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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和意义

奶牛乳样SCC（体细胞计数）和细菌

对DHI（奶牛群体改良计划）主要指

标的影响是奶牛养殖业中一个重要而

复杂的问题。

SCC和细菌数量与牛奶质量、奶牛健

康状况以及养殖经济效益密切相关，

因此研究它们对DHI主要指标的影响

具有重要意义。



揭示奶牛乳样SCC和细菌数量对DHI主要指标（如产奶量、乳脂率、乳蛋白率等）的影响规律，为奶牛养殖业的

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目的

通过采集不同SCC和细菌数量的奶牛乳样，分析其与DHI主要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并建立预测模型，评估不同因

素对牛奶质量和奶牛健康状况的影响程度。

研究内容

研究目的和内容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对奶牛乳样SCC和细菌数量与DHI主要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

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由于奶牛养殖环境、品种和管理水平的差异，研究结果存

在一定争议，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发展趋势

随着奶牛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和技术进步，未来研究将更加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精细化养殖管理

通过实时监测和调整饲养环境、饲料营养等因素，降低奶牛乳样SCC和细菌数量，提高牛

奶质量和产量。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智能化技术应用
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建立精准预测模型，实现奶牛乳样SCC和细菌数量的快速准确检

测，为养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综合性研究
综合考虑遗传、环境、管理等多种因素，系统研究它们对奶牛乳样SCC和细菌数量以及DHI主要指标

的影响，为奶牛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全面支持。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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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地奶牛场收集新鲜乳样，确保无抗生素残留，
且来自健康奶牛。

奶牛乳样

采用流式细胞术或直接显微镜计数法，使用专用
试剂对乳样中的体细胞进行计数。

SCC测定试剂

用于细菌分离和计数，选择适合乳中常见细菌生
长的培养基。

细菌培养基

实验材料



SCC测定

按照标准操作程序对乳样进行

SCC测定，记录每份乳样的体细

胞数。

细菌分离与计数

将乳样接种于细菌培养基上，经

过适当时间的培养后，对生长的

细菌进行计数和分类。

DHI主要指标测定

对每份乳样进行脂肪、蛋白质、

乳糖等主要成分的测定，并记录

数据。

实验方法

030201



统计分析

采用适当的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不同

SCC和细菌水平对DHI主要指标的影响。

结果呈现

将分析结果以图表形式呈现，便于直观了解

SCC和细菌对DHI主要指标的影响趋势。

数据整理

将实验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包括SCC、细菌

计数和DHI主要指标等。

数据处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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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脂率

随着SCC的升高，乳脂率呈下降趋势。高SCC通常与乳腺炎症相关，炎症过程可能导致乳腺细胞损伤，从而影响乳脂

的合成和分泌。

乳蛋白率

SCC对乳蛋白率的影响较小，但在某些情况下，高SCC可能导致乳蛋白率略微下降。这可能与炎症反应对乳腺细胞功

能的影响有关。

乳糖率

SCC对乳糖率的影响不明显。乳糖是牛奶中的主要碳水化合物，其合成和分泌受多种因素影响，但SCC通

常不是主要因素之一。

乳样SCC对DHI主要指标的影响



    

细菌对DHI主要指标的影响

乳脂率

细菌感染对乳脂率的影响因菌种而异。

某些细菌（如乳腺炎相关细菌）可能

导致乳脂率下降，而其他细菌则可能

没有明显影响。

乳蛋白率

细菌感染通常对乳蛋白率没有明显影

响。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特定细菌

的感染可能导致乳蛋白率略微升高或

降低。

乳糖率

细菌感染对乳糖率的影响通常较小。

然而，严重感染或特定细菌的感染可

能会对乳糖合成和分泌造成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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