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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省新平县肉牛冻精改良始于 20世纪 70年代末，经过近 40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但仍

然存在输精受胎率不高、改良技术不配套、改良效率不显著等问题，应从建立冻精改良长效机制，科学规划、合理

布局冻精改良网点建设，制定符合山区实际的冻改办法，主攻输精受胎率，冻改与现代肉牛养殖技术综合配套等

方面加以提高肉牛冻精改良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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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平县的基本慨况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中部偏西南，玉

溪西南方，地处哀牢山中段东麓，主河流元江自西

向东南斜贯新平全境，将县境分为东西两片，形成

“两山对峙、一水中分”的地貌景观，形成一山分四

季、四季不同天的垂直立体气候分布带。全县总面

积 4 223 km2，其中山区面积 4 139 km2，占全县土

地面积的 98%。全县总人口 273 611人，有彝、傣等

少数民族 6个，少数民族人口 196 643人，占总人

口的 71.8%。境内生物资源丰富多样。全县共有林地

面积 23.53 hm2，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55.8%。森林覆

盖率 60.8%。2015 年全县实现畜牧业现价总产值

12.82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31.9%。

2 新平县牛冻精改良的历史回顾

新平县牛冻精改良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第一

次尝试开展，以摩拉牛改良本土水牛，在平甸乡、新

化乡和漠沙农场 3个站点实施。漠沙农场开展效果

相对较好，输精配种 80 余头，产出 40 余头摩本杂

交牛，其他 2个站点改良效果不理想。由于当时交

通、资金困难和受配率、受胎率低等原因冻改业务

就终止了。

1995年，新平县被立为省市商品牛羊基地县，

第二次牛冻精改良开展起来，用良种肉牛冻精改良

本土黄牛，来提高本地黄牛产肉率、商品率。当年在

平甸乡的亚尼村、新化乡的鲁一尼村设两个配种网

点，第 2年增设漠沙农场网点。先后开展 3年的时

间，3个网点累计输精配种 200多头，产出 172头杂

交犊牛，产犊成活率 95%，情期受胎率 60%。主推品

种是西门塔尔牛、短角牛。改良虽然取得一定的业

绩，但由于业务经费短缺、人员变动等原因冻改业

务再次终止。

2009年新平县的肉牛冻精改良第 3次开展起

来，一直持续到现在。

3 新平县冻精改良现状

1）有较好的肉牛发展基础条件。新平县大牲畜存

栏 91 127头，出栏 30 455头，其中水牛存栏 64 560

头，黄牛存栏 18 432头。根据 1986年草地资源普

查，全县共有可利用草场资源 5.49 万 hm2，其中疏

林草场 4.27万 hm2，山地草丛草场 0.9万 hm2，山林

灌木丛草场 0.23万 hm2，山地林间草场 0.09万 hm2；

农隙地草场 1.47万 hm2。新平有丰富的农作物副产

物饲草资源，热坝河谷区有大量的甘蔗叶稍、香蕉

叶秆，农耕区有丰富的玉米秸秆、小麦秸秆、稻草，

可转化为 15.36万个绵羊单位。河谷热坝丰富光热

资源为种草养牛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

2）现代肉牛养殖需要冻精改良。新平热坝地区

在 20世纪 90年代末在种草养牛、异地育肥方面做

了积极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在饲养探索中，杂交肉

牛能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然而，新平肉牛犊主要依

管理前沿88· ·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6期

靠大理巍山、曲靖等外地调供。

随着肉牛养殖向现代畜牧业推进，本土黄牛兼

用型品种、个体小、产肉率低、生长慢，不符合现代

肉牛生产的要求，专一肉用型品种牛才能满足现代

肉牛养殖的需要。通过品种改良技术手段，改良本

土牛向肉用型生产性能转变是科学方法。引进良种

