

1 9 8 6

1公8 7

1

2

3

4

2
。

4 1 ( 7 2 少

2
。

2 0 ( 6 6 )

2
.

5 4 ( 7 6 )

2
。

6 8 ( 8 0 )

2 。

7 9 ( 8 4 )

2
。

5 3 L 7 6 )

2
。

4 8 ( 7 4 )

2
。

5 8 ( 7 7 )

2
。

4 5 ( 7 3 )

2
。

0 9 ( 6 3 )

2
。

2 1 ( 6 6 )

2 。

1 6 ( 6 5 )

2 4
。

8 6

2 5
。

6 4

2 4
。

4 5

2 3
。

7 2

2 5 .

2 8

2 4
。

1 3

2 4
。

5 9

2压
。 1 0

2 7
。 1 1

2 5
。

3 7

25
。

2 3

2 6
。
4 6

1 0
。

34

8
。

67

10
。

3 7

1 0
。

12

9
。

9 0

1 0
。

7 5

10
。

1 9

9
。

4 2

8
。

5 0

10
。

2 7

9
。

5 4

8
。
5 1

5 5 49

5 4 0 1

5 4 3乓 5

5 1 9 3
。

3

5 4 60
。

6

5 4 3 5
。

0

5 4 4 6
。 6

5 3 78
。

8

5 6 2 4
。

1

5 7 0 1
.

2

5 5 0 6
。

4

5 5 4 3
。
5

奋

产犊年份

产奶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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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影响因素

泌 乳峰位

出现月份 ( d )

泌乳峰值

( k g )

持久度

3 0 5天
J忆奶量
( k g )

产

奶

月

价

胎

次

干

奶

期

( d )

产

奶

信

( k g )

畜

群

5

6

7

8

9

1 0

l 1

1 2

1

2

3

4

< 3 0

3 0一 6 0

6 0一 9 0

> 9 0

< J 5 00

4 5 0 0一5 0 0 0

5 0 0 0一5 5 00

5 5 0 0一 6 0 0 0

6 00 0一 6 5 0 0

6 5 0 0一 70 0 0

7 00 0一 7 5 0 0

> 7汤0 0

A

B

C

l
。

80 ( 5 4 )

1
.

7 9 ( 5 4 )

2
.

4 5 ( 73 )

1
.

9 5 ( 5 8 )

2
.

5 2 ( 7 6 )

2
.

5 0 ( 75 )

2
。

4 7 ( 74 )

2
.

5 8 ( 7 7 )

2
.

8 4 ( 8 5 )

2
。

62 ( 7 9 )

2
。

5 1 ( 7 5 )

2
。

5 8 ( 7 7 )

1
。

6 1 ( 4 8 )

2
.

2 7 ( 6 8 )

2
。

1 5 ( 6 5 )

2
。

5 8 ( 7 7 )

2
。

15 ( 6 4 )

2
。

4 1 ( 7 2 )

2
.

5 8 ( 7 7 )

2
.

8 7 ( 8 6 )

2
。

4 6 ( 7 4 )

2
。

7 7 ( 8 3 )

2
。

75 ( 8 3 )

2
。

79 ( 8 4 )

2
。

6 5 ( 8 0 )

2
.

7 7 ( 8 3 )

2
.

5 8 ( 7 7 )

2 8
。

3 1

2 4
。

8 5

2 1
。

搜1

2 2
.

7 1

2 2
。

5 2

2 3
。

7 5

2 3
。

7 2

2 弓
.

1 0

2 2
.

1 0

22
.

9 5

2 3
。

3 6

2 5
。

1 0

2 3
。

7 6

2 5
。

1 5

2 7
。

3 9

2 : } .

1 0

1 8
。

3 8

2 2
。

5 6

2 5
。

1 0

2 5
.

1 9

2 7
。

3 6

2 9
。

理8

3 0
.

6 6

34
。

2 6

2 6
。

1 7

2 5
.

9 9

2 5
。

1 0

7
。

1 1

8
。

4 0

7
。

5 2

1 0
.

7 9

1 2
。

1 8

] ]
。

5 3

1 1
。

4 0

9
。

峨2

1 2
。

1 6

1 0
.

