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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神农架金丝猴对甜味和咸味的偏好

程度显著高于乳香味、苦味、辣味、涩味、鲜味、酸

味。金丝猴对 4%、8%、12%蔗糖溶液腌制的 3种甜

度的花生粒的偏好无显著差异，从经济学上分析，

专用饲料配制宜采用低甜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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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海大通县高寒地区在冬季天寒地冻，缺草少料，不利于牦牛饲养。本文选择 80头 18月龄公犊牦牛

进行补饲试验，通过给牦牛补饲精料，驱虫健胃和精心饲养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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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是青海省大通县高寒地区牧民赖以生存

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由于该地区冬季天寒地

冻，又缺草少料，牦牛每年要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季，

都要大量损失活重。现行的传统饲养方式是单纯放

牧，这样牦牛的饲养周期就很长，需要 6～7年才能

出栏。在牲畜过长的饲养周期中，需要度过多个冬

季。越冬的次数越多，损失浪费的活重越大。由饲养

周期长导致频繁越冬，虽然损失的是饲草资源，但

归根结底浪费的是生态资源。

采取技术手段和行政措施，减少畜群数量，牲

畜实行冬春季节性减员，为草场减负担、降压力。但

是，牦牛是当地牧民的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生

态保护需要与牧民增收结合起来。杂交牦牛 2年育

肥出栏，通过牲畜季节性减员，缩短饲养周期。既能

保护脆弱的青藏草原生态，还能促进牧民增收，收

到双赢效果。鉴于此，笔者结合精准扶贫于 2015年

9-11月在位于大通县宝库乡的大通县旺农牛羊养

殖繁育营销专业合作社中选择 80头 18 月龄公犊

牦牛进行补饲试验，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将育肥试

验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自然概况

宝库乡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东北部，距县

府驻地 28 km，地理坐标北纬 36° 55′～37°

32′，东经 100°52′～101°39′，海拔 2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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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犊牦牛补饲育肥增重测定 1）

组别 数量 /头 初始重 /kg 育肥一期末重 /kg 育肥二期末重 /kg 育肥三期末重 /kg 全期总增重 /kg 全期日增重 /g

试验组 60 53.73±2.52 57.81±2.94 68.15±3.46 91.57±4.61 37.84±4.19a 630.7±25.18a

对照组 20 53.62±2.34 56.12±2.51 61.63±2.92 69.14±3.17 15.52±3.94b 258.7±30.16b

表 2 育肥犊牦牛屠宰测定

组别 数量 /头 屠宰前活重 /kg 胴体重 /kg 屠宰率 /%

试验组 5 91.62±2.67 45.07±1.05a 49.19±1.34

对照组 5 69.12±3.25 31.95±1.21b 46.23±1.49

4 622 m，年平均气温 0.6 ℃，降水量 550 mm，日照

时数 2 546 h，无霜期 45～60 d。主要的草地类型

为山地草甸和山地灌丛，草地产草量 3 195 kg/hm2。

1.2 试验材料

1）供试犊牦牛。在大通县旺农牛羊养殖繁育营

销专业合作社选择 80头 2岁公犊牦牛，随机分成 4

组，试验组设 3个重复。

2）补饲精料。育肥牛混合精饲料的主要成分为

玉米 40%、青稞 30%、麸皮 17%、菜籽饼 10%、食盐

1%、预混料 2%。

1.3 驱虫健胃

试验牛在分组前已经按照《动物防疫法》进行

了严格的免疫接种。在正式育肥前 10 d，结合当地

牦牛寄生虫病流行动态，选广谱、安全、高效的驱虫

药物丙硫咪唑片驱虫，3 d后，用中草药制剂“胃肠

活”（其主要成分为陈皮、乌药、大黄、玄明粉等）进

行健胃，每天 200 g，连用 7 d。

1.4 放牧草场的选择

放牧草场单独选择合作社附近的围栏草地进

行强度放牧，草场牧草较茂盛，水源充足。

1.5 饲养管理

试验组牦牛在放牧草场保证 12 h以上采食时

间，归牧后补饲精料，充足饮水。对照组牦牛在放牧

草场保证 12 h以上采食时间，归牧后不补饲，充足

饮水。

1.6 试验测定项目

1）体重测定。试验前测定试验组和对照组牦牛

体重，试验开始后每一个育肥期）各测定一次，共测

定了 4 次，测定体重的时间都选择在早晨空腹测

定。

2）随机抽取试验组、对照组各 5头进行屠宰，

屠宰前 24 h禁食、12 h禁水。

2 结果与分析

在放牧 +补饲条件下进行为期时间为 60 d育

肥增重试验。育肥一期为 10 d，日补饲精料 0.5 kg；

育肥二期为 20 d，日补饲精料 1.0 kg；育肥三期为

30 d，日补饲精料 1.5 kg。经测定，育肥期犊牦牛的

总增重和日增重分别为 37.84 kg和 630.7 g，显著

高于对照组（ ＜0.05），见表 1。同时随机抽取试验

组、对照组各 5头进行屠宰，结果表明，试验组胴体

重 45.07 kg，显著高于对照组（ ＜0.05），见表 2。育

肥犊牦牛增加胴体重 13.12 kg/头，按目前市场价

50元 /kg计算，新增收入 656元 /头。

3 小 结

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试验组犊牦牛的总增重

和日增重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在放牧的基础上补

饲后增重效果明显，值得在高寒牧区推广。犊牦牛

2 年育肥出栏，不必再年复一年地越冬，摆脱了缺

草少料、天寒地冻的冬季，就省略了消耗掉膘减重

的冬季，摆脱了夏活、秋肥、冬瘦、春乏的恶性循环。

可有效地解决草畜矛盾及季节不平衡、对加快高原

畜群周转，提高出栏率和保持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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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列标注不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0.05），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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