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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2005]35号）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8]8

号）精神，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水平，加强固

原市农业学校“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项目建设，推进中等职业教育

教学发展，结合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任务教学方法而开发编写本教材。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开发教材是以企业生产工作过程为载体，在牛、羊生产课程改

革实施的过程中，与校外联合办学紧密、有行业影响力的基地共同研究课改方案。根据教材对

应的课程标准—分析生产企业技术发展要求（实际工作）—整合教学内容（任务）—序化能力

和知识点—分析影响教与学的相关因素（学习反馈）。每个学习情境都有课堂设计、任务咨询、

学习任务、任务计划、决策实施、评价反馈等内容，使教材结构更加新颖。

牛、羊生产是中等职业教育畜牧兽医类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也是一门应用性、操作性很

强的生产课。本教材通过以牛、羊生产过程为主线，将相关知识和技能相融合进行教学，突出

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强调以职业岗位能力培养为核心，充分体现中等职业教

育的应用性、实践性、综合性和先进性原则。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查阅了大量资料，吸收了一些能够引导我国未来牛、羊生产发展方

向和能尽快提高牛生产水平的新技术，如用 TMR技术饲养奶牛等技术，这也体现了教材的

实用性和先进性。

本教材共分 7个学习情境，主要内容包括牛生产筹划、牛的繁殖、犊牛饲养管理、育成牛

饲养管理、成年奶牛饲养管理、肉用牛饲养管理、羊的饲养管理。共设计 28个真实工作中的典

型任务，并整合、序化到 7个学习情境中，以完成工作任务为目标，使学生在实际工作情境下

进行学习。

本教材图文并茂，教学目标明确，内容丰富，注重实际操作。在完成任务学习中培养学生

方法能力、专业能力、社会能力，做到“教、学、做”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激发学生的兴趣与

思维，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享受成功的喜悦，增强自信心。通过学习，学生可具备

组织牛、羊生产和经营管理能力。

本教材为牛、羊生产课程任务教学法参考用书及技能型人才培养，适用于中等职业教育

畜牧兽医类及相关专业使用，也可作为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参考书和牛、羊生产经营者指导用书。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13年 3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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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设 计

学习情境 1
布置任务

学习目标

1.了解牛生产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2.熟悉牛场选址和建设要求、牛场设施和设备功能；
3.掌握地方常用品种的经济类型、外貌特征、生长发育情况和基本具备的生产性能；
4.能够依据牛群周转计划制订牛饲料供应计划；
5.培养学生自主搜集相关知识、开展实地调研的能力，为培养组织和筹划牛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学习任务

1.建设牛场；
2.选用牛品种；
3.制订牛场饲料供应计划。

学时分配

参考资料

张登辉. 畜禽生产.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王恬，陈桂银. 畜禽生产.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李明. 牛羊生产.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闫明伟. 牛羊生产.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覃国森，丁洪涛. 养牛与牛病防治.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宋连喜. 牛生产.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闫明伟. 奶牛规模化生产.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赵亮. 牛饲养管理与疾病防治. 哈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4
孟庆翔译. 奶牛营养需要.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
牛生产国家精品课网：http://133.0.240.9:8080
北京奶牛中心信息网：http://www.bdcc.com.cn/
中国畜牧业协会：http://www.caaa.org.cn/

对学生

要求

1.能根据学习任务、咨询导引，查阅相关资料，在课前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任务咨询问题。
2.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学习任务，充分体现团队合作精神。

牛生产筹划 学时 16

咨询 2学时 计划 1学时 决策 1学时 实施 8学时 考核 2学时 评价 2学时

学习情境 1 牛生产筹划

学习情境 1 牛生产筹划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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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生产

任 务 咨 询

学习情境 1 牛生产筹划

咨询方式 通过咨询导引，观看视频，到本课程的精品课网站、图书馆查询，向指导教师咨询。

咨询问题

1.牛生产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2.牛场选址与建设具体有哪些要求？
3.牛场设施与设备具体有哪些？
4.牛场运动场有哪些要求？
5.建设挤奶厅有哪些要求？
6.牛场环保有哪些要求？
7.我国集中饲养牛数量较多的省市有哪些？都养哪些品种？
8.当地养牛生产中主要饲养什么品种的奶牛和肉牛？
9.怎样依据牛群周转计划来制订牛场饲料生产供应计划？

咨询导引

咨询问题可参照以下资料进行：

张登辉. 畜禽生产.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王恬，陈桂银. 畜禽生产.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李明. 牛羊生产.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闫明伟. 牛羊生产.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宋连喜. 牛生产.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
覃国森，丁洪涛. 养牛与牛病防治.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闫明伟. 奶牛规模化生产.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赵亮. 牛饲养管理与疾病防治. 哈尔滨：哈尔滨地图出版社，2004
牛生产国家精品课网：http://133.0.240.9: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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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牛卧床

学 习 任 务

学习任务 1 建设牛场

1. 遵守法律、法规
（1）养殖场（小区）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不得位于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禁养区。

（2）养殖场（小区）要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卫生防疫合格证》。
（3）配套的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辆要有《生鲜乳收购许可证》和《生鲜乳准运证明》。
2. 选址与建设
（1）选址 距村镇工厂 1000m以上，远离主要交通道路 500m以上，远离噪声区，远离屠

