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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土种黄牛舍饲育肥试验

王永军
青海省三角城种羊场,青海刚察812300

摘要 通过对刚出生的青海高原土种黄牛采用舍饲养殖方式,并供给营养丰富的精料和充足的粗料,进行

为期365d的育肥试验。结果显示:土种黄牛的初生重、1月龄重、2月龄重、3月龄重、4月龄重、5月龄(断奶)

重、6月龄重、12月龄重分别为19.8、38.8、63.0、77.0、96.0、108.0、119.1和268.0kg,增重效果明显,且所有牛

只整个试验期间没有发生消化系统方面的疾病,也没有其他异常。说明改善土种黄牛的饲养管理,并供给营养

丰富的精料和充足的粗料,对土种黄牛生产潜力的发挥以及健康生长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建议广大农牧民给予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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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冷,气温变

化剧烈,生态条件恶劣。青海高原土种黄牛就生活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其饲管水平很低,饲料以粗料

(如小麦秸秆、青稞秸秆、豌豆秸秆等)为主,一般不

喂精料;养殖方式也很简单,农区为露天简陋棚(舍)
饲养,白天将牛拴系在田边地角任其自由采食或集

中在附近山坡草地放牧,全年一直处于“夏复壮、秋
体胖、冬耗膘、春瘦弱”的状态。长此以往,造成土种

黄牛个体小、生长发育缓慢,与当今青海省加快发展

畜牧业和提高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需要不尽符合。但

是,土种黄牛对高寒严酷的生态环境有良好的适应

性,表现为耐粗饲、耐劳、温顺、易饲管等,尤其对普

通疾病有很强的抵抗力。如稍加改进饲管条件,定
有更多可取之处,因而笔者对刚出生的土种黄牛采

用舍饲养殖方式,同时供给充足的精、粗饲料,进行

为期365d的育肥试验,旨在观察土种黄牛的生产

力变化和健康状况。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

2011年9月1日(牛只出生)至2012年9月1
日(牛只12月龄),共365d。

1.2 试验场地

试验在大通县李某的养牛育肥场露天简陋棚内

进行。

1.3 试验牛只来源

选择该场发育正常、健康无病的初生土种黄牛

10头,出生日期和体重都接近。

1.4 小麦秸秆来源

小麦秸秆来源于大通县景阳乡,经铡草机铡成

3~5cm,备用。

1.5 精料组成及主要营养成分

精料主要由玉米50.0%、菜籽饼11.0%、麸皮

15.0%、磷酸氢钙2.5%、豌豆草粉20.0%、食盐

0.5%、微量元素及维生素预混料1.0%组成;代谢

能10.46 MJ/kg,粗 蛋 白 含 量 13.13%,钙 含 量

0.51%,磷含量0.37%。

1.6 饲养管理

在10头土种黄牛出生后24h内,对其进行称

重、挂耳号并记录。7~10日龄开始,在吃乳的基础

上,进行隔栏诱食补饲优质小麦秸秆及精料,饲草、
料不计。10月1日(牛只1月龄)白天,将试验犊牛

与母牛隔离饲养,槽内整天都备有足量的小麦秸秆

和混合精料,任犊牛自由采食;晚上混圈吃乳。从此

时开始,对消耗的草、料进行称重和记录,作为正式

试验数据。2012年2月1日(牛只5月龄),对试验

牛只进行一次性断奶,然后大群饲养。在牛只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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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2月龄、3月龄、4月龄、5月龄、6月龄和12月龄

时,定期进行空腹称重。
精、粗料供给方式:根据试验牛只在10月1日

前对精、粗饲料的采食情况,每天早上7:30-8:00
一次性称取能完全满足牛只24h内所需的足够精

料和小麦秸秆;精料一次性投入食槽;小麦秸秆则分

5~7次添喂,原则是少喂勤添。在全天24h内,要
求槽内必须保证有大量的剩余饲草、料存在,尤其是

精料,并保证犊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采食到足够数

量的饲草、料以及清洁饮水。次日早晨,仍在同时间

内分别称取当日所需饲草、料并记录,同时清扫槽内

剩余饲草、料,并称重记录。圈舍及周围环境卫生需

每日打扫,粪便要及时清除,保持卫生清洁,如此全

年循环进行。兽医卫生防疫按常规进行。

2 结果与分析

2.1 增重效果

土种黄牛各月龄的平均体重变化,如表1所示。
表1 土种黄牛各月龄体重变化 kg

平均初
生重

1月龄
均重

2月龄
均重

3月龄
均重

4月龄
均重

5月龄
均重

6月龄
均重

12月龄
均重

19.8 38.8 63.0 77.0 96.0 108.0 119.1 268.0

  从表1可以看出,在舍饲条件下,土种黄牛的平

均初生重为19.8kg、3月龄均重为77.0kg、6月龄

均重为119.1kg、12月龄均重为268.0kg,此结果

明显高于靳义超等[1]在粗放的管理条件下饲养的青

海黄牛的体重(初生重为18.3kg、3月龄重为35.1
kg、6月龄重为57.6kg、12月龄重为98.6kg)。由

此说明,粗放管理条件下,长期对环境的自然选择是

土种黄牛生长缓慢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而在舍饲

条件下,对土种黄牛饲养管理稍加改善并满足其营

养需求,可促其加快生长发育、提高生产性能。同

时,本试验结果还表明,土种黄牛从出生至5月龄

(断奶),生长发育迅速,增重达88.2kg;但断奶后

生长发育逐渐减慢,这一结果完全与牛的生长规律

相符合。因此,根据以上分析,建议对土种黄牛进行

舍饲饲养,并充分满足其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有利

于提高其生长性能。

2.2 饲草、料消耗

土种黄牛试验期间的增重和耗草料情况见表2。
表2 试验期间土种黄牛增重和耗草料情况 kg

始重 末重 净增重 日增重 总耗料 总耗草 日耗料 日耗草
每千克

增重耗料
每千克

增重耗草

19.80 268.00 248.20 0.68# 586.30* 1608.00* 1.75* 4.80* 2.36* 6.48*

 注:表中数据均为10头牛的平均值。标有“#”者表示计算的是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9月1日,共365d;标有“*”者表示计算的是

