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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荷斯坦牛和娟珊牛作为目前分布广泛的主要奶牛品种，其泌乳性能各有优势。为

了比较二者泌乳性能的差异，收集了江苏某大型牧场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共２５４８９
条ＤＨＩ记录，用多因素方差法分析不同胎次、泌乳阶段和产犊季节娟珊牛与荷斯坦牛泌乳性

能的差异。结果表明：娟珊牛与荷斯坦牛泌乳性状之间存在极显著差异，娟珊牛乳脂率和蛋白

率极显著高于荷斯坦牛，而荷斯坦牛产奶量相关性状（日产奶量、校正奶量、高峰奶量、３０５天

奶量以及成年当量）极显著高于娟珊牛（Ｐ＜０．０１）。不同胎次、泌乳阶段和产犊季节娟珊牛和

荷斯坦牛的泌乳性能比较结果总体上也符合上述趋势，但头胎娟珊牛校正奶量极显著高于头

胎荷斯坦牛（Ｐ＜０．０１），三胎娟珊牛的高峰日极显著大于荷斯坦牛（Ｐ＜０．０１）。该结果表明娟

珊牛和荷斯坦牛泌乳性能各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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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斯坦牛是全球分布最广的奶牛品种之一，因

其产奶量高的特点而备受欢迎，在许多畜牧业发达

国家荷斯坦牛数量通常占总奶牛数的８０％左右［１］。
荷斯坦牛被引进中国后，经过长期与中国黄牛杂交

选育形成适应中国环境的新品种－中国荷斯坦，又

称“中国黑白花牛”，是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奶牛品种。
娟珊牛起源于英国的娟珊岛，经过约２００年 的

封闭培育而成［２］，后因乳质醇厚，脂肪球大以及其优

越的抗病性和耐热性而被美国引进，经过培育，改善

了娟珊牛的种质水平，大大提高了生产 性 能［３］。目

前娟珊牛是数量仅次于荷斯坦牛的乳用牛品种。高

乳脂率和蛋白率是娟珊牛最突出的特点，而且因娟

珊牛在生产过程中能耗低产出高，可比相同量的其

他牛奶 多 生 产２０％的 奶 酪 而 获 得“奶 酪 王”的 美

称［１］。王阳等研究发现，娟珊牛奶中钙、镁和钾等微

量元素含量要优于荷斯坦牛［４］。除此之外，娟 珊 牛

还具有饲料利用率高、繁殖疾病少、淘汰 率 低［２］、抗

病性强［５］和良好的耐热性等［６］优点。自我国奶牛饲

养起步时，娟珊牛便被引进我国。但当时由于引进

数量少，缺乏 较 好 的 育 种 措 施，引 进 后 退 化 较 为 严

重。２０００年以来，随 着 人 们 对 优 质 乳 消 费 的 提 高，
娟珊牛陆续被引进。天津梦得公司２００５年引进澳

大利亚纯种娟珊牛１００头，适应性饲养研究发现娟

珊牛 的 耐 热 性 好，乳 质 好，耐 粗 饲 且 抗 病 能 力 较

强［７］。另外，娟珊牛引入中国后部分与中国 荷 斯 坦

牛进行杂交，黄香等［８］通过对娟珊牛和荷斯坦牛杂

交后代的性能测定发现杂一代具有双亲的优势，既

具有娟珊牛乳质好、抗病性和耐热性优良的特点，又
表现出荷斯坦牛的产奶量高等生产性能优势。

本研 究 收 集 江 苏 省 某 奶 牛 场２０１５年 以 来 的

ＤＨＩ生产记录，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娟珊牛和荷

斯坦牛泌乳性能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娟

珊牛和荷斯坦牛的杂交及选种选育提供参考资料。

１　材料与方法

本试 验 收 集 江 苏 某 大 型 牧 场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５４８９条ＤＨＩ生产记录，主要包括日

