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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说话 靠科学育牛

孙飞舟 李 姣

  肉牛业是我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减轻

对粮食过度依赖、调整肉类产品结构、满足人民生活

需求的重要产业。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养牛以役

用为主,牛肉主要来源于淘汰役用牛。改革开放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
大量的役用牛因失去了单纯役用的价值而转向肉役

兼用。2011年底,我国肉牛存栏量为6646.4万头、
牛肉产量为647.5万t,分别比2010年降低1.4%
和0.9%。受饲养成本上升、肉牛存栏量下降等因素

的影响,牛肉价格持续走高。据农业部对全国480个

农村集贸市场畜产品和饲料价格定点监测,2012年

11月,全国牛肉月平均价格每千克已突破50元。
随着全国人民生活水平的逐年提高,老百姓对

牛肉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加。由于受土地、饲料等资

源短缺因素的制约,我国肉牛业发展不可能采取扩

大饲养量的发展方式。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肉牛单

产,将成为今后我国增加牛肉供给、满足市场需求的

重要手段。开展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就是要通

过度量肉牛的生产能力,选择、推广生长速度快且产

肉能力强的肉用种公牛,用来繁育生产群体,从而带

动肉牛整体生产能力的提升。
农业部高度重视肉牛产业发展。为推动肉牛改

良工作,近3a来,连续出台了3个文件。2010年,
印发了《肉用种公牛生产性能测定实施方案(试行)》
(简称《测定方案》),对肉用种公牛生产性能测定工

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对具体测定技术和方法进行

了规范。2011年,农业部印发了《全国肉牛遗传改

良计划(2011-2025年)》(简称《改良计划》),对肉

牛遗传改良工作进行了整体布局,明确了工作目标、
要求和职责分工。2012年,又印发了《<全国肉牛遗

传改良计划(2011-2025年)>实施方案》(简称《实

施方案》),进一步细化了改良计划,明确了改良计划

工作领导机构、办事机构和技术支撑队伍;同时,规
范了国家肉牛核心育种场遴选标准和肉牛品种登记

办法等。
各地认真贯彻农业部的工作部署和要求,紧密

结合本地实际,把开展肉牛生产性能测定工作、提高

肉牛单产作为发展肉牛生产的重要举措,扎扎实实

地开展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
一是生产性能测定逐步规范。针对以往种公牛

站、种牛场生产性能测定工作存在的人员不固定、方
法不一致、设备不配套、衔接不紧密等问题,全国畜

牧总站组织有关专家编写了《肉牛生产性能测定技

术手册》,从2009年起,每年通过举办全国技术培训

班、开展现场技术指导和技术咨询等形式,逐步统一

了全国肉用种公牛的测定时间、方法和标准,同时还

增加了超声波测定等现代育种技术手段,初步形成

了我国自己的肉用公牛育种数据测定、收集和上报

制度,使测定数据更加科学、规范。
二是生产性能数据库初步建立。截至2012年

8月底,全国38个种公牛站报送的2114头种公牛

数据,涉及肉用种公牛品种23个,其中西门塔尔牛

1137头、夏洛莱牛312头、利木赞牛118头、安格斯

牛109头。收集种公牛系谱资料、生长发育等主要

经济性状记录3万余条,全国种公牛站在群肉用种

公牛全部纳入数据库管理。数据库中还包括2万多

头母牛和近10万头育肥牛生产性能测定记录,为今

后开展肉牛育种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三是制定了肉牛综合指数。在规范生产性能测

定和建立记录数据库的基础上,2011年,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应用最佳线性无偏预测

法(BLUP)估计种公牛育种值,并根据数据质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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