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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柳城县的自然资源状况、牛群资源和牛品种改良现状，以及牛品种改良所取得的成效进

行了深入调查、分析、研究，总结了柳城县对牛品种改良一些具体经验与做法，指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

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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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以草食型为

主的畜牧业已成为农村稳定，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的一项支柱产业，特别是养牛业也有了明显的发

展。柳城县在大力发展养牛业的过程中，为了使农

民养牛的良好效益能充分体现出来。通过引进外来

优良种公牛冻精，应用人工授精的手段对本地牛进

行杂交改良，以提高产肉、产奶性能，增加养牛的经

济效益。目前，改良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推

广和应用人工授精技术的实践中，也还存在一些问

题需要解决。

1 基本情况

1）自然资源概况。柳城县地处桂中偏北部，是典

型的农业大县。常年种植甘蔗、水稻，兼种有一部分

玉米、花生、黄豆等。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和全国糖

料蔗生产基地县，年产甘蔗叶（梢）、稻草、玉米秆等

农作物秸秆达 120万 t。境内草山草坡面积大，且自

然野生牧草品种多，鲜嫩茂盛，分布广，覆盖面宽，产

量高；每年人工种草面积达 0.8万 hm2以上，主要品

种有桂牧 1号象草和部分多花黑麦草，可以补充冬

春天然牧草不足的需要。

2）牛群资源及改良现状。柳城县有着丰富的牛

群资源，常年存栏牛 7.9万头，其中水牛存栏 7.5万

头，占总存栏数的 94.94%；能繁母牛 2.79万头，占

整个牛群的 35.39%。但是由于本地牛饲养以放牧为

主，管理粗放，长期处于野交乱配，近亲繁殖，导致

品种退化，体型小，生长慢，生产性能低；农民养牛

的良好效益难以充分体现出来，严重制约了养牛业

的发展。柳城县从 2002年开始，通过引进尼里 /拉

菲、摩拉、德国黄牛、利木赞、西门塔尔等外来著名

种公牛细管冷冻精液，在柳城县广大农村推广和普

及牛人工授精技术来改良本地牛品种。2015年柳城

县 12个乡镇建立有牛人工配种站（点）21个，有能

正常开展工作的配种人员 30人，累计杂交配种本

地母牛 10.8 万头，出生杂交牛犊 4.2 万头，牛品种

改良取得明显的成效。

2 牛品种改良取得的成效

1）杂交牛个体优势明显。杂交牛表现出体格大、

生长发育快、产肉性能高等诸多优势，与本地牛相

比优势非常明显。在同等放养管理条件下，摩本杂

一代水牛和德本杂一代黄牛公、母犊平均初生重分

别达 31.7、32.0 kg和 26.9、24.3 kg；较本地水牛和

本地黄牛公、母犊 24.2、26.3 kg和 21.4、19.6 kg分

别增加 7.5、5.7 kg和 5.5、4.7 kg。1周岁的摩本杂一

代水牛和德本杂一代黄牛公、母平均体重 261.0、

219.0 kg和 281.3、257.3 kg，较同龄本地水牛和本地

黄牛公、母平均体重 140.4、147.5 kg和 176.5、164.7

kg分别增重 121.4、71.5 kg和 104.8、92.6 kg[1-2]。

2）养牛经济效益提高，农民增收明显。随着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牛肉、牛奶的消费需求越来

越大。牛肉平均价格在 80～90元 /kg，养牛发展空

间非常巨大。而一代杂交牛犊初生体重比本地牛犊

提高 20%以上，杂交牛的产肉等方面的生产性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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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本地牛高出很多。目前本地市场，1头 1周岁杂交

