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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奶牛多胎妊娠的类型及特点 
奶牛多胎妊娠主要是双胎妊娠，3胎或3胎以上

妊娠极其罕见，双胎妊娠的类型有双卵双胎和单卵双
胎2种。一是双卵双胎。2个卵子分别受精形成的双胎
妊娠，称为双卵双胎，人群中双卵双胎占双胎妊娠的
70%，奶牛双卵双胎发生率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辅
助生殖技术的应用，特别是促排药物的滥用。2个卵子
分别受精形成2个受精卵，各自的遗传基因不完全相
同，故形成的2个胎儿有区别，性别不同时俗称“龙凤
胎”，奶牛发生“龙凤胎”时，母犊育成后往往是不
育的。二是单卵双胎。由1个受精卵分裂形成的双胎妊
娠，称为单卵双胎，人(牛)群中单卵双胎约占双胎妊娠
的30%，形成原因不明，不受人(品)种、遗传、年龄、
胎次、医源的影响，1个受精卵分裂形成2个胎儿，有
相同的遗传基因，故2个胎儿的性别等特征相同。奶
牛发生单卵双胎妊娠时易形成畸形胎，曾有联体胎发
生，有双头犊、联体犊、八脚犊发现。 

二、奶牛多胎妊娠的成因 
奶牛发生双卵双胎妊娠与奶牛的品种、地域、气

候、饲养管理状况有关，发生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辅
助生殖技术的开展，特别是促排药物的滥用，也有可
能与饲养管理条件的改善和气温的普遍上升有一定的
关系。单卵双胎发生的原因不明，奶牛受精卵在自然
状态下在不同阶段发生分裂的机理有待研究。 

三、奶牛多胎妊娠的危害 
奶牛多胎妊娠的危害主要是多胎妊娠的母牛极易发

生强烈的病理性生产繁殖应激综合症。奶牛多胎妊娠属
高危妊娠的范畴，其病理表现主要有妊娠母牛的并发症
和围产犊的并发症。一是多胎妊娠母牛的并发症。多胎
妊娠母牛并发症主要有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容易出现心
肺并发症，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营养不良性贫血，
产前和产后瘫痪，羊水过多，胎膜早破，宫缩乏力，胎
盘早剥，产后出血，流产，难产。由于以上原因造成母
牛淘汰甚至死亡，给奶牛生产造成重大损失。二是多胎
妊娠的围产犊并发症。主要表现为早期妊娠中断，胚胎
死亡、流产、早产，胎儿生长受限，双胎输血综合症，
脐带异常，胎头交锁及胎头碰撞，胎儿畸形，双卵双胎
时“龙凤胎”母犊不育，多数情况犊牛不能存活。 

四、奶牛多胎妊娠的诊断 
奶牛配种前曾使用促排药物，生殖应激反应重。

奶牛增重快，采食量异常增加，腹部增大明显;妊娠中
期直肠检查发现2个胎儿或听诊发现2个胎心音，有条
件的通过B超检查发现奶牛多胎妊娠。但在现有技术和

兽医设备条件下，奶牛多胎妊娠往往是在分娩助产时
被发现，其危害多已形成，无法挽回。

五、预防和处理 
在奶牛生产中，自然状态下的多胎妊娠是人类无法

控制的，只能控制多胎妊娠发生率的上升，最重要的措
施是合理使用生殖激素类药物，特别是促排药物，禁止
促排药物的滥用。生殖激素类药物的滥用不仅引起奶牛
多胎妊娠发生率的上升，而且会反馈抑制奶牛生殖激素
的正常分泌，给奶牛生产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经长期研究发现，人和其他动物发生多胎妊娠
时，人为减灭部分胎儿，对妊娠母体和剩余胎儿正常
发育没有影响或影响甚微。在人的妇产科领域，以前
采用经阴道穿刺减胎术，用高浓度KCl溶液直接注入胎
儿心脏致胎儿死亡，借助B超技术选择性减胎，但经阴
道减胎容易造成胎膜感染。经腹减胎术是现在最先进
的减胎术，方法是借助现代B超技术，准确定位胎心位
置，经腹部穿刺将高浓度KCl溶液准确注入胎儿心脏使
胎儿死亡，实施有选择的胚胎减灭术。但减胎术术后
母体反应的个体差异大，无法完全控制术后流产的发
生，术后流产的发生率大约占手术病例的10%。奶牛生
产中由于技术手段和技术设备相对落后，目前还无法
在妊娠早中期发现奶牛多胎妊娠，或只能偶有发现，
尚不能实施胎儿减灭术，随着B超技术在奶牛生产中的
应用和普及，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实施，但双卵双胎妊
娠中“龙凤胎”母犊的不育可能无法解决，如发现为
“龙凤胎”，母犊应及时淘汰。 

六、结语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在奶牛生产中的应用和普及，

奶牛多胎妊娠的发生率明显上升，给奶牛生产造成较
大危害。特别在农户散养的奶牛生产区域，改良配种
人员由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诱惑，往往造成促排药物等
生殖激素类药物的滥用，造成奶牛多胎妊娠发生率上
升，与大剂量和频繁使用生殖激素类药物不无关系。
应加强对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在实施胚胎移植
手术时尽量避免多胚胎移植，实行单胚胎移植，减少
多胎妊娠的发生，加强对促排药物等生殖激素类药物
的管理，合理使用生殖激素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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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奶牛多胎妊娠的类型及特点，分析了其成因及危害，并提出预防和处理措施，以控制奶
牛多胎妊娠的发生率，减少多胎妊娠给奶牛生产造成的损失。

关键词：奶牛；多胎妊娠；成因；危害；处理

简析奶牛多胎妊娠的危害及预防处理措施
文/侯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