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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牛具有适应性和抗病力强以及耐粗饲、高温、
高湿等优点,水牛奶营养丰富、干物质含量高。联合

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认为水牛是最具开发潜

力和开发价值的家畜[1],发展水牛养殖业对加快农

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城乡居民膳食结构

等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对优质水牛的需

求量越来越大,云南水牛养殖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

1 水牛养殖现状

水牛养殖几乎遍布云南各地,大理、德宏、保山、
文山、版纳、楚雄、曲靖、召通、昆明等地均有规模化

水牛养殖场,德宏州还承担过“百村万头奶水牛工

程”[2]及“中国-欧盟水牛开发项目”。云南对乳用

水牛的开发有一定的经验积累,但对肉用水牛的研

究不多,以致一直以来肉用水牛多为老、弱、病、残的

淘汰牛。
目前,省内仍有一些以家庭饲养为主的水牛养

殖户,这些养殖户饲养规模小,多为2~3头,最多也

就6~7头,甚至有养独牛的家庭;多数村寨采取“散
养群放”的方式饲养水牛,几乎都是小群体繁殖。丰

草季节群众一般放牧饲养水牛,枯草季节则在放牧

的基础上补饲稻草、玉米秸秆等粗饲料。这种饲养

模式虽省工省时,但受季节影响大,以致牛群出现

“夏饱、秋肥、冬瘦、春乏”的现象,生长周期长。
历史上,稻田的耕作以水牛为主力,水牛分布较

广、基数较大;但随着农机的普及,水牛养殖量锐减。
目前,全省水牛存栏量为321.88万头,其中德宏存

栏11.60万头。

2 水牛生产情况

2.1 泌 乳

水牛泌乳期一般为8~10个月,平均泌乳量

500~1000kg;产乳高峰胎次为第4胎,年龄为10
岁左右;平均乳脂率为7.4%~11.6%,乳中蛋白含

量为4.5%~5.9%。水牛奶乳汁浓厚、色泽纯白、
清香无腥、口味醇厚、营养丰富,且各种营养成分(如
乳脂肪、乳蛋白、乳糖、氨基酸、钙、铁、锌等)含量均

高于普通牛奶。根据广西水牛研究所的测验,按营

养物质折算成标准奶,1.00kg水牛奶相当于1.85
kg荷斯坦牛奶[3],说明水牛奶可作为高档奶源。

2.2 产 肉

在较好的饲养条件下,水牛具有较大的产肉潜

力。德宏成年水牛短期育肥3个月,平均日增重可

达800~1000g。活重600kg以上的公牛屠宰率

为53.49%,净 肉 率 为 42.82%;母 牛 屠 宰 率 为

49.56%,净 肉 率 为 39.19%;阉 牛 屠 宰 率 为

55.19%,净肉率为4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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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役 用

水牛一般2岁开始调教,3岁正式使用,可利用

至15~20岁以上。水牛耐力好,役力大小与其体格

大小有关。

2.4 繁 殖

水牛常年发情,公牛2.5岁开始配种,4.0~8.0
岁为繁殖旺盛期;母牛初配年龄为2.5~3.0岁,发
情期为3~5d,发情周期为20~22d,妊娠期平均为

330d,繁殖年限为14~15a。

3 产业前景分析

3.1 发展优势

1)水牛对气候的适应性很强,可适应夏季41~
43℃的高温、冬季-15℃的低温,易于饲养。

2)云南群众有饲养水牛的传统,因此水牛养殖

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3)云南省各地都建有为水牛养殖业服务的畜牧

兽医队伍,为水牛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保障。

4)广大农村有大量复种指数低的空闲田、地,可
作为水牛饲料的生产基地,为发展水牛养殖提供了

丰富的饲料资源。

5)水牛肉色泽较暗红,脂肪色白,肌纤维略粗,
肉味鲜美。目前,人们对肉类的消费趋向于低脂肪、
高蛋白,如此一来水牛肉则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市
场前景广阔。

