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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县位于云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是

贫困的边疆民族自治县。全县总面积 2 200 km2，其中

山区 2 052 km2，占 93.27％，坝区 148 km2，占 6.73％。

总耕地面积 1.964万 hm2，其中水田 0.86万 hm2。境内

河谷、盆地、山地相间分布，气候属北亚热带高原季风

气候，立体气候明显，历年平均温度 15.6 ℃，常年降

雨量 800 mm，非常适合发展畜牧业。全县有 10个乡

镇 83个村委会。1978年巍山县率先开展牛冻精改良

技术工作，由于牛冻精改良技术的开展使巍山县的牛

良种覆盖率明显提高，坝区达到 100％，山区 40％左

右，通过冻精改良推动畜牧业发展。

1 主要措施

1.1 广泛宣传，统一思想，加强培训，形成全民参与

改良工作的意识

利用村干部、村级防疫员、乡镇工作人员大力

宣传牛冻精改良技术，使这项技术家喻户晓。每年

组织牛冻精改良技术人员参加技术交流培训，使他

们的技术不断提高，让农户能够亲眼看到改良成

果。利用各种会议机会宣传培训改良牛的饲养管理

知识，使良种能够得到良法，使养殖户得到实惠。

1.2 加大投入，积极引导，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

起步推广阶段，牛冻精改良技术推广步履维

艰，群众不了解、不理解、不支持牛冻精改良技术推

广。通过筛选确定适合巍山县推广的牛品种，对农

户实行配种免费，产犊补助；对山区改良站点免费

提供冻精和液氮；根据牛存栏及分布情况合理设立

冻精改良站点，方便群众就近配种。对免费配种的

改良站点实行配种补助，每配种 1头给予一定的资

金补助；对改良站点实行产犊补助，每产 1头犊牛

给改良站点一定的资金补助。

1.3 开展异地输精突破山区改良限制

巍山县农户较为分散，存栏牛改良非常困难，

因此大力开展异地输精上门服务，取得了非常好的

效果。冻精由原来的颗粒冻精改为细管冻精以后，

异地输精的受胎率明显提高，被广大农户接受，巍

山县的牛冻精改良技术有了很大突破。

1.4 加强领导，明确责任，切实加大牛冻精改良工

作监管力度

成立由县委、政府分管领导挂帅和有关部门参

与的工作组，对改良站点进行监管。做到事前有计

划、事中有督促、结果有核查。县级工作人员直接挂

钩乡镇，责任到人。每年年底对站点的改良数、产犊

数进行抽查核实。对完成、超额完成年初计划的站

点进行奖励，对有问题的站点进行适当的惩罚，惩

罚不是目的，目的是促进工作。每年年底在全县范

围内进行牛冻精改良工作评比、交流，对于工作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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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站点、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1.5 狠抓关键，综合配套，通过促农增收来巩固牛

冻精改良成果

抓住政策机遇，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各种项目

改善养牛环境，加强配套技术推广。巍山县畜禽品

种改良站先后争取到了“养牛综示区”、“秸秆养

牛”、“肉牛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中央财政支持现

代农业肉牛养殖”、“菜篮子工程”、“良种补贴”等项

目的支持，使巍山县的养牛配套设施大大改善，牛

冻精改良数逐年提高。

1.6 提质增效，突出特色，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畜牧业

巍山县有着传统的养牛历史，而且养牛经验丰

富，水牛养殖是巍山县的一大特色，水牛存栏数量

大，养殖质量好。奶水牛具有明显的特点，可归纳为

四个特性。

1）乳用功能。奶水牛每个泌乳期一般产奶 2 000 kg

左右，干物质 18.44%，乳脂含量 7.94%，蛋白质含量

4.54%，分别为荷斯坦奶牛奶量的 1.4倍、2.5倍和

1.5倍，而且水牛奶中营养物质如氨基酸、钙、铁的

含量十分丰富和平衡，可开发为高档乳制品。

2）耐高温高湿。奶水牛耐高温高湿，不会像荷

斯坦奶牛在夏季产生热应激反应，而降低产奶量。

是国家在南方地区重点培植的新奶源。

3）耐粗饲。水牛对粗纤维消化能力强，对稻草

粗纤维消化率为 79.7%，比黄牛高 15.6个百分点，

是典型的节粮型家畜。

4）抗病性强。奶水牛抗病能力强，结核、乳房

炎、蹄病、代谢病等发病率低，可减少由疫病带来的

风险。正因为奶水牛有这样的特点，才受到巍山县

群众的青睐，水牛的改良进展也非常顺利。奶水牛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引进乳制品加工企业，经过多