产奶量、乳脂率、蛋白率、校正奶、高峰奶量、高峰日、

３０５ｄ产奶量以及成年当量等。其中校正奶是依据

实际泌乳天数和乳脂率校正为泌乳天数１５０ｄ、乳脂



率３．５％时产 生 的 日 产 奶 量；成 年 当 量 指 将 各 胎 次

产量校正到第五胎时的３０５ｄ产量。

ＣＭ＝Ｍ＊（０．４３＋１６＊Ｆ）
式中：ＣＭ 为 校 正 乳，Ｍ 为 含 乳 脂 率 为Ｆ的 产

奶量，Ｆ为需要矫正奶的乳脂率

ＡＥ＝ｂ＊３０５ＭＹ
式中：ｂ为 校 正 指 数，１胎 为１．１４７，２胎 为

１．０７８，三胎为１．０３３，４胎为１．００８；３０５ＭＹ为各胎

次的３０５ｄ产奶量

根据江苏省气候特点，将一年划分为４个季节，
即３～５月为春季，６～８月为夏季，９～１１月为秋季，

１２月～来年２月 为 冬 季。根 据 奶 牛 整 个 泌 乳 期 的

泌乳特点将 其 分 为４个 阶 段：泌 乳 前 期（泌 乳１～
１００ｄ）、泌 乳 中 期（１０１～２００ｄ）、泌 乳 后 期（２０１～
３０５ｄ）和泌乳末期（泌乳大于３０５ｄ）

用多因素方差分析模型比较不同品种、胎次、泌
乳阶段以及产犊季节娟珊牛和荷斯坦牛泌乳性状（日

产奶量、乳脂率、蛋白率、校正奶、高峰奶量、高峰日、

３０５天奶量以及成年当量）之间的差异，模型如下：

　Ｙ＝μ＋Ｂ＋Ｐ＋Ｍ＋Ｓ＋Ｂ×Ｐ＋Ｂ×Ｍ＋Ｂ×Ｓ＋ｅ
式中：Ｙ为产奶量、乳脂率、蛋 白 率、校 正 奶、高

峰奶量、高 峰 日、３０５ｄ奶 量 以 及 成 年 当 量 的 观 察

值，μ为群体 均 值，Ｂ为 品 种 的 固 定 效 应，Ｐ为 胎 次

的效应值，Ｍ 为 泌 乳 阶 段 的 效 应 值，Ｓ为 产 犊 季 节

的效应值，ｅ为随机误差。

２　结　果

２．１　娟珊牛和荷斯坦牛泌乳性状整体比较

娟珊牛和荷斯坦牛泌乳性状比较结果如表１所

示。从表１可以看出，娟珊牛与荷斯坦牛日产奶量、
乳脂率、蛋 白 率、校 正 奶、高 峰 奶 量、高 峰 日、３０５ｄ
奶量 以 及 成 年 当 量 均 存 在 极 显 著 性 差 异（Ｐ＜
０．０１）。娟珊牛的乳脂率和乳蛋白率极显著高于荷

斯坦牛（Ｐ＜０．０１），日产奶量、校正奶等其余指标均

表１　娟珊牛与荷斯坦牛泌乳性状的比较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ｌ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ｅｒｓｅｙ　ａｎｄ　Ｈｏｌｓｔｅｉｎ

品种
Ｂｒｅｅｄ

样本数
Ｎ

日产奶量／ｋｇ
ＴＤＭＹ

乳脂率／％
ＦＣ

蛋白率／％
ＰＣ

校正奶／ｋｇ
ＣＭ

高峰奶量／ｋｇ
ＰＭＹ

高峰日
ＰＤ

３０５ｄ奶量／ｋｇ
３０５ＭＹ

成年当量／ｋｇ
ＡＥ

荷斯坦牛Ｈ　 ２３８２３　 ２９．５５Ａ±０．０６　 ３．７７Ｂ±０．０１　 ３．３１Ｂ±０．００　 ３２．２７Ａ±０．０８　 ３６．０４Ａ±９．２７　７７．１８Ａ±４７．１０　 ８５３３．１５Ａ±１４．３５　 ９６２３．８３Ａ±１５．３４
娟珊牛Ｊ　 １６６６　 ２７．９９Ｂ±０．２１　 ３．９Ａ±０．０３　 ３．４４Ａ±０．０１　 ３１．６５Ｂ±０．２９　 ３４．８６Ｂ±８．６１　７２．６１Ｂ±４７．３０　 ７９７３．９８Ｂ±４８．０５　 ８９７６．１４Ｂ±５１．７３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２５４８９　 ２９．４５±０．０６　 ３．７８±０．０１　 ３．３２±０．００　 ３２．２３±０．０８　 ３５．９７±９．２３　 ７６．８９±４７．１３　 ８４９５．４４±１３．８１　 ９５８０．１６±１４．７７

