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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因素对荷斯坦牛体细胞评分的影响

张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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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利用陕西西安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 个奶牛场 头荷斯坦牛 。。。 。。 年的 份 记录

中的体细胞计数
,

分析了胎次
、

产犊季节和泌乳阶段对荷斯坦牛体细胞评分 的影响
,

并分析了不同牛场

间 的差异
。

结果表明
,

在不同牛场
、

不同胎次
、

不同产犊季节和不同泌乳阶段均存在显著差异
,

且这些因素

相互作用对 有极显著影响
,

场的 显著低于其他牛场 一 月份平均 最高
,

月份和 月份次之
,

其他

月份较低 随胎次及泌乳月份的增加
,

呈增加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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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 牛体细胞计数 。 。 ,

是

牛奶质量和乳房感染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

许多 国

家把 作为衡量牛奶质量的重要标准 如美国规

定牛奶中 必须小于
一 ’ ,

欧共体规定

牛奶中 必须小 于
一 ‘ ,

甚至有些 国

家的奶价也依据牛奶 中 的高低来确定
’〕。

研

究表明降低奶牛 可 以显著降低牛群乳房炎发

病率「 〕。

因此
,

作为诊断乳房炎的一种手段在

牛场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
。

由于奶牛乳房炎性状遗

传力较低 为 一
,

对其进行直接选择存在

一定 困难
。

奶 牛体细 胞评分
,

由体细胞计数 得来
,

与临床性乳房炎有

较高遗传相关 相关系数为 且有较高

遗传力 为
,

是奶牛乳房炎抗性选择的一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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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方法川
。

利用 估计育种值是降低奶 牛乳房

炎发生的一种有效手段
。

目前
,

一些奶业发达 国家

已将 纳人公牛遗传评定体系仁
一

〕。

我国从

年开始相继在北 京
、

西安
、

上海等地建立 实验

室进行 监测川
,

现在全国有 个地区
,

大约

万头牛参加 了 测定
,

其中 数据被作为牛

群乳房健康管理 以及乳品质量监测的依据
,

但这一

指标还没有纳人奶牛选育体系川
。

本研究对陕西西

安现代农业综合开发 区 个牛场 头荷斯坦 牛

年的 份 记录中 进

行研究
,

以探讨牛场管理水平
、

环境条件和牛群大小

等因素对 的影响程度
,

为奶牛乳房炎抗性的选

育提供可靠依据
。

根据奶牛泌乳的生理阶段
,

参照 等匕 」的方

法将泌乳阶段划分为 个水平
,

依次为
,

“
,

和 以后
。

根据奶牛产犊后的天

数
,

一 为第 泌乳月
,

为第 泌乳月
,

依此类推将 一 个泌乳 期分为 个泌 乳 月
。

运 用

软件对各因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然后

应用一般线性模型
,

对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方

差分析
。

材料与方法

材 料

荷斯坦牛 记 录来 自陕西西安现代农业综

合开发区 个奶牛场
,

共有 头奶牛 每场约

头 年的 份记 录
。

选择标准为每

头牛至少有 个完整 的泌乳期记录
,

每个泌乳期至

少有 次 记 录
。

参考文献
一

〕的计算公式
,

由 记录中的

计算
。

方 法

根据陕西地区的气候特点
,

参照张勤等〔’。】对北

京地区奶牛产犊季节的划分方法
,

将 年 个月划

分为 个水平
,

第 水平为 月和 月
,

第

水平为 月和 月
,

第 水平为 月
。

根据测

定时奶牛所处的 自然胎次
,

将第一胎划为第 水平
,

第二胎划为第 水平
,

依此类推共划分 个水平
。

结果与分析

不同奶牛场的
, ,

和 奶牛场的 分别为 士
,

士
,

士 和 士
,

场

显著低于
, ,

场
,

场 显著高于 场
。

分析

差异形成的原因可能与奶牛场管理水平
、

环境条件
、

牛群大小及牛群遗传素质有关
。

不 同胎次
、

产犊季节和泌乳阶段的

由表 可知
,

随胎次 的增加
,

呈增 加的趋

势
,

其中第 胎次的 最小
,

第 胎次的 最

大 第 胎次 极显 著低于其他胎次
,

胎次

差异不显著
,

但极显著低于第
,

和 胎次 第
,

胎次的 极显著的低于第 胎次
。

的高

低与奶牛产奶量及乳头的损伤程度有关
。

随胎次的

增加
,

奶牛产奶量增加
,

挤奶时对乳头的损伤增大
,

而且奶牛免疫功能随胎次的增加逐渐下降仁’‘ ’ 。

胎是挤奶损伤与免疫力下降的交汇期
,

故此时奶牛

乳房最容易感染
,

胎 以后尽管奶牛的免疫力仍然

下降
,

但奶产量也 下降
,

因此挤奶时的损伤得到恢

复
,

有所下降
。

衰 荷斯坦牛不 同胎次
、

产犊季节和泌乳阶段的
,

因因素 水平 体细胞评分分 月素 水平 体细胞评分分
’