2011年10月1日至2012年9月1日,共335d。

  从表2可以看出,土种黄牛日耗料、草较少,分
别为1.75、4.80kg,这与犊牛在断奶前主要以吃乳

为主、采食草和料为辅有关。断奶后计算日耗料、
草,则分别为3.17、8.69kg,此结果与笔者在2008
年本场所测25头成年黄牛饲养试验中,平均日耗混

合精料3.40kg、小麦秸秆8.59kg非常接近。同时

还可以说明,在育肥期的饲草、料消耗量随牛只月龄

的增长而增加,饲料转化率则随牛只的增长而降低。

2.3 养殖效益

土种黄牛饲养335d(2011年10月1日至2012
年9月1日)消耗的料、草的成本统计情况见表3。
土种黄牛饲养365d的经济效益见表4。

表3 土种黄牛335d消耗料、草的成本

净增重/kg 总耗料/kg 总耗草/kg 料、草总成本/元 每千克增重料、草成本/元

248.20 586.30 1608.00 2108.95 8.50

 注:料2.50元/kg;草0.40元/kg。

表4 整个试验期间的经济效益 元

总收入
总支出

料、草成本 犊牛成本折合 水电费 人工费
盈利

7446.00 2108.95 300.00 63.72 730.00 4243.53
 注:表中数据均为10头牛的平均值。收入和支出均按当时市场价计;加工小麦秸秆需电1080kW·h,电费0.59元/(kW·h);人工费

2.00元/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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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试验用10头土种黄牛

从出生到12月龄平均净增重为248.20kg,扣除全

部费用后,平均每头可盈利4243.53元。

3 讨 论

青海省多数农牧民都是将土种黄牛白天放养在

外,夜间饲养在露天简陋棚内,并且供给的粗料单

一、几乎不喂精料,若在此基础上增加暖棚、营养舔

砖、青贮饲料、犊牛断奶前专用精料等,并进行舍饲

养殖,则土种黄牛的生长发育潜能会得以充分发挥,
经济效益也会更佳。

本试验在犊牛早期,采取了饲喂足量精料的方

法,使犊牛的瘤胃消化机能逐步得到适应,从而加强

了瘤胃的运动机能,使食物快速消化并排出体外。
正因如此,在整个试验期间,牛只没有发生消化系统

方面的疾病(如瘤胃积食、瘤胃臌气、前胃弛缓等),
也没有其他异常。

本试验结果表明,改善土种黄牛的饲养管理,其
育肥效果会显著提高,但潜力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进

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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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瘦肉精对畜禽及人体的危害

“瘦肉精”学名盐酸克伦特罗,是一种治疗哮喘用的平喘药,又称氨哮素、克喘素等。该药如果大剂

量用于肉用牲畜养殖,可以增加牲畜蛋白质的合成,添加在饲料中可以提高饲料转化率、使牲畜的生长

速度加快,而且可以使牲畜的肥肉减少、瘦肉增加、胴体瘦肉率提高10%以上。
养殖户之所以用“瘦肉精”,是因为“瘦肉精”可以为他们带来较大的利润。一般来说,养殖一头瘦肉

型猪,从畜种到成猪其成本要比养殖一头普通型猪高出许多,仅购买良种猪的花费与相对长的养殖期就

使得不少养殖户无法承受。用“瘦肉精”把一头普通猪催变成瘦肉型猪,前后只要10~20d的时间,成

本仅几块钱;而且,吃了“瘦肉精”的猪毛色光亮、臀部肌肉饱满发达、卖相非常好,屠宰后的猪肉由于瘦

肉精的蓄积,色泽鲜红诱人,十分抢手。
然而,“瘦肉精”不是饲料添加剂,而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实际上是一种激素。猪在吃了“瘦肉

精”后,其毒性主要积蓄在猪肝、猪肺等处。人在吃了烧熟的猪肝、猪肺后,会出现中毒症状,因此要注意

少吃猪的肺、心、肝、肾等内脏。
“瘦肉精”进入猪体后具有分布快、消除慢的特点,且其化学性质稳定,烹调难以破坏其毒性。“瘦肉

精”毒性较强,猪只用药过多或无病用药会出现肌肉震颤、心慌、战栗、头痛、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尤其

是高血压、心脏病、甲亢、前列腺肥大等患者食用了该类猪产品,其危险性更为严重。长期使用,有可能

导致染色体畸变,甚至会诱发恶性肿瘤,“瘦肉精”的危害极大,消费者在购买猪肉时一定要加倍小心。
购买时一定要看清该猪肉是否有卫生检疫证。鉴别猪肉是否含有“瘦肉精”的最简单方法是看该猪肉是

否具有脂肪(猪油),如果发现猪肉的皮下就是瘦肉,那么,这种猪肉就存在含有“瘦肉精”的可能;如果发

现猪肉肉色较深、色泽鲜艳,后臀肌肉饱满突出,脂肪非常薄,这种猪肉也存在含有“瘦肉精”的可能。
近年来,由于各部门对生猪饲养及屠宰检疫管理的加强及消费者防范意识的提高,“瘦肉精”在生猪

饲养中用得越来越少,然而“瘦肉精”却摇身一变出现在肉牛饲养中! 这应该引起有关管理、检疫部门的

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对此予以遏制,来保护消费者的健康。
来源: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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