　注：同列数据肩标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

显著（Ｐ＜０．０１）。下同。

　Ｎｏｔｅ：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低于荷斯坦牛（Ｐ＜０．０１）。

２．２　不同胎次两个品种泌乳性状的比较

胎次对泌乳 性 状 具 有 显 著 影 响（Ｐ＜０．０５），品

种与胎次的互作对除乳脂率和高峰日外的泌乳性状

均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表２为不同胎次娟珊牛

和荷斯坦牛泌乳性状的比较分析结果。头胎娟珊牛

乳脂率、蛋白率和校正奶均极显著高于荷斯坦牛，而
日产奶量等其他指标则极显著低于荷斯坦牛（Ｐ＜
０．０１）。二胎和三胎娟珊牛日产奶量、校正奶、高峰

日奶量、３０５天 奶 量 以 及 成 年 当 量 均 极 显 著 低 于 荷

斯坦牛（Ｐ＜０．０１），二胎娟珊牛乳脂率显著高于荷

斯坦牛（Ｐ＜０．０５），蛋白率极显著高于荷斯坦牛（Ｐ
＜０．０１）。三胎娟珊牛乳脂率、蛋白率和高峰日均极

显著高于荷斯坦牛（Ｐ＜０．０１）。四胎荷斯坦牛乳脂

率显著高于娟珊牛（Ｐ＜０．０５），其余指标无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五胎荷斯坦高峰日显著高于娟珊牛

（Ｐ＜０．０５），３０５ｄ奶量以及成年当量极显著高于娟

珊牛（Ｐ＜０．０１）。

２．３　不同泌乳阶段两个品种泌乳性状的比较

泌乳阶段对泌乳性能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品
种与泌乳阶段的互作对高峰日的影响达到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对其余泌乳性状均未达到显著水平（Ｐ＞
０．０５）。娟珊牛与荷斯坦牛不同泌乳阶段泌乳性状的

比较结果如表３所示。在泌乳前期，娟珊牛校正奶和

高峰日极显著低于荷斯坦牛（Ｐ＜０．０１）。在泌乳中

期，娟珊牛校正奶产量极显著低于荷斯坦牛，泌乳后

期荷斯坦牛乳脂率极显著高于娟珊牛，而泌乳末期荷

斯坦牛日产奶量极显著高于娟珊牛（Ｐ＜０．０１）。

２．４　不同产犊季节两个品种泌乳性状的比较

产犊季节对泌乳性状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品
种与产犊季节的互作对乳脂率之外的泌乳性状均达

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５）。表４为不同产犊季节娟珊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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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娟珊牛与荷斯坦牛不同胎次泌乳性状的比较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ｌ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ｅｒｓｅｙ　ａｎｄ　Ｈｏｌｓｔｅｉ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胎次
Ｐａｒｉｔｙ

品种
Ｂｒｅｅｄ

样本数
Ｎ

日产奶量／ｋｇ
ＭＹ

乳脂率／％
ＦＣ

蛋白率／％
ＰＣ

校正奶／ｋｇ
ＣＭ

高峰奶量／ｋｇ
ＰＭＹ

高峰日
ＰＤ

３０５ｄ奶量／ｋｇ
３０５ＭＹ

成年当量／ｋｇ
ＡＥ

荷斯坦牛 １８６２６　 ２７．９１Ａ±０．０６　３．７８Ｂ±０．０１　３．３１Ｂ±０．００　３２．０９Ｂ±０．０９　３３．７４Ａ±７．５４　 ８２．４３Ａ±４８．０１　 ８１８２．２５Ａ±１４．４２　 ９３８７．９０Ａ±１６．５８