年的努力，奶水牛产业已经成为巍山县特色畜牧业

的一个新亮点，成为省内为数不多的水牛奶生产县

之一。农业部、省、州各级领导曾先后来巍山县参观

指导，还被国际水牛奶会议列为观摩点，得到各级

领导、专家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评价。

2 取得的成效

2.1 改良站点遍布每个角落

经过多年的努力，改良站点从 1978年的 1个

站点增加到 55 个，异地输精点 35 个，覆盖巍山县

的每个角落，有能繁母牛的地方就有改良点。

2.2 改良技术队伍不断壮大

每年通过各种方式培训改良技术人员，以老带

新，到 2014年改良技术人员达 150人以上，除了能

够满足县内的需求外还向县外输送牛冻精改良技

术人员。

2.3 良种覆盖面逐年提高

全县累计牛冻精改良技术 294 346头胎，其中

水牛 37 239头胎；改良牛累计产犊 216 770头，其

中产水牛 22 514头。从 1978年到 1995年是起步阶

段，由于受农户传统思想观念等影响，改良牛不被市

场接受，改良数一直徘徊在 1 000头以内，通过畜牧

部门的大力宣传培训及政策的支持，改良数自 1996

年后逐渐上升，到 2003年改良牛数突破万头大关

（16 081头），2004年上 2万，成为云南省牛改良大

县，从此巍山县掀起养牛热潮，牛改良数稳步上升，

到目前在巍山坝区基本上达到改良牛全覆盖。

2.4 特色优势突出

巍山县自 1982 年开始进行水牛改良工作，累

计改良 37 239头胎，累计产犊 22 514 头，每成功

驯化出一头挤奶水牛县政府就给予农户一定的资

金补助，培育出了很多较为优秀的么拉、尼里水牛

的杂交后代，通过挤奶驯化，这些牛平均日产奶量

达到 8 kg，高峰期的最高日产奶量达 22 kg，在全国

都极为少见。如果巍山县的乳制品企业能够开发出

水牛奶尖端产品，奶价有所提高，奶水牛产业应该

可以上一个新台阶。

3 存在的问题

3.1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投入跟不上

巍山县牛冻精改良工作开展得早，很多改良设

施陈旧老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目前县财政困

难无法投入，给改良工作带来很多不便。

3.2 发情鉴定困难

由于巍山县改良起步早，目前农户饲养的牛大

部分都已是高代杂交牛，而且农户的饲养管理水平

还有所欠缺，造成母牛发情不正常，给改良人员的

发情鉴定带来一定困难。

3.3 改良方向难定

巍山县的改良路线是一代用西门塔尔牛冻精，

二、三代用短角牛或西门塔尔牛冻精；水牛一代使

用么拉牛的冻精改良，二、三代使用尼里牛或么拉

牛冻精改良技术，现在市面上都是这些牛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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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代数越来越高，如果继续使用这些牛的冻精，

杂交优势不明显，需要另辟蹊径寻找更优良的品

种，为巍山冻精改良寻找更好的出路。

3.4 疾病防控困难

巍山县有着滇西地区最大的牲畜交易市场，牲

畜流通频繁，既有利也有弊，利是交易方便，弊是疾

病防控困难。

3.5 水牛奶价偏低

巍山县水牛奶价一直维持着几年前每千克 8

元左右的价格，现在各方面的成本大幅度上涨，企

业以没有开发出水牛奶产品为名，不愿提高奶价，

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养殖户的积极性。

威宁县地处云贵高原高寒山区，土地贫瘠，农作

物产量极低，非常适宜人工草地的建植。随着封山育

林、绿化家园等生态建设的不断推进，养殖业面临转

型。贵州半细绵羊喜食牧草，便于批量舍饲或大面积

人工草地饲养，同时随着市场发展及人们消费需求的

不断改变，贵州半细绵羊为肉毛兼用品种，以增重快、

产毛量高、肉质细嫩、味美而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青睐，

市场价位逐年上升，活重由两三年前的 10元 /kg增

长到现在的 28元 /kg，关注贵州半细绵羊养殖场的

建置及生产工艺的人越来越多，市场前景逐年看好。

本文以威宁县灼圃示范牧场饲养的贵州半细绵羊

（考力代绵羊）为例，对贵州半细绵羊养殖场的建置

及生产工艺提出了技术要求，这对推进贵州草地畜

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1 选 址

1.1 地理环境

威宁县灼圃草场属于边远高寒山区，多雨潮

湿，土地贫瘠，适宜牧草生长。场部距县城 54.5 km，

交通便利，四周人户稀少。

1.2 基本条件

水源。草场水源丰富，有露天地下水源 1处，天

然水塘 1处，自建有自来水。

电力。草场电力供应充足有保障。

交通。场部乡村级公路贯通，路况较好，交通便

利。

通讯。移动通讯全覆盖。

1.3 场区合理布局

1）场区与外界。

场区主要以刺铁丝围栏与外界隔离，根据养殖

规模在场部四周设立内六户、外三户、边九户等专

业户。

2）场部功能区。

场部生活区与生产区有一定距离，生产区与粪

污处理区距离较近，建有 1处粪污处理场所，距离

200 m2。

3）圈舍分布。

圈舍分别有母羊舍、羔羊舍、育成羊舍、育肥羊

舍、产羔羊舍及公羊舍（尽量远离母羊舍），每个圈

舍外配有运动场。

2 草地建植

2.1 耙 地

在 5月对选定草地喷洒除草剂 1周后再翻耕。

2.2 播 种

以多年生黑麦草＋白三叶（2∶1的比例）用磷

贵州省半细绵羊养殖场建置及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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