水牛市场价格可达 8 000～12 000元 /头，卖价比

本地水牛高出 4 000～6 000元 /头，明显增加了农

民的经济收入。

3）牛品种改良被广大农民接受。引进外来良种

牛冷冻精液，用人工授精技术使本地母牛受胎怀

孕，产下杂交牛犊，农民不用增加投入，只需拉自家

的母牛到配种站（点）或联系输精员上门服务进行

人工冻配即可，没有任何风险，产下杂交牛犊收益

归农民，且比本地牛卖价高出许多，农民认为非常

合算，参与牛品种改良的热情高。牛品种改良已经

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和自觉行动。

4）发展了一批养牛大户。牛品种改良技术在柳

城县经过十余年的推广应用，农民群众看到发展杂

交改良牛潜力巨大。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农民纷纷购

进母牛进行杂交改良，生产杂交牛。目前柳城县建存

栏母牛 10头以上的农户近百户，积极地参与品改。

同时涌现出一批经济能人独资创办规模养牛场，常

年存栏能繁母牛 100头以上。这些养牛场在柳城县

的牛品种改良工作中起到重要的示范带头作用。

3 主要做法和经验

1）健全机构，加强领导。为加强牛品种改良工

作的领导和业务指导，县政府成立了牛品种改良推

广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领导。畜牧业务部门也

相应成立了推广技术小组。确保牛品种改良工作的

顺利实施。

2）抓好宣传发动工作。为增强农民对牛品种改

良的认识，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做到

家喻户晓。利用科技下乡活动、技术培训班进行宣

传；到乡镇、村屯交通要道附近书写永久性宣传标

语如“农村要致富，养牛品改是条路”等朗朗上口的

标语；利用报刊报导宣传和广播电视播放牛品种改

良节目，利用媒体扩大宣传。还通过牛品种改良现

场会来加大宣传力度。组织县、乡镇分管领导、畜牧

技术人员、村委干部及农民代表等到牛品种改良先

进市、县进行实地考察学习牛杂交改良技术及杂交

牛养殖成功经验，使牛的品种改良工作得到各级领

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提高了广大农民群众

的参与积极性。

3）加强技术培训和经验交流。针对牛品种改良

技术推广队伍人员缺乏，技术不成熟，受胎率低，缺

乏管理经验等问题，一方面是通过邀请专家授课、现

场考评、座谈交流等方式提高管理人员和配种员的

技术技能，并派出技术人员参加上级业务部门举办

的高级研修培训班。另一方面加强对农民进行技术

培训。主要教授母牛发情观察方法，熟悉母牛发情特

征和规律等，发现母牛有发情及时向配种员报告，做

到适时配种。通过技术培训和经验交流，管理人员和

配种员的技术技能得到明显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

明显增强，积极配合配种员开展品种改良工作。

4）采用同期发情技术，带动牛品种改良工作的

开展。牛品种改良工作推广初期，选择在母牛集中、

工作基础薄弱村屯的母牛群采用同期发情技术进行

集中催情、集中配种，所生产的杂交牛犊集中，牛品

种改良成果明显，给群众的影响较大，对柳城县牛品

种改良工作的开展起着良好的宣传和带动作用。

5）推行有偿服务，实行配种收费。为激励配种员

积极深入村屯，贴近农民，接近牛群，提高牛人工配

种效果，建立一支扎根农村、服务农民、技术过硬的

职业配种员队伍，对配种站点推行配种有偿服务。实

行配种收费，全部收费归配种员所有，使他们能主动

地去钻研技术，掌握过硬本领，提高人工配种受胎

率，从而提高养牛户对参与牛杂交改良工作的积极

性，也使这项工作逐步成为配种员谋生，甚至发家致

富的职业，促进柳城县牛改工作深入持久的开展。对

牛品种改良工作可起到良性循环的作用。

6）做好监督管理和跟踪服务。由县畜牧部门统

一组织配送种牛冻精，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对各配种

站点使用液氮、冻精、器械设备等牛改物资的情况，

配种员能否按牛人工授精技术操作规程，牛品改工

作制度开展工作，以及对所产下的杂交牛生长发

育，饲养管理状况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和做好各

方面的跟踪服务。通过加强监督管理和跟踪服务，

能有效防止物资的浪费，提高工作效率。

4 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够，工作推广面小。部分领导干部和

农民群众对牛品种改良工作重要性认识不够。一些

领导干部未能充分认识品种改良在促进畜牧业发

展进而推进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没有把良

种推广与普及放在应有的位置。表现在口头上、材

料上讲的多，而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的少，出现工

作上不支持或支持不力。部分农民的思想观念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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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转变，有的杂交牛带白额或白尾，农民认为是“带

