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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方式对犊牛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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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之前的犊牛笔记系列中（#064），我们已经看到了牛舍对动物行为和后续生产表

现（产量）的影响。本文主要评价不同的饲养模式（混群、犊牛岛、隔离饲养）确实对动物

行为和生产产生了影响-相比于混群和犊牛岛，隔离饲养的犊牛产犊后的产量更高。 

这是研究的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尤其是欧洲），所以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在开始研

究前，我需要指出在世界很多地方，动物行为研究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在某些国家，已经

有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动物应该怎么养，如何管理，甚至如何饲喂等，以确保动物行为能够

尽量正常。例如，欧洲法规要求犊牛必须群体饲养，必须饲喂粗饲料。不论饲养犊牛的位置

和犊牛饲养方式，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解动物行为，以及动物行为如何影响生产和

公共政策。在制定管理规程前我们需要知道这些信息，以便政府能够对我们饲养动物进行授

权。 

犊牛通常是单独饲养（犊牛岛）以减少病原微生物的交叉传染。一个很基础的原因是犊

牛岛里的犊牛可以远离已经生病的犊牛。19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研究证明隔离饲养的犊牛减

少了病原体交叉传染的风险，从而减少发病率和死亡率。然而，许多人相信因为犊牛是社会

性动物，他们必须群体性饲养，从而保持社会行为和发展更好的社会性。 

一个来自英国剑桥的研究支持对饲养和动物行为的疑问。研究者比较了 10 头在犊牛岛

单独饲养的犊牛和 10 对两两配对（共 20 头）在牛舍饲养的犊牛。在 5 周龄断奶前所有犊牛

饲喂代乳粉，持续观察到 8 周。 

在另一个研究中 30 头犊牛封闭饲养，直接饲喂母牛的母源抗体（尽管被动免疫状态未

评估）然后转入到试验条件饲养 8 周。犊牛分别是单栏饲养（1.2 米×1.7 米）或群体饲养（2.4

米×1.7 米）。牛栏使用坚硬的木头，并且前后开放。单独饲养的犊牛不能彼此接触，通风方

法（通风会影响气源性致病菌的传播）未见报道。另外，降低病原传播（饲喂顺序、消毒方

法、餐具等）的管理方法也未见报道。 

这些研究的结果怎样？作者发现在单栏饲养的犊牛在采食量、生长或其他生产参数上没

有差别，尽管群体饲养的犊牛在断奶时采食量更多，增重表现更好。但是在行为上（通过试

验期间的录像）有一些区别。群体饲养的犊牛花费更多时间站立和运动（所有犊牛 70%以

上的时间是躺卧），较少的时间用头撞击围栏。群体饲养的犊牛花费 2%的时间在社会行为

上。在死亡率、腹泻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上（数据未报道）没有差别。从这些结果上，作者

得出结论“小群饲养犊牛有利于犊牛健康”。 

基于我在北美的牧场经验，很难认同这个结论。实际上在某种情境下，群体饲养是适宜

的，可能是有用的，我不认为可以在所有案例中推荐群体饲养。在一个正在考虑的研究中，

犊牛饲喂充足的初乳，在转群前暴露于较低的病原微生物环境。当犊牛饲养在非常干净的环

境中，无论是群体饲养还是单栏饲养，感染的风险都大大降低。如果群体饲养方法恰当，犊



牛就会处于合适的被动免疫状态，以及非常低的病原体暴露。但是，换句话说，不良的饲养

条件（被动免疫失败）即便是群体饲养，动物间传播病原体的风险也会大很多。这些区别似

乎可以解释试验中群体饲养的犊牛为什么没有传播疾病，而很多其他研究报道了群体饲养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有所升高。 

关键点是-断奶前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主要是基于病原体暴露和疾病抵抗力，这一点最

好通过被动免疫程度评估。如果犊牛饲喂大量高质量的初乳，减少病原暴露的机会（器具消

毒、持续的生物安全、全进全出、牛舍消毒等），那么饲养条件就不会有太大影响。有许多

群体饲养犊牛非常成功的案例。也有因为条件不良，群体饲养犊牛造成毁灭性损失的案例。

记住，犊牛的行为无法改变除非它死亡。 

在他们的研究中，作者质疑隔离系统的应用，说“在人类和兽医学，社会隔离用于降低

疾病传播，但是只用于免疫抑制的个体，或者是烈性病和人畜共患病。”基于这些标准，犊

牛当然是被限制的。即便不是大部分，那也有很多犊牛处于免疫抑制，主要是因为初乳摄入

量不足。根据 USDA，在美国超过 40%的犊牛被动免疫失败。加利福尼亚最近的一份研究

抽取了一万头犊牛，45%的小公牛被动免疫失败。根据我个人购买 600 多有荷斯坦公牛进行

营养研究的经历，我们发现 50%以上的犊牛被动免疫失败。这里面很多犊牛根本没有饲喂

过初乳。而且，新生犊牛的很多疾病是人畜共患（如隐孢子虫），在这种情况下，隔离的概

念来减少人畜共患病就不重要了。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隔离免疫抑制的犊牛会比较合适。 

群体饲养 VS 单个饲养，动物的行为可能会受影响。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行为的改变

是否会影响动物福利。例如，如果我们限制犊牛运动，犊牛不能去外面，当然会改变犊牛的

行为。但是，如果外面温度是零下 40 度，限制犊牛的运动，从福利角度来说是有益的，可

以减少损伤的风险。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我的意思是行为的改变不必须一定和动物

福利相关。这是非常不同的概念，不要混淆。 

很容易假定特定的行为和动物福利相关。但是量化这种关系非常困难。动物行为的研究

基于合理的可以客观评估的生理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例如，在英国剑桥的研究中，群体

饲养的犊牛头在围栏外的时间更少。作者的解释是，单栏饲养的犊牛头在围栏外的时间更长，

可能原因是试图和其他犊牛或者工人接触。不太可能明确知道为什么单栏饲养的犊牛头在围

栏外的时间更长。比较重要的问题是“这种行为和动物福利有关系吗？”在研究中，试验结

束时动物的表现，包括腹泻和体重没有关系。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单栏饲养不会对动物福利产

生不良影响。 

动物可以被群体饲养吗？可以！它们应该被群体饲养吗？不总是。很多情况下单栏饲养

通过降低疾病从而提高动物福利。牢记，如果动物暴露于容易生病和死亡的环境中，最终会

损害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和动物福利研究是快速增长的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在世界很多地方，这些数

据用于制定法规政策，从而影响农民。在美国，行为/福利研究是大公司政策的基础。充分

理解这项研究的价值、局限，对生产者、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管理

措施必须考虑到动物福利。我们饲养动物，因为我们爱他们。我们一直是，并且应该继续关



注动物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