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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many harmful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summer and autumn. 

Harmful meteorological factors not only affect the milk yield of cows, but also 

affect their growth, development, reproduction and health. Adverse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even cause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cows, and even lead to death in severe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arm of these adverse meteorological factors to dairy 

cows, and points out that effe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actively to reduce the 

harm of adverse factors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dairy cattle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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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秋季节危害性气象因素很多，有害的气象因子不仅影响奶牛的产奶量，

也影响奶牛的生长、发育、繁殖和健康，恶劣气象条件甚至造成奶牛功能性障碍，

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本文通过剖析这些不利气象因子对奶牛的危害，指出应

积极主动采取有效措施，减少不利因素的危害，提高奶牛养殖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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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条件不仅与奶牛的产奶量密切相关，而且也影响奶牛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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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和健康。恶劣的气象条件会导致奶牛发生功能性障碍，严重者还会导致死亡。

我国奶牛主要是荷斯坦品种或其高代杂交后代，耐寒不耐热。夏秋季节不同的

气候条件除对奶牛产奶量有直接影响外，还会发生一些气象灾害，因此有必要

对这些气象因素进行剖析，以减少不利因素影响，从而给奶牛提供良好的生活

环境使之发挥最佳生产性能，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1  恶劣气象因子对奶牛生产的影响

1.1  高温

成年奶牛适宜的环境温度为 5 ～ 21℃，犊牛为 10 ～ 24℃。高温会导致奶

牛产生热应激，致使体温调节系统处于“超负荷”状态，机体组织、器官、系

统的负荷增加，造成功能障碍，严重者甚至死亡，尤其是对高龄牛和妊娠牛影

响极大。

高温可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是导致虫媒传染病传播加重，为虫媒及病原

体的寄生、繁殖和传播创造了适宜条件，扩大了流行的程度和范围，从而加重

其危害。二是夏秋季节蚊蝇大量繁殖，导致疟疾、登革热、病毒性脑炎等传染

性疾病发病率增高。三是空气中某些有害物质，如真菌孢子、花粉和大气悬浮

颗粒物浓度随温度和湿度升高而增加，致过敏性疾病如枯草热、过敏性哮喘和

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增加。四是高温促进土壤中的病原微生物生长繁殖，

间接影响奶牛健康。五是高温时往往天气晴好，紫外线辐射强度加大，会提高

日射病的发病率。六是高温可导致奶牛采食量和产奶量急剧下降（温度对奶牛

产奶量的影响见表 1）。

表 1  温度对奶牛产奶量的影响

Table 1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 on milk yield of cows

气温（℃） 10 21.1 24.9 35.0 40.6
相对产奶量（%） 100 89.3 69.3 42.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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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研究表明，在月平均气温最高时，酒精阳性乳的发生率也最高，

