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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敖门达来，男，蒙古族，１９６５年生于赤峰
市翁牛特旗那什罕苏木。现任赤峰市农牧科
学研究院畜牧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赤峰市
养牛专家。１９８７年毕业于内蒙古农牧学院畜
牧系（现内蒙古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获
农学学士学位。具有二十多年的养牛科学研
究和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经验，在“６００万只繁
育及千万只高产蛋鸡服务模式推广”和“赤峰

地区良种猪产业化开发及服务模式推广”工作中成绩突出荣获内
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丰收一等奖２项，《提高幼龄商品肉牛产肉力
的研究》课题荣获赤峰市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秸秆育肥牛配套
技术推广》荣获赤峰市科技成果奖。出版了《奶牛实用繁殖技
术》、《鸡高效益养殖技术》、《猪病治疗方》、《大蒜栽培技术》等四
部图书，其中两部分别荣获中国西部地区优秀科技图书二等、三
等奖；获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一等、三等奖各１项，赤
峰市人民政府嘉奖２次。赤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日新农
村》节目的《最受欢迎的在线专家》。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上发表
论文７０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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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我区农牧业的快速发展和“十二五”规划的制定，市委市
政府进一步明确了深入实施生态立市、工业强市、科教兴市的战
略，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大总量，优化结构，加快推
进新型工业化、农牧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思想，并针
对赤峰市农牧业发展现状提出重点发展肉、乳、菜、草的战略举
措，这必将极大地推动全市农牧业的发展。

近年来，赤峰市的肉牛、奶牛饲养业由于政策支持、工作到
位，饲养规模一直呈上升趋势，全市肉牛、奶牛的品种改良、饲养
管理方式、疾病防治措施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存栏
数量、出栏数量的大幅增加，在肉牛、奶牛饲养业发展中相继出现
了高产肉牛和高产奶牛存栏比例低，农牧民对肉牛、奶牛的品种
改良、遗传育种、生长发育特性的认识不足；肉牛、奶牛饲养管理
方式落后、饲草料品种单一 、饲草料搭配利用率低、疾病防治及技
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为尽快改变这种局面，帮助广
大养殖户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促进肉牛、奶牛饲
养业的健康发展，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院畜牧研究所的养牛专家
敖门达来研究员，根据长期从事肉牛、奶牛的科学研究、科技成果
推广等工作，并结合国内外先进饲养管理技术，编写了这本《现代
养牛实用技术》。

从“九五”期间开始，他进行了《提高幼龄商品肉牛产肉力的
研究》、《赤峰市优质肉牛饲养管理技术规程》、《赤峰市奶牛饲养
现状及管理水平的调查》、《提高奶牛繁殖率和产奶性能的研究》
等项科研课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适
合赤峰地区肉牛、奶牛产业实际的科学的品种选择、饲草料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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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饲养经营管理、疾病防治技术。
他主编的《现代养牛实用技术》本着“通俗、易懂、实用”的原

则，旨在将一系列先进的饲养管理技术普及到广大农牧民养殖户
当中，亦可作为乡镇苏木畜牧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为新时期
赤峰地区乃至内蒙古自治区的肉牛、奶牛业的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和产业化进程的加快提供技术指导，为广大养殖户解决生产实践
中的实际困难，提高养殖效益，致富达小康，将会起到很大的帮助
作用。

赤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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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肉牛饲养管理技术

第一节 我国肉牛业生产的发展趋势

一、我国肉牛业概况

我国的养牛业长期以来以役用为主，牛的出栏率极低，

１９５０～１９８９年的４０年间平均出栏率大致为６％～７％。为了加
快养牛业的发展，１９７９年农业部先后在２２个省、自治区建立了

１４４个商品牛生产县，同时开始引进国外优良品种，建立了一批冷
冻精液站，进行杂交改良，使养牛业从役用向肉用和乳用方向发
展。１９９２年国家开始明确提出改变养牛业发展的战略，从以发展
牧区养牛业为主转向发展农区养牛业为主的地区战略，大力推广
秸秆氨化技术、青贮饲料技术。

二、肉牛的品种与分布

我国的肉牛品种很多，大致可分为地方品种、培育品种和引
进品种三个系列。地方良种有蒙古牛、秦川牛、南阳牛、鲁西牛、
延边牛、晋南牛等，培育成功的品种有三河牛、草原红牛，主要引
入品种有短角牛、海福特牛、安格斯牛、夏洛莱牛、利木赞牛、西门
塔尔牛等。目前，大部分地区饲养的肉牛品种主要是地方品种或
当地品种与引进品种和国内良种的杂交种。

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的肉牛养殖以农区为主，农区的肉牛
存栏量占７２．６％，牧区仅占２７．４％。从地区来看，肉牛主要集中
四大牧区（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和中原农区，其中牧区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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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量的７７．４％，中原地区占２２．６％。
我国的肉牛生产比较薄弱，目前国内主要的菜牛来源是淘汰

牛（淘汰役牛、奶牛和母牛）和一部分育肥牛。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

８０年代我国菜牛的年收购量大致维持在１２０万～１７０万头的水
平上。进入９０年代以后，菜牛的年出栏量开始迅速上升，目前已
接近２０００万头。据１９９２年测算，我国的肉牛出栏率为１７．５％，
出栏的菜牛中，淘汰牛和肉牛约各占五成。

三、牛肉生产及消费量

１９９３年，我国牛肉生产的十大省份主要是山东（占全国牛肉
产量的１６．８％）、河南（１４％）、河北（８％）、安徽（６％）、四川（５％）、
辽宁（５％）、黑龙江（５％）、内蒙古（５％）、新疆（４％）和吉林
（３．６％），可见，我国的肉牛生产主要是依靠农区，而不是牧区。