１ 娟珊牛 １１９０　 ２６．４８Ｂ±０．２２　３．９３Ａ±０．０３　３．４２Ａ±０．０１　３２．１３Ａ±０．３６　３２．９６Ｂ±７．５２　 ７８．０５Ｂ±５０．０３　 ７６５６．５８Ｂ±５１．６７　 ８７８６．７３Ｂ±５９．２９

合计 １９８１６　 ２７．８２±０．０６　 ３．７９±０．０１　 ３．３２±０．００　 ３２．０９±０．０９　 ３３．６９±７．５４　 ８２．１６±４８．１５　 ８１４８．７４±１３．９４　 ９３４９．５９±１６．０２

荷斯坦牛 ２９４４　 ３４．５６Ａ±０．２０　３．６８ｂ±０．０２　 ３．３４Ｂ±０．０１　３２．０９Ａ±０．２２　４１．８７Ａ±９．８６　 ５８．１８Ａ±３９．９３　 ９９３７．３５Ａ±４３．９９　１０７１３．４７Ａ±４７．４３

２ 娟珊牛 ３４２　 ３１．４８Ｂ±０．５２　３．７５ａ±０．０６　 ３．４７Ａ±０．０３　３０．０８Ｂ±０．５６　３８．９３Ｂ±９．３３　 ５５．２１Ｂ±３３．９８　 ８９６７．１９Ｂ±１１２．４６　９６６７．５３Ｂ±１２１．２４

合计 ３２８６　 ３４．２４±０．１８　 ３．６９±０．０２　 ３．３５±０．０１　 ３１．９０±０．２１　 ４１．５６±９．８５　 ５７．８７±３９．３５　 ９８３１．２４±４１．７０　 １０５９９．０７±４４．９６

荷斯坦牛 １７０６　 ３６．６３Ａ±０．２９　３．７９Ｂ±０．０３　３．２５Ｂ±０．０１　３４．１４Ａ±０．２８　４７．６３Ａ±９．０４　 ５７．９２Ｂ±３４．６５　 １０４８３．３９Ａ±４６．５５　１０８３２．４８Ａ±４８．１０

３ 娟珊牛 ９２　 ３１．３６Ｂ±０．９４　４．０８Ａ±０．１２　３．５５Ａ±０．０５　３１．０２Ｂ±０．８９　３９．６１Ｂ±７．８３　 ７３．２５Ａ±３６．２５　 ９０３１．０２Ｂ±１６３．８９　９３３１．７２Ｂ±１６９．３６

合计 １７９８　 ３６．３６±０．２８　 ３．８１±０．０２　 ３．２７±０．０１　 ３３．９９±０．２７　 ４７．２１±９．１５　 ５８．７１±３４．８９　 １０４０６．０９±４５．９３　 １０７５２．５９±４７．４６

荷斯坦牛 ２９９　 ３５．９２±０．７５　 ３．８７ａ±０．０６　 ３．３１±０．０３　 ３３．２７±０．６６　４７．５１±１１．９０　 ５７．６４±３２．２４　 １０４７７．６１±１５４．３７　 １０５６３．４９±１５５．６４

４ 娟珊牛 １０　 ３８．９０±２．９４　 ３．３２ｂ±０．３８　 ３．５７±０．２８　 ２８．４８±５．５１　４１．５０±１０．７１　 ４５．４４±２２．４１　 １０９８４．６７±３５８．３１　 １１０７５．００±３６１．２２

合计 ３０９　 ３６．０２±０．７３　 ３．８６±０．０６　 ３．３２±０．０３　 ３３．１５±０．６６　４７．３２±１１．９０　 ５７．２７±３２．０３　 １０４８５．６６±１５２．０６　 １０５７１．６１±１５３．３０

荷斯坦牛 １２６　 ３７．６８±１．００　 ３．８２±０．０９　 ３．１９±０．０４　 ３５．３３±０．９２　 ４８．９９±８．１５　 ６５．７９ａ±４８．６９　 １１００１．０１Ａ±１４７．４０　１１００１．０１Ａ±１４７．４０

５ 娟珊牛 ２７　 ３５．７０±２．３０　 ４．０５±０．２６　 ３．５０±０．１５　 ３３．９７±２．１９　 ４９．３０±６．７０　 ５５．５８ｂ±２６．４２　 １０２１９．７４Ｂ±２６６．６９　１０２１９．７４Ｂ±２６６．６９