4 1

9
。

6 4

9
。

42

6
.

7 9

8
.

89

7
。

6 9

D
.

4 2

8
。

0 5

9
。

4 5

9
。

4 2

1 1
。

7 6

1 1
。

3 1

1 1
。

78

1 2
。

5 2

1 2
。

2 8

9
。

3 6

9
.

5 5

9
。

4 2

5 5 4 8
。

7

5 2 0 9
。

4

5 3 0 4
。

4

5 1 9 7
。

5

5 2 9 3 。 4

5 4 8 7
。

9

5 4 6 3
。

8

53 78
。

8

5 0 1 9
。

7

5 0 9 0
。

5

5 0 65
。

6

5 3 7 8
.

8

4 5 5 6
。

0

5 3 3 9
。

3

5 5 1 4
。

4

5 3 7 8
。

8

3 7 6 9
。

2

4 8 7 4
。

4

5 3 7 8
.

8

舀6 9 1
。

7

6 2 8 8
。

4

G 7 7 9
.

0

7 2 0 0
。

8

7 9 8 1
。

6

5 5 7 7
。

8

5 5 4 6
.

3

5 3 78
。

8

立甲
、

!
,

乃�叭J

2 0

(,洲).获板砚
月值达最大

,

而b
,

C了直均在冬季

l 月与 12 月产犊乳牛达 最 大 值

( 表 2 )
。

与冬春季产犊乳牛 (A
,

b
,

C 值分别为 2 9
.

2 5
、

。
.

5 4 3 5 1

和 0
.

2 4 4 * 6 ) 相比
,

夏秋季产犊乳

牛的A 值 ‘? 4
.

91 ) 有 极 显 著

(P ( 0
.

0 1 ) 降低
,

b
,

C值 (分

知l为0
.

4 0 5 8 2 和 0
.

1 7 9 22 ) 也都较

低
,

虽然差异不显著 (尸 > 0
.

0 5 )
。

由表 3可见
,

秋冬季产犊的乳牛泌

乳峰值出现较晚
,

平均为分娩后

1 0

万石 6 0 0 0 ‘“0 1 5 0 1 5 0 2 10 2 ‘0 27 0 3 0 0

登 乳天 致

图 1 产犊年份对泌乳曲线的影响

I
: 1 98 0 年 ;

I
: 1 98 7 匀二 , l

: 2 0 8 3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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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之 1
皿

30加1o

(妞月�喇代发盆

布不r 猫产箭号岔斌护瑞飞茄今
泌 乳天 数

图 2 产犊月份对泌乳曲线的影响
:

7月 ,
I

: 1 2 月 ,
I

:
‘月

第 73 d 出现
,

而春夏两季产犊

者平均在分娩后6 3 d 时达泌乳

高峰
。

泌乳峰值以冬春两季产

犊的母牛为较高
,

平 均 值 为

26
.

2 6 k g / d
,

而 夏季和 秋 季

产犊母牛平均泌乳峰 值 仅 为

23
.

16 k g / d
,

差 异 极 显 著

(尸< 0
.

0 1 ) ; 泌乳持 久度以

秋季分娩的母牛为较高
,

平均

值为 n
.

70
,

而其他季节 各月

分娩的母牛持久度平均值仅为

7
.

90
,

前者极显著 ( 尸< 0
.

0 1)

高于后者
。

夏季各月份产犊的母牛产奶量较低
,

平均 5 2 37
.

Ik g ,

极显 著 低 于 其 他 季

节分娩的母牛 ( 平均产奶量 5弓05
.

3 k g )
。

秋季产犊母牛产奶 量 为 5 4 15
.

0 k g ,

极 显 著

低 子 冬 春 季 节 (5 5 50
.

5 k g )
,

而 极 显著高于夏季
。

冬季 产 奶 量 (5 5 6 8k g ) 极显

著高子春季 (5 5 32
.