１９９３年四大牧区的牛肉产量仅占全国产量的１３％，而中原肉牛
带的牛肉产量占全国的５０％，东三省占１３％。

我国除了少数牧区和特定民族之外，肉类的消费一直是以猪
肉为主，其次是禽肉，牛羊肉的消费比重很小。但随着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牛肉的消费量在逐渐增加，我国人均
牛肉消费量已从１９８０年的０．３千克，增加到１９９３年的２千克。
同时，牛肉消费在肉类消费中的比重也在增加，１９８０年牛肉在消
费者的肉类消费中仅占２．４５％，１９９３年上升到６．０８％。

由于牛肉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重要意义和养牛业带
来的综合经济效益，我国在畜牧业发展战略中已经把养牛业置于
重要地位。

第二节 肉牛品种介绍

一、肉牛品种

１．夏洛莱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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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莱牛原产于法国，是著名的大型牛品种之一。该牛全身
为乳白色或灰白色，体型大，体质结实，骨骼粗壮，体躯呈圆筒形，
全身肌肉发达。头大小适中，且短而宽，颈短多肉，体躯长，胸宽
深，背腰宽厚，尻部平、宽而长，臀部肌肉圆厚丰满。

夏洛莱牛犊牛初生重大，公犊４６ｋｇ，母犊４２ｋｇ，增重速度快，
断奶重 ２７０～３４０ｋｇ，周岁牛体重 ５００ｋｇ 以上，最高日增重

１．８８ｋｇ。成年公牛体重１２００ｋｇ，母牛８００ｋｇ；大腿长而宽，肌肉向
后突出。常见“双肌牛”，腰部略凹陷。屠宰率６０％～７０％。胴体
脂肪少、肌肉多，肉质细嫩。

夏洛莱牛以体型大、增重快、饲料报酬高、能生产大量含脂少
的优质肉而驰名。但繁殖率较低，在法国为８５％～９０％，难产率
高，约１３．７％。

２．海福特牛
海福特牛产于英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小型早熟品种，现

分布在世界许多国家。海福特牛体躯宽深，前胸发达，全身肌肉
丰满、头短、额宽、颈粗短。颈垂及前后躯干发达，背腰平直而宽
广，肋骨开张，四肢端正而短，躯干呈圆筒形，具有典型肉用牛的
长方形体型，被毛除头、颈、腋下、四肢下部和尾端为白色外，全身
均为棕红色，皮肤为橙红色。

海福特牛犊牛初生重，公犊３４ｋｇ，母犊３２ｋｇ，１２月龄时体重
达４００ｋｇ左右，平均日增重１．０ｋｇ以上。成年公牛体重为１０００～
１１００ｋｇ，母牛为６００～７５０ｋｇ。出生后４００天屠宰时，屠宰率

６０％～６５％，净肉率达５７％。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肌纤维间沉淀
有脂肪，肉呈大理石状。

海福特牛具有体质强壮、较耐粗饲、适于放牧、产肉率高等特
点，我国某些地区已用来改良本地黄牛，取得初步成效。

３．安格斯牛
安格斯牛产于英国，是早熟的中小型肉牛品种。安格斯牛无

角，全身被毛黑色，故称“无角黑牛”。体躯深、圆，腿短，颈短，腰
和尻部丰满，有良好的肉用体形。大腿肌肉延伸到飞节，皮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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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且有弹性。
犊牛初生重３２ｋｇ，生长发育快，早熟，易育肥，周岁体重可达

４００ｋｇ。成年公牛体重为７００～７５０ｋｇ，有的可达９５０ｋｇ；母牛为

５００ｋｇ，有的可达６００ｋｇ。屠宰率６０％～６５％。
安格斯牛体质结实，抗病力强，无皮肤病，适应性强，繁殖力

强，母牛到１７～１８岁尚可产犊，且极少难产，遗传性稳定，改良肉
质效果显著。可以作为经济杂交的父本，山区黄牛的主要改良
者。

二、乳肉兼用品种

１．西门塔尔牛
西门塔尔牛产于阿尔卑斯山山区，是大型的乳、肉、役三用品

种。具有良好的肉用性能，肉质好，胴体瘦肉多。屠宰率为

５５％～６０％，经育肥的公牛屠宰率可达６５％。

２．丹麦红牛
丹麦红牛是丹麦主要的乳肉兼用品种，全身被毛紫红色，鼻

镜、眼圈多黑灰色。适应性好，能抗热耐寒，体型中等，公牛体重
为１０５０ｋｇ，母牛６７５ｋｇ。

３．短角牛
短角牛产于英国，是经杂交改良育成的古老品种。该品种牛

头宽短，背腰宽直，胸呈圆筒形状，乳房大小适中，尻部宽平、方，
四肢短，毛色以红色为主，性温顺，耐粗饲。成年公牛体重为

１０００ｋｇ，母牛７００ｋｇ。屠宰率６５．７％。

４．三河牛
三河牛是我国培育的第一个乳肉兼用品种，原产于内蒙古呼

伦贝尔草原。未经育肥的阉牛，在一般饲养条件下，屠宰率可达

５０％～５５％，净肉率为４４％～４８％，肉质良好，净肉率高，毛色以
红（黄）白花占绝大多数。三河牛体躯高大，成年公母牛平均体
高、体重分别为１５６．８ｃｍ、１３１．３ｃｍ及１０５０ｋｇ、５４７．９ｋｇ。

５．中国草原红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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