合计 １５３　 ３７．３３±０．９１　 ３．８６±０．０９　 ３．２４±０．０４　 ３５．１２±０．８５　 ４９．０５±７．８９　 ６３．９９±４５．６４　 １０８４７．９８±１３２．７７　 １０８４７．９８±１３２．７７

表３　娟珊牛与荷斯坦牛不同泌乳阶段泌乳性状的比较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ｌ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ｅｒｓｅｙ　ａｎｄ　Ｈｏｌｓｔｅｉｎ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胎次
Ｐａｒｉｔｙ

品种
Ｂｒｅｅｄ

样本数
Ｎ

日产奶量／ｋｇ
ＭＹ

乳脂率／％
ＦＣ

蛋白率／％
ＰＣ

校正奶／ｋｇ
ＣＭ

高峰奶量／ｋｇ
ＰＭＹ

高峰日
ＰＤ

３０５ｄ奶量／ｋｇ
３０５ＭＹ

成年当量／ｋｇ
ＡＥ

荷斯坦牛 ８０８８　 ３２．９９±０．１２　 ３．８６±０．０１　 ３．１６±０．００　２６．８３Ａ±０．１１　３４．０５±１０．６９　 ４５．８５Ａ±２４．８６　 ８４０７．１±４３．３１　 ９４２７．６７±４５．３０

１ 娟珊牛 ５２９　 ３１．７１±０．４３　 ３．９８±０．０５　 ３．２８±０．０２　 ２６．２１Ｂ±０．４２　３３．０８±９．９３　 ４３．０８Ｂ±２４．３８　 ７６９７．５１±１５０．７８　８６４１．３１±１６２．６２

合计 ８６１７　 ３２．９１±０．１１　 ３．８６±０．０１　 ３．１７±０．００　 ２６．７９±０．１０　３３．９９±１０．６４　 ４５．６８±２４．８４　 ８３５８．８６±４１．８４　 ９３７４．２３±４３．８７

荷斯坦牛 ７５３６　 ３０．６７±０．１０　 ３．６２±０．０１　 ３．２３±０．００　３２．３２Ａ±０．１１　３６．９５±８．５６　 ８５．９２±３７．８３　 ８３７３．９５±２２．３２　 ９４２６．４４±２３．６７

２ 娟珊牛 ５０４　 ２８．７１±０．３３　 ３．７±０．０５　 ３．３６±０．０２　 ３１．０１Ｂ±０．４３　３５．７０±８．２７　 ７５．９５±３８．２２　 ７８７６．５４±７９．８４　 ８８３３．６３±８５．９５

合计 ８０４０　 ３０．５４±０．０９　 ３．６３±０．０１　 ３．２４±０．００　 ３２．２４±０．１１　 ３６．８７±８．５５　 ８５．２９±３７．９３　 ８３４２．８５±２１．５５　 ９３８９．３９±２２．８９

荷斯坦牛 ５８３４　 ２６．０１±０．０９　３．７４Ａ±０．０１　 ３．４９±０．０１　 ３６．２８±０．１５　 ３７．１４±８．１４　 ９６．６２±５１．７９　 ８６３２．０１±２４．４８　 ９７４８．０２±２６．２５

３ 娟珊牛 ４６０　 ２５．３５±０．２９　 ３．９４Ｂ±０．０５　 ３．６１±０．０２　 ３５．４５±０．４８　 ３５．７３±７．５５　 ９２．０９±５４．９２　 ８１１２．１３±７９．１１　 ９１４３．６８±８４．６７

合计 ６２９４　 ２５．９７±０．０９　 ３．７５±０．０１　 ３．５０±０．０１　 ３６．２２±０．１４　 ３７．０３±８．１１　 ９６．２９±５２．０３　 ８５９４．２４±２３．４８　 ９７０４．１２±２５．１９

荷斯坦牛 ２３４０　 ２３．０１ａ±０．１７　 ４．００±０．０２　 ３．６６ｂ±０．０１　 ４２．２５±０．３７　 ３７．４７±７．２９　 １０７．３９±６０．２　 ８８７４．３９±３８．０２　 １００７３．０７±４１．２１