二者间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在夏秋季节，酒精阳性乳的发生率也相对较高。

1.2  高湿

奶牛养殖相对湿度以 50% ～ 70% 为宜。夏季牛舍相对湿度超过 75% 时，

奶牛产奶量即明显下降；相对湿度高于 90% 时，乳脂率下降 0.16% ～ 0.18%。

当气温升高时更加剧高湿的不利影响：在气温 26.7℃、相对湿度 80%，或气温

32.2℃、相对湿度 50% 时，乳中非脂固形物含量显著下降。湿度过大，易引发

奶牛乳房炎、肢蹄病、疥癣，造成奶牛机体功能失调、呼吸困难，从而影响机

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而且夏秋季节暴雨多发，雨后环境潮湿，如果奶牛长期

泡在污浊的水中，皮肤受微生物侵袭，易出现红斑、丘疹，严重的会发生水疱、

蹄癣等疾病，还会感染真菌类疾病，影响奶牛生产。

高温高湿可导致奶牛采食量明显减少，呼吸次数由每分钟 30 次增加到

60 ～ 70 次，临产母牛因呼吸不畅而无法采食，子宫收缩无力而导致死胎率明显

上升。有研究表明，夏秋季奶牛受胎率平均下降 14.0%，乳房炎发生率较春秋季

提高 15% 以上。

1.3  大风

8 级以上大风或夏季龙卷风会对奶牛生产造成很大危害，防范不当会引起严

重后果：牛舍损毁，屋棚倒塌，砸伤甚至砸死奶牛；饲料加工设备毁坏，如青

贮设备损坏致青贮饲料异常发酵；刮断电线，引发人畜触电、牛场火灾等等。

此外，大风往往导致环境温度急剧下降，低于奶牛最适环境温度（10 ～ 15℃），

造成短时性低温灾害，影响奶牛采食量、饲料利用率、抗病能力和产奶量等。

1.4  连阴雨

夏秋季节往往高温多雨，很多地方甚至出现长时间连阴雨天气，从而影响

奶牛受胎率和产犊成活率，而且乳房炎发生率上升。连阴雨可造成犊牛拉稀，

产奶牛蹄叶炎高发。特别是秋季阴雨天气气温较低，奶牛出汗后再遭雨淋，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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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刺激，极易引发痉挛性腹痛并腹泻，中兽医称为冷痛，临床以肠音增强及

间歇性腹痛、不断排松散、水样粪便等症状为主要特征。遇雨受寒的奶牛常突

然发病，会直接导致产奶量下降。连阴雨还可导致环境卫生条件差，产奶牛易

患乳房炎，造成乳脂率、乳中无脂固形物明显降低。

1.5  雷电

盛夏季节暴雨频发，往往伴发雷电。奶牛场的树木、铁围栏、钢结构建筑

物易遭到雷击，导致奶牛受伤甚至死亡，给养殖户造成严重经济损失。雷电灾

害是仅次于暴雨洪涝和气象地质灾害的第三大气象灾害，因此在雷击、暴雨多

发地区，一旦已经进入雷电多发期，防雷安全不容忽视。

1.6  冰雹

冰雹主要造成青饲草减产或者颗粒无收，直接影响奶牛生产。冰雹灾害常在

5 ～ 10 月份发生，6 ～ 8 月份最多，属夏季灾害。冰雹直径多在 20 ～ 30 mm，伤

害程度随冰雹直径的增大而增加，当直径超过 40 mm 时，对饲料作物的危害是

毁灭性的，还会造成牛舍养殖设备损坏。对奶牛的直接灾害是导致受伤，或者

因惊吓造成次生伤害，如骨折、外伤或孕牛流产。

1.7  干旱

干旱首先导致奶牛饲料品质下降，奶牛缺少饮水，增加养殖成本。如果奶

牛长期缺少饮用水，会导致体内代谢失衡，产奶量下降，乃至死亡。干旱往往

与高温相连，奶牛在外界环境高温时表现出的一些症状在干旱时也经常出现，

应该密切关注干旱对奶牛的危害。

2  应对措施

2.1  防暑降温，减少热应激

在 炎 热 的 夏 季， 可 在 早 晨 和 傍 晚 打 开 牛 舍 全 部 门 窗 通 风 换 气， 每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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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6:00 关闭全部门窗，防止热气侵入；牛舍内保持干燥，牛舍四周