公牛开展本交，种公牛难适应当地环境和饲养成本

高不宜大力推广，改良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就是冻

精改良。

3）冻改工作开展有一定基础。2009年，新平肉

牛冻精改良工作又一次开展起来，设有一个县级液

氮中转站，9个配种输精网点。即扬武镇七公里、水

塘镇兽医站、老厂乡转马都村委会、下里得组 4 个

冻精改良网点。2014年新增设平甸乡晟林牛场、丫

口组，水塘镇路南、现刀组，老厂乡克脚组 5个冻改

输精网点。2014年，完成冻精改良 2 297头，其中黄

牛 1 902头，水牛 395头，受胎率 78%、总受胎率达

92%，产犊牛 1 550头，犊牛平均初生重 27.2 kg，比

本地黄牛均提高 22%，6月龄平均体重 115 kg。比

本土黄牛均提高 38.5%。

4）输精员队伍不断壮大。新平县拥有一支技术

成熟的冻改队伍。冻改技术指导组，成员 4人，大专

学历、中级职称以上，都是从事品种改良工作多年

的畜牧技术员。全县培养输精员 22人，在岗操作 18

人，聘请冻改专家到新平开展技术培训 2期，共培

训 42人次，送到外地跟班学习 4期，16人次，现在

每个学员技术过硬，熟练输精配种。

5）山区开展冻精改良有一定经验积累。根据山

区的实际情况，总结两次开展冻精改良经验，摸索

出一套符合山区冻精改良的路子。一是冻改业务的

开展，必须建立在领导重视，有项目、有方案、有经

费保障的基础上；二是冻改工作一切从山区的实际

出发；三是冻改工作中特别重视输精员的主导作

用。四是因地制宜布置输精配种网点，不片面追求

受配率盲目布点，发展一个巩固一个；五是狠抓输

精受胎率，不盲目追求配种窝数。

4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山区开展冻精改良工作难度大。新平牛羊相

对集中饲养在边远少数民族山区，牛群分散，山高

路远、交通不便，以家庭为单位群体野外放牧。冻精

改良工作开展难度大，人力、运输、资金运作成本

高。上门到户的输精方式，增加输精员交通、劳务成

本，难以掌控最佳输精时间；同时，给液氮添加、技

术指导工作带来更多的困难。

2）思想观念保守，饲养方式相对落后。少数民

族山区，观念保守，冻改无疑是与传统观念挑战。需

要突破很大的阻力，做大量的思想动员工作。民族

兄弟不见小牛不相信，推广工作需要漫长的过程。

野外放牧、自然繁殖的养殖方式，给冻改工作增加

更大的难度。

3）冻改工作开展缺乏长效机制。新平县冻精改

良的业务开展断断续续、一波三折，随项目开展而

启动，随部门领导认识变化而变化，一哄而上一哄

而下，有经费就干没项目就停工，工作开展缺乏连

续性和持续性。

4）输精受胎率不高。影响受胎率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山区的客观因素造成受胎率水平普遍偏低。

野外放牧，不利于母牛发情观察，发情鉴定不准确；

山高路远，延长了精液稀释到输精的时间，降低精

液的活力，难以掌控最佳输精时间；自然放牧，牛的

体膘随草场季节变化而变化，生理性发情排卵不规

律，难以配种受孕。

5）冻改技术不配套，改良效果不显著。追求冻

改业绩，忽视综合配套技术推广。特别是山区自然

放牧村寨，“犊牛刚出生时像它爹，随后像它妈，长

大后什么都不像”，冻改的开展与饲养技术不配套，

杂交优势不显著，改良业绩不突出。

5 对策与措施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建立冻精改良长效机

制。肉牛品种在现代养牛业中占有决定性的作用，

冻精改良是现代肉牛养殖业中一项重要技术措施，

科技贡献率达 30%～45%。冻改科技含量高、成果

转化慢、工作难度大。必须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一是

领导重视、组织得力，成立冻精改良领导小组和业

务技术指导组。二是制定项目实施方案，有目标、有

措施、有经费保障。三是确立品种改良技术路线，建

立近期、中长期发展规划。四是保障冻精改良技术

推广的持续性和连续性。

2）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冻精改良网点建设。以

《新平县十三五畜牧发展规划纲要》牛羊区域布局

为指导，参照《云南省冻精改良项目建设》的要求，

结合当地经济、资源、养殖现状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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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精改良网点。牛羊饲养相对集中，交通方便，群众