４ 娟珊牛 １７３　 ２１．５８ｂ±０．５５　 ４．１４±０．０８　 ３．７１ａ±０．０４　 ４０．９４±１．２８　 ３５．５４±６．９２　 ９９．６２±５４．８２　 ８０８５．８６±１１１．６０　９１７９．１１±１２０．３３

合计 ２５１３　 ２２．９１±０．１７　 ４．０１±０．０２　 ３．６７±０．０１　 ４２．１７±０．３６　 ３７．３４±７．２８　 １０６．８５±５９．８７　 ８８１９．８８±３６．４４　 １００１１．２７±３９．５１

表４　不同产犊季节娟珊牛与荷斯坦牛泌乳性状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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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次
Ｐａｒｉｔｙ

品种
Ｂｒｅｅｄ

样本数
Ｎ

日产奶量／ｋｇ
ＭＹ

乳脂率／％
ＦＣ

蛋白率／％
ＰＣ

校正奶／ｋｇ
ＣＭ

高峰奶量／ｋｇ
ＰＭＹ

高峰日
ＰＤ

３０５ｄ奶量／ｋｇ
３０５ＭＹ

成年当量／ｋｇ
ＡＥ

春 荷斯坦牛 ８０８８　 ２９．５３Ａ±０．１４　３．６６Ｂ±０．０２　３．３４±０．０１　３４．５５±０．２１　３７．２３±０．１４　 ７８．５９±０．８７　 ８０８９．６３±３０．４２　９１１０．３１±３１．８９

Ｓｒｉｎｇ 娟珊牛 ５２９　 ２８．３３Ｂ±０．３４　３．８０Ａ±０．０４　３．４７±０．０２　３４．９９±０．５７　３５．６３±０．３１　 ８１．６３±２．２７　 ７７６３．８３±７３．２７　８７３９．３２±７６．１１

合计 ８６１７　 ２９．３９±０．１３　３．６８±０．０１　３．３６±０．０１　３４．６±０．２０　３７．０５±０．１３　 ７８．９５±０．８１　 ８０５０．１０±２８．２２　９０６５．３０±２９．５６

夏 荷斯坦牛 ７５３６　 ３１．２６±０．１５　３．５９±０．０２　３．２９±０．０１　３５．４２±０．２５　３７．１５±０．１３　 ９４．７８±１．００　 ９１９９．３６±３３．４５　１０４０３．７７±３６．５２

Ｓｕｍｍｅｒ 娟珊牛 ５０４　 ２７．７２±０．５７　３．８０±０．０７　３．４４±０．０３　３０．６１±０．９０　３２．５５±０．６０　 ７２．２９±３．４２　 ７９８８．２５±１５９．３２　８９９０．６２±１７４．１１

合计 ８０４０　 ３１．０６±０．１５　３．６０±０．０２　３．３０±０．０１　３５．１４±０．２４　３６．８９±０．１３　 ９３．５２±０．９７　 ９１３７．３５±３３．１６　１０３３１．４２±３６．２７

秋 荷斯坦牛 ５８３４　 ３２．３９±０．１４　３．７９Ｂ±０．０１　３．２４±０．０１　３２．９８Ａ±０．１７　３８．１７ａ±０．１３　 ６３．６１±０．５５　 ９２００．９６±３０．５３　１０４０２．６８±３３．３５

Ｆａｌｌ 娟珊牛 ４６０　 ２９．５６±０．４５　３．９６Ａ±０．０５　３．３７±０．０２　３０．９５Ｂ±０．５３　３６．８３ｂ±０．４１　 ５２．８７±１．６１　 ８４４７．６５±９０．６５　９６３１．９７±１０２．３７

合计 ６２９４　 ３２．１９±０．１３　３．８±０．０１　 ３．２５±０．０１　３２．８４±０．１６　３８．０８±０．１２　 ６２．８３±０．５３　 ９１４５．９２±２９．２３　１０３４６．３９±３１．９７

冬 荷斯坦牛 ２３４０　 ２７．７４±０．０９　３．８５Ｂ±０．０１　３．３４±０．００　３０．１８±０．１０　３４．３０±０．０９　 ７７．７４±０．３９　 ８１９３．３９±２１．２８　９２２５．０８±２２．１９

