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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饲养管理、疾病管理和经营管理 3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在牦牛育肥期做好科学管理工作，避免出现

破损、大片脱毛，适时增加营养，促使皮毛生长，以带来较高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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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育肥期的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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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属于高原类哺乳动物，主要生活在以青藏

高原为中心的高山、亚高山高寒地区，我国以西藏、

青海和四川 3个省分布最多，是世界特有珍稀牛种

之一。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牦牛养殖也逐步向规

模化方向转变，而规模化养殖必然要求相应的管理

作配套，笔者就牦牛育肥期管理话题和大家作一下

交流。

近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

高，牦牛及其相关制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特别

是连接青藏高原的铁路、公路开通后，更是带动了

东西部一体化发展。以前，牦牛养殖一直被大家所

忽视，自从其相关制品进入市场后，才被人们逐渐

认识，养殖也逐渐被带动起来。据统计，全世界现有

牦牛约 1 600万头，其中 95%以上分布在中国，如

果利用此宝贵的资源带动西部经济发展，将是牧民

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科学研究表明，当牦牛进入

育肥期后，其整个身体的骨架基本已经成型，需要

加大营养快速育肥。经总结，育肥期间需要从以下 3

个方面进行管理，一是饲养，二是疾病，三是经营。

1 饲养管理

育肥期间牦牛需要大量的营养作为物质支撑，

尤其是能量物质、蛋白类物质和脂类物质，对于育

肥期牦牛的饲养至关重要。能量主要来源于碳水化

合物，由于牦牛为反刍动物，且高原地带以放牧为

主，碳水化合物以牧草为主要来源，牧草中含有丰

富的糖类、纤维素，糖类物质可被机体直接吸收供

身体利用，纤维素类可被瘤胃中的益生细菌、真菌、

纤毛虫等分解，最终产生有机酸被机体吸收利用，

并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供机体正常代

谢需要。值的注意的是牧草中蛋白类和脂类营养物

质含量偏低，要想加快育肥，需要额外补充精饲料，

如玉米粉、豆粕、麸皮、多维等，尤其是对于养殖数

量较多的牛群，精料的补充尤为重要，可大大缩短

育肥期，使牦牛提前出栏，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由于牦牛饲养在全国较少，且大多以放牧为

主，市场上很少有针对牦牛研制的全价饲料，有人

认为牦牛的消化特征和普通肉牛相同，肉牛的饲料

可以直接饲喂牦牛用于催肥，在此笔者需要强调一

下，虽然牦牛消化特征和普通肉牛相同，但生理特

征相差很大，饲料的使用效果并不完全相同，建议

在饲料配方基础上针对牦牛生理特征进行修改，制

作合适的饲料饲喂。

2 疾病管理

相比于平原地区肉牛的集约化养殖，牦牛放牧

为主的养殖模式传染性疾病发病较少，且高原地区

地域辽阔、空气稀薄、污染少，非常适合牦牛的生

长，但不能基于这一特征而忽视疾病管理。临床表

明，和普通肉牛养殖一样，牦牛常发疾病有传染性

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两种，前者主要包括细菌性疾

病、病毒性疾病和寄生虫性疾病，后者主要包括常

见的内科病和外科病。对于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一

定注意放牧的时间和地点，建议避开早上水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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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的牛育肥方式

牛的生长发育状况和对营养的需求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应按育肥牛的年龄选择相应的育肥方式。

1）育成牛育肥。一般公牛 1～2岁，母牛 2～3岁，体重 400～450 kg开始育肥，育肥期 300～360 d，平

均日增重 0.7～0.8 kg，出栏重 600～700 kg。该牛育肥期间正是肌肉和脂肪快速生长发育阶段，强化育

肥与身体生长发育同步，因此育肥牛的肉质好，价值高。技术上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以精饲料为主育

肥方式、前粗后精育肥方式的中后期给料标准和饲养管理方案。

2）成龄牛育肥。公牛 2～3岁，母牛 3～6岁，体重 340～420 kg开始育肥，育肥期 150～180 d，平

均日增重 1.0～1.1 kg，出栏重 550～600 kg。该育肥牛体格发育已经结束，只是经过短期育肥增加肌肉

和脂肪的重量。

成龄牛育肥前一般采取以粗饲料为主的低营养饲养，因此育肥期可发挥代偿生长的优势，提高增

重速度。成龄牛育肥有增重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的特点。育肥技术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前粗后精育

肥方式、中后期饲养方案、以粗料为主育肥方式、后期饲养方案。

3）犊牛育肥。断奶犊牛体重为 200～280 kg开始育肥，育肥期 330～360 d，出栏重 500～600 kg，

平均日增重 0.8 kg。犊牛育肥出栏快、肉质好，但育肥期长，育肥成本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以精

料为主、前粗后精的粗料为主的育肥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案。

4）老龄淘汰牛育肥。一般年龄 8岁以上、体重 350 kg以上开始育肥，育肥 100 d 左右，出栏重

450 kg以上，平均日增重 1.0 kg。该育肥牛虽然肉质差，但增重一般较快。老龄淘汰牛经育肥可提高其

经济价值。育肥技术可选择前粗后精育肥方式的后期育肥方案。

来源：中国农业新闻网

较大的牧草；秋冬季节，更是要注意霜打过的牧草

和有雪的牧草区对牛群的影响。寄生虫可长期消

耗牛机体营养，使育肥时间延长，针对体表寄生虫

最好建一个药浴池，定期药浴驱虫，而体内寄生

虫，可采用注射或口服药物的方式进行驱除，常用

的药物有伊维菌素注射液、阿苯达唑混悬液、吡喹

酮片等，驱虫效果非常理想，可根据临床实际情况

灵活选择。

疾病的发生和牦牛群的管理水平息息相关，虽

然目前牦牛放牧养殖的模式仍占很大比例，但规模

化、集约化的舍饲养殖已开始。与放牧相比，舍饲养

殖场功能区划分明显，有一定的管理规程，饲料配

比科学合理，牛群作息规律，疾病统一针对性防治，

牦牛生长整齐，经济效益明显，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3 经营管理

牦牛身处高寒地带，其相关制品独具特征，牛

皮和牛毛保暖性能非常优越，可用于制作保暖衣

物。牦牛奶营养丰富，口感佳，制作出的奶粉深受喜

爱，牦牛角非常精美，可制作成工艺品和生活用品，

尤其是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的牦牛梳子，使用时不产

生静电，市场销量很大。牦牛肉干则为家喻户晓的

食品，不但口感好，营养还全面，蛋白含量高，深受

消费者欢迎。随着青藏铁路和公路的开通，西部和

东部地区经济联系愈发紧密，牦牛及其相关制品的

市场需求除了可以直接带动养殖向规模化、集约化

和现代化转变外，还必然带动向企业经营管理方向

发展。养殖本身属于生产，也一定要符合市场规律，

一旦进入经营管理，就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则运行。

牦牛肉属于食品，育肥期间一定要注意牛群的

检疫和药物使用。有疫病的牛一定要确保治疗彻底

后再进行屠宰上市，避免发生疫病流行事件；兽药

使用时，一定要选择有二维码监管的正规厂家的兽

药，杜绝使用成分不明确的假兽药和劣质兽药；使

用药物时一定要遵循休药期的相关规定，休药期不

满禁止出栏，避免牛肉药残超标。另外，牦牛皮、牛

毛等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市场定价，育肥期间一定要

做好管理，避免皮肤出现破损，避免出现大片脱毛，

适时增加营养，促使皮毛生长，以带来较高的市场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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