孝牛”，对户主不祥的迷信思想，仍对牛品改持旁观

态度。工作推进面小。

2）经费投入不足，基础薄弱。政府部门虽然不

断加大对畜牧业发展的投入力度，但对于牛品种改

良的发展要求仍显得不足。经费的不足导致配种站

点相关设施、设备匮乏，影响正常的技术宣传、培

训。存在配种站点少、基础设施落后、技术人员缺乏

等问题，影响牛品种改良工作的有效推进。

3）牛人工配种整体受胎率不高。柳城县牛人工

配种情期平均受胎率水牛仅为 40%，黄牛 70%左

右。牛人工配种技术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部分

配种员责任心不强，能力达不到要求，还存在对母

牛发情鉴定不准确，配种时机掌握不好，输精技术

操作不规范等。技术人员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有待

进一步增强和提高。

4）外缘杂交母牛留养数量少。柳城县牛品种改

良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生产了一定数量的

外缘杂交牛。然而绝大一部分的农民养牛户，他们

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忽略了将外缘杂交母牛留养作

为种母牛，再次进级杂交而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

这样就导致留养外缘杂交母牛数量减少，进而致使

牛品改所获得的一代、二代作为种群的流失，最终

影响到牛品种改良工作的顺利实施以及牛品种改

良效益的有效提升。

5）养牛技术落后，综合效益低。柳城县养牛生

产还处于传统养殖阶段，管理粗放，母牛营养不良

和发生繁殖疾病，直接影响母牛的繁殖能力。杂交

牛也未能采用良种良法，饲料单一，营养跟不上生

长需求，生长发育慢，杂交改良优势没有得到充分

体现，导致出现“生下像朵花，长大不如妈”的现象。

杂交改良综合效益不明显。

5 对策与建议

1）加强领导，落实资金。牛品种改良周期长、技

术性强、见效慢，而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又相对较

高，各级政府应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长期的任务

坚持不懈地抓，持之以恒地抓，要将牛改工作列上

议事日程，把牛品种改良工作专项推广经费纳入政

府财政预算，纳入目标管理责任制。

2）建立健全牛品种改良服务网络。加强牛品种

改良队伍建设，鼓励畜牧兽医大中专毕业生和农村

有志青年从事牛品种改良技术服务工作，配足县、

乡、村技术人员，保障牛品种改良工作，做到县、乡、

村层层有人管，级级有人抓。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

规章制度，完善奖励机制，进一步提升牛品种改良

工作服务质量。

3）狠抓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及农民培训。对领

导干部进行培训，使其充分认识到牛品种改良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抓好牛品种改良的组织工作。

对技术人员培训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技术员的理

论水平、技术操作能力和牛的受胎率，要加快牛品

种改良进度，必须要有技术过硬、认真负责的技术

队伍。对农民进行培训，让其认识到牛品种改良的

优势及其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自觉

参与牛品种改良的极积性。

4）推广养牛综合配套技术，提高经济效益。农

村养牛还普遍存在重改良、轻饲养的现象。就摩本

杂一代水牛而言，摩杂一代水牛犊初生重比本地水

牛提高 20%以上。但一当断奶后，饲养管理跟不上，

随着月龄的增加，生长速度快的杂交优势明显减

弱。据研究，杂交牛在 18月龄之前生长发育较快，

尤其是 6～12月龄最快，饲料转化率最高。因此，应

充分发挥杂交牛 6～18月龄生长最快，饲料转化率

最高的杂交优势[3]。在杂交牛断奶后，采取架子牛强

度育肥，种草养牛等技术，使养牛生产实现良种良

法相配套，进一步提高养牛的经济效益。

5）走养牛产业化道路，促进牛品种改良工作。

在抓好养牛企业、养牛大户的发展，成立养牛合作

社，促进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基础上，各级

政府要从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鼓励发展龙头企

业，实行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走产加销一

条龙、牧工商一体化之路，提高养牛效益，推动柳城

县牛品种改良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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