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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BMY牛在大姚县内的推广应用情况及其与滇中黄牛的改良效果(特别是生长性能的变化),

以大姚县推广的BMY牛公牛或冻精为父本、滇中黄牛母牛为母本进行杂交,获得BMY杂交牛,并测定了该杂

交品种12月龄和18月龄的体重和体尺(包括体斜长、体高、十字部高、胸宽、胸深、腰角宽、尻长、胸围、腹围、臀

围及管围)。结果显示:BMY杂交牛12月龄与18月龄的体重和体尺整体水平高于滇中黄牛,且其在大姚区域

内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表明BMY牛是值得大姚县重点推广应用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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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Y牛是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自1983
年至今通过婆罗门牛(Brahman,BB)、墨累灰牛

(MurrayGrey,MM)和云南黄牛(YunnanYellow
Cattle,YY)杂交选育出来的杂交牛种。云南省草

地动物科学研究院在采纳国外应用杂交育成公牛在

面上应用取得很好的杂交优势的成功经验,在BMY
牛选育过程中,将选育与应用示范并举。自2000年

应用示范至今,应用者反馈了较好的信息,充分体现

了BMY牛具有婆罗门牛耐热抗蜱、墨累灰牛生长

快且繁殖性能与产肉性能好以及云南黄牛适应性良

好等特点。为了探讨BMY牛在大姚县的推广应

用情况及其与滇中黄牛的改良效果(特别是生长

性能的变化),开展了BMY杂交牛生长性能测定

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环境状况

大姚县位于云南省北部偏西,地处E100°53′~

101°42′、N25°33′~26°24′。距昆明市240km,离楚

雄州府100km,距钢铁工业城市———攀枝花市178
km,省道南永线贯穿境内。海拔1800~2100m,
年均气温15.6℃,年日照时数2526h,年相对湿度

65%,年均风速3.5m/s,年均降雨量796.3mm,属
亚热带气候类型,对发展农林牧副渔业和开展其他

方面的经营业都十分有利。

1.2 测定牛群

以大姚县推广的BMY牛公牛或冻精为父本、
滇中黄牛为母本进行杂交,获得BMY杂交牛,其中

滇中黄牛母牛为大姚县境内的本地黄牛。
测定的牛群都在相同条件下饲养,共计450头,

其中12月龄的224头(滇中黄牛63头、BMY牛95
头、BMY杂交牛66头)、18月龄的226头(滇中黄

牛68头、BMY牛和BMY杂交牛各79头)。

1.3 测定指标

12月龄和18月龄的体重与体尺(包括体斜长、
体高、十字部高、胸宽、胸深、腰角宽、尻长、胸围、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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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臀围及管围)。

1.4 测定工具

体重用移动式电子地磅称量;体尺用软尺和测

仗测量。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品种牛12月龄的体重和体尺

各品种牛12月龄体重和体尺的测定结果如表

1所示。
由表1可知,BMY杂交牛12月龄的体重、体斜

长、体高、十字部高、胸宽、胸深、腰角宽、尻长、胸围、
腹围、臀围和管围12个指标整体水平高于滇中黄

牛,说 明 BMY 杂 交 牛 生 长 性 能 较 高、杂 交 优 势

明显。

2.2 各品种牛18月龄的体重和体尺

各品种牛18月龄体重和体尺的测定结果如表

2所示。
由表2可知,BMY杂交牛18月龄的体重、体斜

长、体高、十字部高、胸宽、胸深、腰角宽、尻长、胸围、
腹围、臀围和管围12个指标整体水平高于滇中黄

牛,表现出与12月龄相同的结果,进一步说明BMY
杂交牛生长性能较高、杂交优势明显。

3 讨 论

1)自2006年开始在大姚县中试以来,BMY牛

的杂交后代表现出较好的环境适应性,在耐热、抗
蜱、抗血液原虫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据不完全统

计,中试至今没有一头BMY杂交牛发生过焦虫病,
而西门塔尔牛杂交牛在每年牛蜱活动季节都有牛只

发病。

2)BMY牛及其杂交牛的饲料维持需要量相对

小于西门塔尔牛及其杂交牛。据观察,在同一牛舍

内个体大小相同的牛,BMY牛及其杂交牛的饲料

回报率较其他品种牛高。

3)BMY牛及其杂交牛的生长性能都比滇中黄

牛好,但是必须采用良种良法,才能确保BMY牛及

其杂交牛生长良好。这一点必须引起广大养牛户的

注意,所有改良牛必须采用良种良法才能获得相应

的生长性能。

4)BMY 牛是值得大姚县重点推广应用的品

种,建议大姚县的肉牛改良以BMY牛作为终端父

本,来提高大姚县基础牛群的生长性能、产肉量和肉

质,进而促进肉牛产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郭会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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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部长:将推动出台稳定家禽生产扶持政策

农业部2013年4月19日发布公告称,农业部部长韩长赋18日在北京华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调研

肉鸡生产、加工等情况时强调,各级农业畜牧兽医部门要一手抓疫病防控,重点做好 H7N9禽流感病毒

监测和疫情排查,防范疫病风险,让消费者放心;一手抓稳定生产,积极推动出台稳定家禽生产的扶持政

策,保护产业发展,最大限度减少损失,帮生产者渡过难关。
韩长赋称,近期部分地区发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事件,对家禽业造成很大冲击,全国肉鸡和鸡蛋

市场需求骤减,家禽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同时表示,要保护种禽生产能力,对父母代、祖代规模种鸡企业

实施生产救助补贴,保障后期市场供应,避免价格大跌之后出现大涨;要减少养殖场(户)损失,支持大型

流通企业对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但产品销售困难的养殖场的出栏家禽实行保护价收储;要协调重点

家禽养殖、加工企业正常运转的信贷支持,探索家禽保险办法,保护养殖户利益;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

度,推进家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减少疫病发生和传播。还表示,农业部组织专业人员对活禽交易市场、家

禽屠宰场、野鸟栖息地、生猪养殖场和生猪屠宰场等进行了监测采样,在已经检测的4.78万个样品中,
家禽养殖场和屠宰场的样品均为阴性,并未发现家禽感染 H7N9禽流感病毒发生疫病的病例,这表明

H7N9禽流感病毒并未在家禽中发病传播,是可防可控的。因此,经检疫合格、从正规市场和超市购买

的禽产品是安全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食用。
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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