栽植遮荫树木或搭建凉棚；在牛舍内安装排气扇或每隔 3 ～ 5 头牛安装一顶吊扇，

使牛舍相对湿度保持在 85% 以下。

饲养奶牛量少的农户，可以将牛拴系在通风口或阴凉处。发现奶牛出现张

口呼吸、大汗淋漓、牛舌不断伸出等症状时，应立即向牛的头部和身体淋浇凉水，

同时灌服凉绿豆汤或酸菜汤，在额角、太阳穴及鼻端涂抹风油精，缓解热应激。

当外界温度超过 27℃时，奶牛体温上升，呼吸加快，表现出明显的热应激

反应。热应激时期应注意给奶牛补充适当的维生素、食盐，增加精饲料中的脂

肪喂量（可比平时饲养标准高 1% ～ 2%）。适当增加饲喂次数，饲料种类要尽

可能多样化，可在凉爽的早晨增加饲喂量。也可以将部分精料拌成粥料饲喂，

以提高日粮适口性，增加采食量，同时便于机体热量的散发和水分的补充；也

可以在夜间多喂些青绿饲草或适当凉水稀料。要保证新鲜青绿饲料、瓜类、水

草等多汁饲料的供给，增加青绿饲草、优质干草和一定数量酒糟、胡萝卜、玉

米糖渣等多汁辅料喂量，减少青贮喂量。

2.2  提供充足饮水

热应激常发生在夏秋高温季节，由于气温偏高，奶牛水分消耗量较大，如

若饮水不足，就会食欲降低、消化减慢，影响奶牛产奶量，并且使奶牛体内的

黏膜干燥，降低奶牛抵抗疾病的能力。应保证奶牛充足的饮水，饮水槽里随时

都有流动的自来水，温度保持在 20℃左右。适宜温度的饮水，可以带出体内热，

利于奶牛产奶。长期饮水不足还会使奶牛机体代谢紊乱，严重时会引起奶牛死亡。

奶牛热应激时期应在饮水中适当添加一些食盐。

2.3  做好疾病预防及热应激诊治

每年至少给奶牛修蹄一次，以减少腐蹄病的发生。夏秋定期注射疫苗，预

防传染病的发生。高温季节要及时清理牛舍粪尿，定期采取措施消灭蚊、蝇、鼠。

平日可在牛舍加挂敌敌畏布条，驱除蚊蝇；晚上开启红色灯泡，减少蚊虫骚扰，

保证奶牛休息。做好环境卫生，尽量减少奶牛疾病的发生。一旦发现奶牛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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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应激症状，要及时采取措施，给予治疗。

2.4  防止雷击

奶牛场选址要科学，不选低洼及地下水位高等容易落雷的地方。下雨时应

停电，以防止奶牛触电；打雷时，不能用颈枷固定奶牛，应使牛能够自由活动，

以减少跨步电压危害。应在养殖场高大建筑物上安装避雷针和避雷塔，以形成

雷电拦截坝，降低雷电密度。同时，将养牛棚的铁栏杆设计为接地，使感应雷

能够迅速传入大地，不至于造成伤害。也可以把铁栏杆的位置变低，防止奶牛

在倒下时因锁喉而死。

2.5  防湿防滑

夏秋季节环境湿度大，加之奶牛在牛舍内休息与活动的时间较多，排泄物

大部分也在舍内，从而造成牛舍相对湿度更大。因此，牛舍应尽可能少用水冲

洗地面，并且要保证适度通风，及时清理粪便，定期在牛床上铺垫干的锯末和

垫草。要适当增加光照，减少湿度。增加光照还可以促进催乳素的分泌，增加

产奶量。

地面湿滑，奶牛易滑倒，造成肢蹄扭伤、骨折以及怀孕奶牛的机械性流产，

所以一定要保持牛舍地面的清洁干燥。

2.6  检修牛舍、运动场和相关设施

要不定时检查加固牛舍，及时修补牛棚残缺的地方，保持牛场道路、牛舍

地面及运动场平整，防止积水。在电路排布和使用上要保证电路、器材和人畜

安全，防止电路短路、打火或者暴露而引发奶牛触电。牛舍内禁止吸烟，消除

火灾隐患。大风过后，应及时检查、加固牛舍。要及时检查奶牛场粪沟、污水沟，

清除污泥、柴草等废弃物，保证排水畅通。运动场要保持一定坡度，四周要有

排水沟。经常检查贮存草料的库房、青贮窖，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防止草料淋雨、

霉变。

总之，在天气持续晴好、日气温在 10 ～ 15℃、空气相对湿度在 6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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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微风的气候条件下，奶牛的食欲最旺盛，产奶量较高。因此，应尽可能采取措施，

减少夏秋季节恶劣气象条件如高温、高湿、大风、连阴雨等对奶牛产生的负面

影响。适时调整奶牛的生存环境，改善小气候，为奶牛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

以达到稳产高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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