9k g )
。

总之
,

以冬季产犊母牛3 osd产奶量最高
,

春季 次 之
,

夏季

最低
。

Co n g le to n
等发现

〔刁 ’,

泌乳曲线A 值在春末夏初 ( 5 ,
6

,
7 月 ) 产犊的母牛 达

最大
,

而b , C值则在冬季 ( 12
, l

、

2 月 ) 产犊母牛达最 大
。

K eo w n
等 报 道

〔“ ’,

在

5 ~ 8 月分娩的母牛 3 osd产奶量最高
; C o n g le to n

等则发现 3 0 5d 产奶量最高的是秋季 分

娩的母牛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冬春季产犊的母牛3 0 5d 产奶量极显著高子夏秋季
,

与国内

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

不同国家地区气候的不同可能是研 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

即20

(丫月�划裁生泣

了工卫卫人、、

不同胎次的泌乳曲线也有较

大差异 ( 图 3 ) 。

随着胎次的增

加
,

泌乳曲线的三个参数值均明

显增大 (表 2 )
,

泌乳峰值的出

现逐渐提早
,

泌乳峰值 逐 渐 增

大
,

泌乳持久度逐渐下降
, 3 osd

产奶量逐渐升高
。

第一胎与其他

各胎差异最明显
,

其泌乳峰值出

现最晚
,

泌乳峰值最低
, 3 osd 产

奶量也最低
,

但其泌乳曲线最为

平稳 (持久度高)
。

据C o n g l。t。 n

病气茄气前气亩飞布飞俞飞杯
~

箭
‘

沉乳夭 效

图 3 胎次对泌乳曲线的影响

I
, i 胎 ,

I
:

2胎 ,
1

:
4胎

等的研 究
,

随着母牛的体成熟增大 ( 胎次增大)
,

泌乳峰值升高而泌乳持久度下降
。

干奶期的长短对泌乳曲线有明显影响 ( 图 4 )
。

干奶期不足 3 0d 时
,

泌乳峰值的出 现

明显提前 (分娩后 4 8d )
,

泌乳峰值和泌乳持久度也均有明显下降
,

因而3 0 5 d产奶 量估

计值也最低
,

仅为 4 5 5 6 k g ,

比其他千奶期低7 s3
.

3k g ~ g ss
.

4k g ,

降 低 ] 4
.

7 %一1 7
.

4%

(表 3 )
。

干奶期为60 ~ 9 0d 时
,

虽然泌乳持久度稍低
,

但乳 乳 峰 值 最 高
,

其 值 为

2 7
,

39 k g ,

明显高于其他千奶期
,

结果 3 osd产奶量估计值也最大 (5 5 1 4
.

4k g )
,

比千 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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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为 3 0 ~ 6。(J和大于 g o d的乳牛分另11高出 1 7 5
.

Ik g (3
.

3 % ) 和 1 3 5
.

6 k g (2
.

5 % )
。

期大于 g o d 时
,

虽然泌乳持 久

4 9

干 奶

J万卫

30勺10

�目浏�湘篇祀吐
度最大

,

但泌乳峰 道并不高
,

因而3 O5 d 产奶量估计 值 低 于

干奶 期为 6 0 ~ 9 0d 的 乳牛
。

此外
,

泌乳峰值出现 的 时 间

有随干奶期的延长而推迟的趋

势
。

总的来说以 60 ~ 9 0d 千奶

期为最好
。

由图 5 可见
,

泌乳期产奶

量对泌乳曲线的影响 非 常 明

显
。

随着产奶量的增高
,

泌乳曲

线的参数A 逐渐增大
。

当产奶

盛~ ~ 曰~ ~ 二~ 护- ~ ~ ‘口 ~ ~ 一 ~ ‘‘喇阳. 曰口J ~~ ~ . . 曰 ·一~ ~ 占沪- 卜
3 0 6 0 9 0 1 2 0 15 0 1 8 0 2 10 2 4 0 27 0 3 0 0

泌乳天数

图 4 干奶期对泌乳曲线的影响
:
干 奶期 < 30夭 、

I
:

干奶期的一90 夭
, I

:

千奶期> 90 天

(甘月)喇石铁代口

1卫皿粼

~ 二 _ 一 ~ ‘ ~ ~ 人 ~ ~ 一 , 公

二三舀 i 乙J 艺1 奋 乙、 {1

-

一
‘沪

· ‘

一 一咋
之犷Q 吕匀}

亡二丫几二咬凡
、

图 5 泌乳期产奶量对泌乳曲线的影响

I
:

泌乳期产奶量> 7 5 0 0 k g , I
: 6 50 0一7 0 0 0 k g ,

I
: 5 0 0 0一 5 5 0 o k义; W

:

< 4 5 o o k g

量由不足 4 50 0 k g 上 升 到 大 于
7 5 0 0 k g 时

,
A 值 增 大 了

1 2
.

