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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典乡发展肉牛业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陈朝贵
云南省盈江县苏典乡畜牧兽医站，云南盈江 679307

摘要 养牛业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对改善人民的食物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

加经济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寡日、低温、多雨、半年雨水半年霜气候条件下的盈江县苏典乡肉牛产

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根据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肉牛产业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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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牛业是盈江县苏典乡发展农村经济的传统

产业，在农民增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对

发展肉牛产业的政策扶持及畜牧科技进村入户的

指导示范，苏典乡的畜牧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

度，实现了持续增长，尤其是养牛业成为高寒山区

乡镇发展草食畜牧的典范。2005年以来，牛肉和牛

的经济价值，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保持在较好的价

位，有力地推动了山区乡镇肉牛养殖业的持续发

展。但是，由于苏典乡地处山区民族地区，是一个傈

僳族乡，长期受自然、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在

肉牛产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就苏典乡肉牛产业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进行了分析研究，并从合理利用资源，转变养殖方

式，实行科学饲养管理，推广种草养牛技术，做好疫

病综合防制等方面，提出了苏典乡肉牛养殖业可持

续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1 苏典乡肉牛产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苏典乡党委政府始终把畜牧业作为发

展农村经济的重要产业来抓，尤其是养牛业，通过

政策扶持、项目支持及科技进村入户，抓疫病防制、

基础设施建设、牛的杂交改良，大力扶持科技养殖

示范户及示范村建设，提高了农民养牛积极性和科

学养牛的水平，加快了饲养方式的转变，促进养殖

户由传统的野放散养逐步走向半舍饲和舍饲养殖。

据统计，2013年全乡出栏肉牛 2 103头，年末存栏

7 995头，其中存栏能繁母牛 4 095头，牛肉产量

231.3 t；肉牛业产值占畜牧业总产值（516.3 t）的

52.6%，养牛业居全县 15个乡镇第 3位。截止 2013

年末，全乡建立养殖示范村 4 个，示范户 42 户，其

中养牛示范户 38户，标准化肉牛养殖小区 2个，养

牛专业合作社 1个，农民人均纯收入 2 480元。

2 苏典乡肉牛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

2.1 地理位置特殊，养殖环境条件差

苏典傈僳乡地处盈江县西北部，距县城 53 km，

西北与缅甸联邦接壤，国境线长 43.3 km，海拔

624~2 932 m，有水田 43.93 hm2、旱地 381.13 hm2，

年平均气温 13.3 ℃；年均降雨量 3 553.5 mm；年

日照 1 500~1 800 h；无霜期 250 d；土壤肥力悬

殊，水、热、土条件配合较差。属于明显的寡日、低

温、多雨、半年雨水半年霜的气候，与坝区相比对牛

的生长发育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2.2 管理粗放，肉牛的饲养技术滞后

多年来，对牛的饲养仍然是传统的野放散养方

式，十天半月去看 1次，靠天然草场上的野生饲草，

有啥吃啥，草料单一，对瘦弱有病的牛不进行补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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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及早治疗，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在管理

