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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高原型牦牛退化的原因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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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高原型牦牛是青海高原牦牛的主要组成部

分,是生活在青藏高原海拔3500m以上的高寒草

甸草原及其毗邻地区的特有畜种,能有效利用高海

拔草场资源,是西部藏区少数民族民众的主要生产、
生活资料。近年来,青海高原型牦牛的数量不断减

少、品种特性逐渐下降、一些优良基因流失严重,导
致其生长性能、繁殖性能、生产性能等多方面受到巨

大影响。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资料,结合青海高原型

牦牛生产现状,分析了青海高原型牦牛退化的原因,
并提出一些建议。

1 原因分析

1.1 地理环境恶劣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常年低温(年均气温

2.3~7.0℃)、缺氧,昼夜温差大,风大且风季长,降
雨少(年均降雨量370~410mm),冷季长(0℃以上

的天气只有140~210d)。草原类型主要有高寒草

甸草原、高寒荒漠草原和高寒草原3种,牧草生长期

仅140d左右。青海高原型牦牛主要分布在高海

拔、低气压、饲草短缺、生态环境极其严酷的高寒草

甸草原地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青海高原型牦牛

常常面临与羊群及其他品种牦牛抢食的问题,营养

匮乏导致其逐渐退化。阎萍等[1]研究发现,环境因

素是制约高原牦牛繁殖性能的关键,气温等因素不

但对牦牛产生直接影响,而且通过天然草场牧草的

生长、营养和能量供应发生季节性变化而间接影响

牦牛的生长、繁殖和生产;另外,地理因素对牦牛的

繁殖性能也有一定影响,如母牦牛的发情季节随海

拔的升高而推迟。

1.2 犊牛营养不良

由于青海高原型牦牛生活条件的独特性,犊牦

牛常常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得足够的初乳或哺乳期哺

乳不足,导致其营养不良,直接造成犊牦牛发育迟

滞、抵抗力差、较易生病等。犊牦牛是牦牛群生产的

基础,其生长发育不良将直接影响日后的生产性能,
使青海高原型牦牛的优势性能逐渐退化。

1.3 饲养管理不当

青海高原型牦牛体型较大,每天的营养需求自

然也大,但青藏高原资源匮乏,加之牧民生活资料短

缺,为其补饲则很难实现。几百年来,牦牛几乎都是

靠天养殖,而且基本上没有饮水设施、窝棚等基础设

施,使青海高原型牦牛的优良基因难以留传下来,导
致逐渐退化。

1.4 改良工作滞后

由于牧民观念陈旧,只顾眼前的利益,缺乏长远

的计划,不注重种群选留、培育,近亲杂交、乱配现象

较为严重,使后代性能不断下降。虽然国家在牦牛

改良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资金扶持,但是由于得不到

牧民的配合,加之没有较好的设备,导致青海高原型

牦牛改良工作受阻、改良进度缓慢、改良效果不好,
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2 建 议

2.1 完善牦牛繁育体系

畜牧业良种建设是当前畜牧业发展的基础,建
立完善的牦牛繁育体系有利于良种的培育、推广和

应用,对牦牛业向优质、高效、持续转变及稳定发展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建议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加强

对青海高原型牦牛的组织领导和协调管理,完善牦

牛繁育体系,建立良种保护基地,壮大青海高原型牦

牛群体规模,提高青海高原型牦牛的群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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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强化牦牛保种工作

罗晓林等[2]通过对青海3种牦牛进行生产性能

测定后发现,高原型公、母牦牛的平均体重分别为

(334.94±64.49)和(196.84±30.30)kg,较其他2
种牦牛要高。建议加大对青海高原型牦牛的保种力

度,不要一味盲目地开发牦牛资源,要有秩序、有目

标地利用青海高原型牦牛品种资源稀缺、生活在高

海拔无污染的青藏高原等特有优势,加大对青海高

原型牦牛的投入,在保持其独特的优良特性的基础

上进一步开发资源。

2.3 加强牦牛杂交改良

据胡宁玺[3]报道,青海大通种牛场通过引入野

牦牛血统对高原牦牛进行改良,并已形成年供1/2
野血种牦牛800头和野血牦牛冻精5万支的生产规

模,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青海牦牛资源开辟了新的

途径。建议进一步加强青海大通种牛场等牦牛研究

单位间的交流合作,用生物标记等技术找出青海高

原型牦牛体内优良的基因,利用提纯复壮、胚胎移植

等先进技术,加强青海高原型牦牛的选育,去劣存

优;同时,引进野血牦牛的杂种优势,最大限度地发

展青海高原型牦牛的优秀基因,使其流传下来。另

外,在科研成果和生产力之间需要搭建一个平台,通
过有力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扶持,形成科学的转化机

制和流通渠道,这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2.4 科学发展牦牛产业

在牧区人口增加、草原不断退化的形势下,既要

保护生态,又要脱贫致富,除了依靠科技,别无选择。
因此,在大力发展高原型牦牛业的基础上,要注意将

自然规律与科学原则相结合,充分考虑草原的载畜

能力,坚持“保护资源、扩大规模、科学利用”,从而加

快牦牛产业的发展。另外,要不断改善青海高原型

牦牛的生活条件,加大对牦牛圈舍等基础设施的投

入,在最短时间内做大做强牦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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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仔猪提早上槽的妙招

仔猪在哺乳期生长发育特别快,随着日龄的不断增长,采食量大大增加,母猪的乳汁逐渐不能满足

其营养需要,如果不及时给仔猪补料,就会导致其生长发育缓慢。只有诱导仔猪提早上槽、提早采食饲

料,才能满足仔猪的营养需要,促进其快速生长。据多年养殖母猪的人士介绍:用黄泥和木炭末做一个

“营养砖”放在栏内,让仔猪自由舔食,即可达到诱导仔猪提早上槽、提早补料的目的。
一般来说,仔猪出生后7~10d开始长牙,这时的仔猪具有好动、喜欢咬墙壁或啃砖头等特点。因

此,为仔猪制造一个“营养砖”,让其自由舔食,可帮助仔猪磨牙,训练仔猪的咀嚼和觅食能力。为调教仔

猪采食饲料,还可在地上撒一些经过炒香的甜香米粉,任仔猪自由抢食;也可以添加一些小白菜、南瓜、
红薯等,引诱仔猪采食。添加的菜类要先少后多、逐日增加;同时,吃剩的菜叶及饲料要及时清除,以防

下痢。
“营养砖”的制法是:黄泥70%、木炭末10%、贝壳粉15%、食盐5%;另外,加硫酸铁2.5g、硫酸铜

1.0g,充分拌匀后,做成泥砖块,晒干。
来源:华夏养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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