Ｗｉｎｔｅｒ 娟珊牛 １７３　 ２６．５６±０．４０　３．９９Ａ±０．０５　３．４６±０．０２　２９．２０±０．４４　３３．４２±０．４３　 ７８．５２±２．０４　 ７８６８．７５±９４．８５　８７６７．９２±９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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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第７期　　　　　　　　　王梦琦，等：娟珊牛和荷斯坦牛泌乳性状的比较分析



和荷斯坦牛泌乳性状比较结果。春季产犊的荷斯坦

牛日产奶量极显著高于娟珊牛（Ｐ＜０．０１）。秋季和

冬季产犊的 娟 珊 牛 乳 脂 率 极 显 著 高 于 荷 斯 坦 牛（Ｐ

＜０．０１），秋季产犊的娟珊牛校正奶和高峰日奶量低

于荷斯坦牛，分别达到极显著水平（Ｐ＜０．０１）和显

著水平（Ｐ＜０．０５）。

３　讨　论

荷斯坦牛和娟珊牛是目前全球分布最广、数量

最多的两种乳用牛，由于娟珊牛耐热性抗病性能优

越以及荷斯坦牛生产性能优越，二者具有不同的优

势而备受育种工作者的关注［８，１０－１１］。本文对二者的

生产性能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娟珊牛乳质优越，具有

较高的乳脂率和乳蛋白率，而荷斯坦牛的产奶量具

有极显著优势，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６］。

娟珊牛乳脂率高，脂肪球大，乳质醇厚等特点是

经长期选育而来的种质特点，另外娟珊牛还具有体

型小的特点［１２］。奶 牛 体 型 大 小 是 影 响 产 奶 量 的 因

素之一，体型大的奶牛产奶量相对高［１３］。娟珊牛体

型小于荷斯坦牛，这是造成其产奶量低于荷斯坦牛

的原因之一。与娟珊牛不同的是荷斯坦牛具有较高

的生产性能，尤其是高产奶量的特点。日产奶量、校

正奶、高峰日、高 峰 日 奶 量、３０５产 奶 量 以 及 成 年 当

量均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产奶能力的指标，彼此之

间息息相关。如高峰日奶量提高１ｋｇ，相当于初产

牛泌乳期产奶量增加３００～４００ｋｇ，经产牛增加２００

～３００ｋｇ［１４］。

对不同胎次娟珊牛和荷斯坦牛泌乳性状进行比

较分析，发现初产娟珊牛校正奶极显著高于初产荷

斯坦牛。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初产娟珊牛乳脂

率极显著高于荷斯坦牛，导致在校正过程中对校正

奶量的影响大于实际泌乳天数，从而产生其校正奶

高于初产荷斯坦牛的结果。另外３胎娟珊牛高峰日

极显著大于荷斯坦牛，而在其他胎次娟珊牛的高峰

日均在荷斯坦牛之前出现。高峰日是整个泌乳期中

日产奶量最高的一天，正常高峰日出现在４０～６０ｄ，

即第二个测 试 日［１４］。本 研 究 中 高 峰 日 平 均 分 布 较

为分散，较多分布在７０～１００ｄ之间的，高峰日推迟

一般表明泌 乳 前 期 的 营 养 水 平 低 于 奶 牛 自 身 的 需

要［１５］，说明该牧 场 需 要 增 强 泌 乳 初 期 的 营 养 供 给。

娟珊牛采食性好、体型小，其维持需要较少，在保证

泌乳质量和产量的前提下，较早地出现泌乳高峰。

４　结　论

通过对江苏某大型牧场娟珊牛和荷斯坦牛泌乳

性能相关指标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娟珊牛乳脂率

和蛋白率极显著高于荷斯坦牛，而荷斯坦牛具有极

显著高的产奶量、校正奶量、高峰奶量、高峰日、３０５

ｄ产奶量以及 成 年 当 量，头 胎 娟 珊 牛 校 正 奶 量 极 显

著高于荷斯坦牛，三胎娟珊牛高峰日极显著大于荷

斯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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