上，圈舍简陋、人畜同院、牛舍潮湿、卫生条件差、近

亲繁殖突出，多数牛无法进行预防注射。对驱虫、健

胃不够重视，不按牛的生长、生产需要合理搭配饲

草料，对补饲补料、良种的利用、短期和阶段育肥等

科学饲养肉牛方法认识不足，商品意识、市场经济

意识淡薄，致使养牛生产水平低，效益不明显。

2.3 牛品种选育及品改工作滞后，产业化程度不高

苏典乡在盈江县畜牧产业发展“九五”规划中

被列入本地黄牛保种区，虽然如此，划定为保种区

的没有做好本品种的选育和纯繁供种；非保种区的

也没有做好肉牛的品种改良工作，导致牛的个体越

来越小，品种严重退化。2005~2013年曾先后引进种

牛 5头（婆罗门 1头、BMY牛 4头），因饲养管理不

当已死亡 4头。发展肉牛业，种牛是关键，有好的种

牛才会让养殖户有好的经济效益。在推广人工授精

技术工作中，受传统养殖观念影响，群众的科技意

识淡薄，因宣传不到位、实施不力，养殖户难以观察

母牛的发情而没有开展牛的人工授精，导致品改工

作很难有效推进[1]。

目前，苏典乡仍以千家万户分散饲养为主，以

小规模育肥场为辅的饲养模式，这种形式以盈利为

前提，生产和经营之间不能形成“风险共担，利于共

享”的经营机制，难以协调牛产业内部关系，容易出

现肉牛产品买卖难的情况；产业形不成群体，难以

应用选进的科学技术。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时间内

促进了肉牛产业的发展，由于其产业化组织程度

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肉牛产业的发展[2]。饲养

100头以上的有 3户，多数养殖户的存栏在 20~50头

之间，有 2个肉牛标准化养殖小区、1个养牛专业合

作社，至今没有形成“公司 +农户 +生产基地”、产供

销一条龙的养殖模式，产业化程度低。

2.4 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低，不注重疫病防治

苏典乡地处边疆高寒民族地区，由于社会、经

济、文化、自然条件等原因，大多数养殖户只具有初

小文化，而且很少有机会外出学习、参加养牛技术

培训，对牛的生长发育、生理病理了解甚少；多数养

殖户的牛是野放散养、没有坚固的牛舍，在春秋 2

季免疫注射时难以注射疫苗，因此，零星小群体散

发性传染病时有发生；另外，因不能及时发现疾病，

延误了治疗时间造成肉牛死亡，制约着肉牛产业的

健康发展。

2.5 牛舍设施设备简陋，牛肉加工技术滞后

家庭式、人畜同院养殖方式占 83%，牛舍简陋，

不打地板，阴暗潮湿，尤其是夏季，牛难以在舍内卧

地休息，卫生条件差，基本上没有饲槽和铡草机；大

多数是以出售活牛的形式卖给屠户或自己屠宰上

市销售鲜肉，没有对牛肉进行分割加工，加工技术

滞后。

3 发展肉牛产业的对策

3.1 转变养殖方式，提高养牛认识

充分利用国家对发展南方肉牛产业的政策扶

持机遇，深入养殖户家中，做好调查研究，利用水田

改种玉米的农业扶持政策，并结合当地寡日、低温、

多雨的气候条件，以人畜不能同院的新农村建设标

准，对牛舍逐步进行改、扩、建，牛舍建设以通风、干

燥、保暖为目的，改变野放散养方式，实行半舍饲养

殖，即早出晚归。遇连降暴雨天气，可实行全天舍

饲，降低牛在寒冷、淋雨情况下的发病率；实行半舍

饲养殖能及时诊治发病牛，降低死亡率；春秋 2 季

能按时注射牛口蹄疫、牛出血性败血病、牛气肿疽

疫苗等，提高牛的抗病力和免疫力；实行强弱分喂，

适时补饲，合理搭配饲草料，缩短饲养周期，降低养

殖成本，提高养牛经济效益。树立商品和市场意识，

彻底改变“重养轻防”的观念，把发展肉牛产业放在

重要的位置。

3.2 加强养牛技术培训，提高肉牛养殖水平

当地畜牧兽医站要加强与乡党委政府及相关

部门的联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组织养殖大户、村

级防疫员从牛舍建设、科学饲养管理、青粗精饲料

的合理搭配及饲草料的加工、人工授精技术、育肥

牛的选择及短期育肥技术、疫病防治等方面认真开

展技术培训，并搞好本地黄牛的保种选育，提纯复

壮；适度发展规模养殖，通过免疫接种、驱除体内外

寄生虫、健胃、补饲精料，缩短饲养周期，建立示范

基地，提高育肥性能，提高出栏率、生产效益，提高

科学养牛技术水平，为苏典乡发展肉牛产业奠定良

好的基础。

3.3 合理利用资源，扩大种草面积

苏典乡有耕地面积 758.4 hm2，其中水田面积

43.9 hm2、旱地面积 381.1 hm2；草地资源丰富，有草

地 2 000 hm2，覆盖率达 5%。种草养牛是现代农业

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效益日显突出，符合苏典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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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规划。由于低温、多雨、日照时间