胎胎次 士 产犊季节 , 、。 ,,

士 , , ” “
·

“‘, 士‘,
·

‘ ““

士 , 、 。。

士 泌乳阶段 ‘
·

, 土

士 ‘ ‘ “ , “ “
·

“ 士
·

‘ “ ,‘‘

士 。 士 。 。

士 , 。 士 。 。

注 同一因素的数据后标不 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 著 。 ,

标不 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 显著 尸
。

不同产犊季节的 不 同 表
,

水平 水平 一 月
。

表明 的增加与气温有关
,

随

月和 一 月 和
,

月 的 极显 著低于 气温的升高
,

各种微生物繁殖的机会增加
,

因此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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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泌乳阶段对 的影响受牛场
、

产犊季节和产

犊胎次的影响可以忽略
。

,‘月呼

八矛份、︸自马﹄

口

卞维理思耸分确缺

易受感染
,

增加
。

泌乳阶段
,

的 极 显著低 于泌乳 阶段

和
,

并且泌乳阶段 与 的 差异显著 表
。

说明 的增加可能由挤奶损伤引起
,

而并非环境

感染造成
。

奶牛泌乳月份对 的影响见图
。

由图 可

见
,

刚泌乳时奶 牛 最小
,

随泌 乳 月份 的增 加

增高
,

且在泌乳第一个月直线上升
。

牛场
、

胎次
、

产犊季节和泌乳阶段及其互作对奶

牛体细胞评分的影响见表
。

由表 可知
,

牛场
、

胎

次和产犊季节 对 有极显 著影 响
,

泌乳阶段 对

有显著影 响 牛场与泌乳阶段
、

产犊季节与胎

次
、

产犊季节与泌乳阶段
、

胎次与泌乳阶段等两个因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 没有显著影响
,

其余两 因

素或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 有极显著影响
。

泌乳月份

图 奶牛泌乳月份对 的影响

裹 奶牛场
、

产犊季节
、

胎次和泌乳阶段及其互作对奶牛体细胞评分的影晌
, ,

因因素 因素分析值值 因 , 因 , 分析值 因素 因素分析值值

‘ ‘ 。一 , ,,

牛牛场场 牛场与胎次的的 牛场
、

产犊季节与胎次次

互作 。 的互作 。。

。

产产犊季节节 牛场与泌乳阶阶 牛场
、

产犊季节与泌乳乳
一一 一 】 段 的互作 。 阶段的互作 。

砂

。

竺卖
, 。 。。 产犊季节与胎次的的 牛场

、

胎次与泌乳乳
泌泌乳阶段段 互作 阶段的互作 。。

产犊季节与泌乳阶阶 产犊季节
、

胎次与泌乳乳
牛牛场与产犊季季 段的互作 。 阶段的互作 。。。。

节节的互作 只 ,
,

胎次与泌乳阶阶 牛场
、

产犊季节
、

胎次次
段 的互作 引引 与泌乳阶段的互作 。 。。。

火

讨论与结论

受牛场
、

产犊季节
、

胎次
、

泌乳阶段及这些

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月份

的平均 最高
,

月份和 月份次之
,

其余月份

较低 随胎次及泌乳月份的增加
,

呈增高趋势
。

等
’ 〕研究表明

,

与牛群大小有关
,

大

于 头的牛群 显著低于 头牛群
。

本

研究 个牛场规模均为 头
,

牛群大小可能

会引起 有些差异
,

但作者认为更主要的原 因与

牛场的管理水平有关
。

因为牛场的环境差可增加奶

牛乳房感染的机会
,

而挤奶前后 的乳头药浴可增强

乳房的抗菌性
。

牛场管理对 的降低具有关键

作用
,

高低间接反映了牛场的管理水平
。

等
厂 ’魂〕报道气温 与 呈 正相关

,

本研究 不 同产

犊季节之 间的 差异也说 明这 一点
,

随气温升

高
,

微生物滋生繁殖容易
,

增加 了乳房感染的机会
。

而牛场管理水平及环境的差异可引起感染机会变

化
。

本研究结果表明
,

奶牛产后 最低
,

但随泌

乳天数的增加而增高
,

这与 等〔’ 〕的研究结果

有差异
。

等〔’ 〕分析 与泌乳天数的关系

时发现
,

在初产几天较高
,

随后直线下降
,

到泌乳 天时降至最低
,

并认为这种下降与乳房感

染程度和个体牛有关
。

产生这种结果可能与干奶期

奶牛管理和环境有关
。

干奶期奶牛乳房炎的预防和

治疗及干奶期牛舍
、

运动场环境卫生是奶牛产后乳

房健康的保证
。

奶牛产后 较低
,

说明这些牛场

在干奶期奶牛管理方面做得较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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