科技意识好的地方优先开展。制定品种改良技术路

线，建立配种登记制度。热坝河谷地区主推婆罗门

牛、西门塔尔牛品种；半山区、农区主推西门塔尔

牛、断角牛品种。从肉牛产业布局来分，山区以生产

发展为主，测重饲养能繁母牛，生产商品牛犊，为热

坝地区提供育肥肉牛来源。同时，通过冻精改良，逐

级改良本地品种，提高其产肉性能；河谷坝区以饲

养育肥为主，适当引进二代杂或二元杂母本开展多

元杂交。在开展黄牛改良的同时兼顾水牛改良。

3）制定符合山区实际的冻改办法。山区不能照

搬平坝地区冻改的常规做法，推行一套符合山区实

际情况的办法。一是把输精网点直接建在牛群集中

的饲养地（村组寨子）。二是就地培养当地的村兽医

或养牛大户为输精员。三是由定点输精变为上门服

务异地输精。四是输精人员的薪酬实行以奖代补的

绩效工资，考核的主要依据是冻精改良产犊数。五

是建立冻精改良三级网络，县级设中转站，负责冻

良工作的业务考核、技术指导、液氮运输服务；乡镇

兽医站设冻改点，负责母牛的输精、冻精改良网点

的维护；村寨或养牛大户设输精网点，负责辖区内

能繁母牛的输精配种。六是输精员在网点内不得收

取任何费用。冻改初期不但不收服务费，反而发放

犊牛补饲奖励金。

4）主攻输精受胎率。受胎率是冻改的生命线，

受胎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冻改的推广工作，配种后

产出多少牛犊是群众评价冻改工作的直接依据。因

此，受胎率是考核冻改工作的主要技术指标。围绕

输精受胎率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努力提高输

精员业务技术水平，熟练掌握输精技能。二是大力

做好农户、饲养员的技术培训，普及冻改常识，鉴别

母牛发情要点。三是输精员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

任感，做到农户随叫随到，不弃配不漏配，真正做到

适时输精。四是输精员、农户、母牛三者密切“配

合”，农户为输精员及时提供母牛发情准确信息，输

精员为母牛做到适时输精。五是学习冻精改良新技

术，总结山区冻改经验，如远距离输精采用低温解

冻冻精技术，长间隔二次输精法等。

5）冻改与现代肉牛养殖技术综合配套。现代肉

牛养殖，良种需要良法，优良的品种需要在科学的

饲喂条件下才能转化成改良成果。冻改与综合配套

技术同时应用，积极推广犊牛早期补料技术，促进

犊牛生长发育，提高犊牛的育成率；犊牛早期补草

断奶技术，促进母牛早期发情，提高养殖综合效益；

杂交犊牛快速育肥技术，促进改良成果的转化。与

之相配套的青贮、氨化、微贮饲料的开发，矿物、含

氮物添加剂的应用，疫病防控、驱虫等配套技术应

用。

6）建立健全冻改技术队伍。建立一支稳定的冻

改专业技术队伍。一是建立专人负责制。县级确定

专人负责，主抓冻精改良，不得随意变动工作岗位

和兼职，对全县冻精改良网点业务提供技术指导。

乡镇兽医站指定专人来抓，负责本辖区冻改网点的

维护及任务指标的完成。二是培养一支业务精干的

输精队伍。采用集中学习理论知识，一对一带徒弟

跟班学的方式练习操作技能，人人掌握冻精业务，

熟练操作输精技能。三是建立奖励机制。冻改技术

人员在晋职评优方面优先，保障输精人员劳动报酬

的足额发放。

7）冻改与推进养殖方式的转变相结合。传统的

养殖方式，不符合现代肉牛业发展需要，更不适应

冻改推广工作的开展。在开展冻改的同时，积极推

进现代肉牛养殖方式的转变，大力提倡舍饲关养、

种草养畜、异地育肥。新平肉牛养殖提倡两种饲养

方式两条腿走路，即热坝农区提倡舍饲关养，开展

人工种植牧草饲喂育肥；牧场优越的山区提倡自然

放牧 +补饲，侧重饲养本土母牛繁殖生产。

8）鼓励和支持民营冻改点建设。肉牛规模养殖

场和养牛大户是现代肉牛发展的主力军，是冻改技

术应用的主体和获益者，他们有较大的需求，同时

也具备建点的条件，鼓励和支持养牛场自主创办民

营冻改站点，在满足自场业务需要同时服务周边的

养牛户。推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部门支持、自我

发展、服务群众的推广模式。主管部门在建站点时

给予人员技术培训、液氮罐、输精器械购置的帮助。

如新平晟林肉牛养殖场冻改网点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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