短等特殊气候条件，种植水稻的产量和价值低于种

植玉米。因此，2010年县人民政府对苏典乡实施了改

种玉米示范田的农业扶持政策，水田改种玉米面积

超过 217.3 hm2，年产秸秆 1.96万 t；2011~2013年

实施草原生态补助奖励项目 2.4万 hm2，年产草量

达 36万 t；改良天然草地 137.3 hm2，年产草 2 060 t；

人工种草 15.5 hm2，可产草 1 677.6 t，年总产草量

达 38.3万 t，可饲养肉牛 2.55万头。2013年末大牲

畜存栏 8 361 头 /匹，其中存栏牛 7 995 头，还可

增加 1.7万头。

3.4 推广种草养牛技术，提高养殖经济效益

1）加强草地法制建设，科学利用草地。草地不

仅是草食畜牧业的重要生产资料，对维护生态环境

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要保护和建设好草地，必

须走法制的道路。认真学习《草原法》，让广大人民

群众做到知法、懂法，促进草业的稳定发展。合理利

用草地资源，实现林草结合、果草结合、草粮并举、

草粮轮作、以草定畜，配套发展，以利于草地恢复生

长，解决草场退化和草畜矛盾突出的问题，推广半

舍饲或舍饲养殖，促进草场的持续利用。

2）提高种草技术，加大资金投入。根据牧草品

种的生物学特性，结合苏典乡气候条件筛选好牧草

品种，提高播种和栽培技术水平，以种植狗尾草、黑

麦草、红三叶、白三叶、鸭茅、玉米为主，加强对人工

草地的除杂、松土、施肥等科学管理，为牧草的生长

发育创造良好条件；积极探讨各类退化草地的替代

种植或生态恢复技术，提高草地的持续利用水平，

为草地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各种渠道

争取国家项目扶持资金，加大扶持力度，增加对草

地保护和草地建设的投资，扶持积极性高、素质好

的农户，调动种草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投资环境

及优惠政策，促进养牛业持续发展，提高养殖肉牛

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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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类饲料添加剂的选择方法

氨基酸类饲料添加剂在饲料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因价格相对较高，且目前大多为进口产品，因

此在产品的选择上需谨慎。

在选择氨基酸类饲料添加剂时应仔细检查产品的外包装、气味、颜色等，仔细辨别、判断产品质

量。氨基酸类饲料添加剂目前多用于畜禽类动物中，尤其是幼龄动物阶段，反刍动物所需的氨基酸可

由自身合成，因此没有限制性氨基酸和非限制性氨基酸的区别，可不使用氨基酸类饲料添加剂，而水

产中氨基酸的利用率不高，因此水产中对化合氨基酸的利用还在摸索阶段，需谨慎使用。

使用氨基酸类饲料添加剂前需了解其有效含量和效价，如赖氨酸饲料添加剂多为 L-赖氨酸盐酸

盐，含量为 98%以上，其实际含 L-赖氨酸为 78%左右，效价可以按 100%计算；而 DL-赖氨酸的效价

只能以 50%计算。

同时还需考虑到各氨基酸间的平衡和拮抗作用，使饲料中的氨基酸的品种和浓度需达到动物所

需的营养要求。当饲料中的氨基酸品种或是浓度不合理时，将会影响其他氨基酸的有效利用，特别是

当饲料中某一种氨基酸的含量过大时，更易降低整体氨基酸的利用率和饲料利用率。

饲料中所添加的氨基酸大多为必需氨基酸，其中第一和第二限制性氨基酸的添加量需达到标准，

只有当第一限制性氨基酸的含量达到标准，才能使第二和其他限制性氨基酸得到更好的利用。因此，

添加氨基酸类饲料添加剂时，应首先满足第一限制性氨基酸的需求，再依次考虑其他限制性氨基酸。

来源：爱畜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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