6)水牛奶、水牛肉及其副产品可通过深加工进

行增值,从而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3.2 经济效益

1)泌乳。水牛泌乳期一般可达8~10个月,

1个泌乳期平均产奶500~1000kg。按水牛奶市

场价7~9元/kg、平均1个泌乳期产奶750kg计

算,每头母牛年产奶净收入可达5250~6750元。

2)产肉。肉用水牛一般3岁育成出栏,平均体

重500kg,屠宰率58.44%,产肉292.2kg/头。按

水牛肉市场价40元/kg计算,每头水牛的收入可达

11688元。一般1个劳动力可管理30~50头育成

牛,肉用水牛的饲养时间平均为1000d,劳动力单

价按100元/d计算,每头水牛的劳动力成本平均为

3350元左右。按饲养3a出栏计,每年平均需补饲

5个月的饲料,至出栏时共需补饲375~450d。按

每千克增重耗料5700g计,需在出栏前补饲1705
kg左右的饲料。按每千克饲料2元计,育成出栏

时,饲养1头水牛补饲饲料的成本为3410元左右。
基础设施成本按每头牛600元左右计,养殖成本共

约7360元,则每头水牛可获纯收入4328元左右。

4 存在的问题

1)水牛养殖产业的广阔前景及其在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作用,还没有被群众充

分认可。

2)传统养殖水牛以役用为目的,对养殖技术要

求不高,所以至今对水牛养殖技术方面的研究不多,
水牛品种改良、生产性能提高及饲草饲料开发方面

尤为薄弱。

3)缺乏具有产业导向作用的政策和资金投入,
水牛养殖数量逐渐减少。

4)水牛市场不稳定,养殖、销售、加工、消费各环

节不尽合理,致使养殖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5)水牛的育成周期相对较长,这也成为制约水

牛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5 发展建议

5.1 明确发展方向

2001年在委内瑞拉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水牛大

会明确提出,新千年水牛养殖业发展的趋势应由“役
用为主、肉乳为辅”转向“乳用为主、肉役为辅”[5]。
国内学者也提出,奶水牛产业应作为奶牛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6]。

5.2 政府适当引导

政府应立足国际、国内和当地市场,将水牛养殖

业作为一个新产业来培育;根据社会需求及水牛的

开发利用价值,将水牛养殖业作为农村产业来培育,
并做好产业发展规划。同时,通过适当的政策性投

入,引导社会、民间资本投向水牛产业。另外,规模

化养殖技术是水牛产业发展的“短板”,因此,在水牛

养殖业发展中应从品种选育、饲养管理、饲料配制、
疫病防治等方面全方位引导。

5.3 提高产品价值

开展水牛杂交改良,提高水牛生产性能和牛乳

品质;开发与水牛产业相关的机械设备,利用先进设

备,生产高质量乳制品。同时,培植与水牛产业相关

的产业(如饲料生产、产品加工等),以拓展水牛养殖

业上、下游产业链;兴建水奶牛养殖小区,建立稳定

的奶源基地;培育水牛乳品加工龙头企业;创立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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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乳产品品牌,实施品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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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6.

尊重市场规律才能“我的猪价我做主”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于需求而言表现出资源的稀缺,这就要求人们对稀缺的资源进行

合理配置,耗费最少的资源,获取最好的效益。为什么养猪队伍在不断扩大,需求经常低迷,而猪肉还是

需要进口? 为什么养猪模式在不断改进,绿色养猪唱响主旋律,还是会出现问题猪的现象? 是什么促使

部分养猪人不断养出问题猪?
猪价时涨时跌,说明猪作为商品也遵循价值的规律。一般情况下,影响猪价格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是

猪作为商品的供求关系。在市场上,当商品猪供不应求时,其价格就可能上涨到其价值以上;而当商品

猪供过于求时,其价格就会下降到其价值以下。
商品猪的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转化形式就是猪的价格;并且,养猪成本就是养猪所费资

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同时,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市场对商品猪的供求关系,使得价格不断围绕着价

值上下波动。
因此,成本增加,猪价格上涨,与之相关的商品也会增加附加值。因为猪肉上涨是猪需求表现出低

迷的情况,因而猪肉价格能作为衡量猪价值的尺度;但猪肉价格是由猪本身的价值决定的,因而生猪价

格的变动不一定反映商品价值的变动。
商品猪的供求关系与价格变动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必然性,它是商品猪经济的规律,商品猪的供

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养猪的基础是生产跟猪有关的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必须与社会对

这种商品的需求量相适应,而市场对猪的需求是可以预见的。
因为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正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猪价格虽然时升时降,但猪商品价格

的变动总是以其价值为轴心。另外,从较长时期和全社会来看,商品猪价格与猪价值的偏离有正有负,
可彼此抵消。因此总体上商品的价格与价值还是相等的。

从养猪的“生产-流通-消费-生产”这种大循环角度对商品猪供求关系进行考察,当供求规律较

完全发挥作用时,所有的价格差都是平行式的;当供求规律较不完全发挥作用时,所有的价格差都是交

叉式的。
猪肉的供求关系就是养猪生产和猪肉消费之间的关系在市场上的反映。因为散户养猪是不会对市

场做什么调查,对猪肉的需求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规律判断,因而对养猪之路“一头雾水”,也不科学。
养猪规模化对养猪人的要求非常高,市民对问题猪肉仍然保持着警惕的状态,所以许多规模化养殖场提

出绿色猪肉,开发技术设定二维码扫描,甚至采取一些预订的方式。
当吃肉变成一个难题时,市场规律就会毫不留情的剔除问题猪肉。而当养猪人能发出“我的猪价我

做主”时,就说明你已经掌握了市场的“脉络”,养猪最经济的方式就是看明白市场的供求关系和用心

饲养。
来源:中国畜牧兽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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