77 7 ; b , C值的变化不象A 值

那样规则
,

但仍可看出C 呈下

降趋势 (表 2 ) 。

泌乳峰值和

泌乳持久度均随产奶量的提高

而逐渐增大
,

泌乳峰值出现时

间似有随产奶量增大而推迟 的

趋势 (表 3 )
。

总的来说
,

产

奶量越高
,

则泌乳峰值越大
,

泌乳曲 线 越 平 稳
。

W
o
od 提

出
【6 〕 ,

参数A 是泌乳期总 产奶

量指数
,

作为一个常数乘子使

得在整个泌乳期不同时间的产

奶量有相同比例的增大
。

图5

中产奶量较高时其泌乳曲线也

较高
,

这主要早由于A 值的 增

大所致
。

但若保持 b
,

C 不 变

而仅仅增大月值
,

则会导 致泌

乳曲线的上升和下降 速 度 加

快
,

即泌乳持久度 降低
。

C主

要决定了泌乳峰值后泌乳曲线

下降的速率
。

图 5 中各条泌乳

曲线在泌乳峰值后下降速率基

本相同
,

并不随 3 osd 产 ;奶 量

尸、

切
‘月

、 .

妇 3 ‘资

J
,

,

扮

讥 艺月-

泛
「

次少‘ 致

图 6 畜群对泌乳曲线的影响
:

A 畜群 ,
I

: B畜群 ;
I

:

C畜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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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
、

A 值的增加而增大
,

这主要是由于 C值随 3 O5d产奶量的增高而减小的缘故 (表

2 )
。

此外
,

按W oo d (19 6 7 ) 提出的泌乳持久度计算公式计算
,

泌乳持久度随产 奶量

提高而增大
,

这与图5不符
。

Co n g le to n
等也发现同样现象

,

这表明W oo d的泌乳 持 久度

计算公式还应按产奶量作适 当调整
,

这有待进一步研究
。

畜群对泌乳曲线的参数
、

性状及其形状均无明显影响 (表 1 , 2 ,

图 6 )
。

3 结 论

乳牛产犊月份对其泌乳曲线有显著影响
。

冬春季产犊母牛
,

春夏季产犊乳牛较早达到泌乳峰值
,

而秋季产犊母牛泌乳持久度较高
。

季产犊母牛产奶量为最高
,

其次是春秋
,

再次是秋季
,

夏季最差
。

泌乳峰值 较 高
,

总的来说
,

以冬

3
.

2 不同胎次泌乳曲线不同
。

随着胎次的增加
,

其泌乳曲线三个参数值 均逐渐增

大
,

泌乳持久度逐渐下降
, 3 o sd 产奶量逐渐升高

。

第一胎与其他胎次的差异最为明显
。

3
.

3 干奶期为60 一90 d时
,

其泌乳峰值最大
, 3 o sd 产奶量最高 , 干奶期不足30 d 的

母牛
,

其泌乳峰值的出现明显提前
,

泌乳峰值和泌乳持久度均 明显下降
, 3 O5d 产 奶 量

估计值也最低
; 干奶期高于 90 d 的母牛

,

其泌乳持久度最大
,

但泌乳 峰 值 较 低
,

因 而

3 O5 d产奶量估计值低于干奶期 60 一 g od 的母牛
。

3
。

4 随产奶量的增大
,

泌乳曲线的A 值逐 渐 增 加
,

而C值逐渐减小
,

结果泌乳曲

线形状相似
,

只是产奶量较高的乳牛其泌乳曲线也较高
,

泌乳峰值出现时间稍有延迟
。

3
.

5 畜群及产犊年份对泌乳曲线无明显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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