宰、加工和工矿企业，特别是化工类企业；地势高燥，背风向阳，通风良好，给、排水方便。

（2）基础设施 水源稳定，有贮存、净化设施，水质符合 GB5749规定；电力供应方便；通
信讯设施良好；交通便利，有硬化路面直通到场；饲料饲草资源丰富。

（3）场区布局 场区与外环境隔离，分为生活和管理区、生产区、辅助生产区、病畜隔离

区、粪污处理区等部分，布局合理。

生活和管理区与生产区严格分开，距离 50m 以上，卫生环境良好，防止人畜共患疫病
传播。

生产区是防疫重地，人员和车辆入口处设有消毒池和防疫设施，建在生活和管理区的下

方向位置，犊牛舍、育成牛舍、米乳牛舍、干奶牛舍、产房及隔离舍分布清楚。

辅助生产区包括兽医室、人工授精准备室、草料库、青贮窖、饲料加工车间，有防鼠、防火

设施。

病畜隔离区便于隔离，有单独通道，便于消毒，便于污物处理。

粪污处理区设在生产区下方向，地势低处，与生产区保持 300m卫生距离。
（4）净道与污道 净道和污道要分开，尽可能减少交叉。

3. 设施与设备
（1）牛舍 牛舍以南向配置，便于冬季采光，分布合理，既不浪费土地，又方便生产；牛舍

内冬季温度保持在 5益以上，夏季高温时保持在
27益以下；牛舍墙壁和屋顶坚固结实、抗震，防水、
防火，保温、隔热，抵抗雨雪、强风，舍内通风良好；

舍内牛床、隔栏、饮水设备、饲喂通道等设施建筑

参数与饲养方式和数量相符合；牛舍建筑面积参

数不低于 6m2/头。图 1-1为牛卧床。
（2）运动场 成年牛建筑面积参数不低于 20m2/

头、育成牛和初孕牛不低于 15m2/头、犊牛不低于
8m2/头，地面有利于肢蹄健康和排水。四周设围栏，
围栏高度便于粗料补饲。场内设有与饲养数量相

学习情境 1 牛生产筹划 003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牛羊生产

图 1-2 挤奶厅机械挤奶

适应的饮水设施和遮阳棚。

（3）挤奶厅 有与奶牛存栏量相配套的挤奶机械；在挤奶台旁设有机房、牛奶制冷间、热

水供应系统、更衣室、卫生间及办公室等。

挤奶厅面积以存栏奶牛数计，每头牛平均占地面积为不低于 0.3m2，供排水、洗涤、消毒，
地面硬化处理。待挤区宽大于挤奶厅，面积每头牛不少于 1.6m2。储乳室有储乳罐和冷却设备，
挤乳 2h内冷却到 4益。图 1-2为机械挤奶。
（4）人工授精准备室 液氮罐充足，能保证及时

充氮，有显微镜和消毒设施。

4. 管理制度与记录
（1）饲养与繁殖技术 有科学的奶牛改良计划、

生长发育、生产性能测定记录，进行牛群分群管理；

有年度繁殖计划、技术指标等记录；有月度、季度及

年度饲料供应计划，以及每阶段日粮组成、配方记录；

有饲料成分检测记录。

（2）疫病控制 有结核病和布鲁氏菌病每年两

次的检疫记录和处理记录；有口蹄疫、炭疽等免疫接种的实施记录。有定期修蹄、蹄保健计划；

有隔离措施和传染病控制措施，有预防、治疗奶牛常见疾病规程，有传染病紧急预案的制定、

相关责任人及教育与告示。

有正确的用药记录，并存档备查；有抗生素与毒、剧化学品采购的双人加锁贮存和使用制

度与记录。有奶牛使用抗生素后的隔离及解除制度与记录。

（3）挤奶管理 挤奶工和牧场管理人员穿着干净工作服，手和胳膊在挤奶过程中保持干

净；挤奶厅干净整洁无积粪，挤奶区、贮奶室墙面与地面做防水防滑处理。挤奶前后两次药浴，

做到一头牛、一块毛巾、一张纸巾；挤前三把奶，挤到带有网状栅栏的容器中，并观察牛奶的颜

色和形状，必要时进行隐性乳房炎检测。

挤奶设备有维护检测记录；输奶管、计量器、奶杯和其他管状物清洁并有维护记录。

（4）团队建设 从业人员有健康证明；要对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和技术培训，并有

相应记录。

5. 环保要求
（1）粪污处理 水处理科学，不造成污染并利于环保。牛粪处理体现种养结合的生态农业

或生态工程之路。

（2）病死牛无害化处理 对病死奶牛均采取深埋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有病死牛无害

化处理痕迹和记录。

（3）场区绿化 场内绿化体现遮阳、改善小气候和美化环境的要求。

学习任务 2 选用牛品种

1. 选择乳用牛品种
品种的优良与否关系到牛群是否能达到高产、优质和高效。开始建立乳牛群时，可引入成

年母牛、育成牛或犊牛。在购买成年母牛及育成牛时，可能是空怀牛或是已孕牛，对这两种牛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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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中国荷斯坦牛

的选择，主要决定于希望其产奶的时间。一般情况下，买进的成年母牛平均能留在群内约 4年
时间，大多数在 7岁前淘汰。买进已达配种年龄的育成牛，是开始建立牛群最普通的方法，买
进犊牛是获得优质乳牛的好机会。

在购买牛时必须查阅有关资料，愈详细愈好。例如，防检疫记录，育成牛有其母亲生产性

能及其父亲遗传能力的记录资料，成年母牛有生产记录和系谱。

目前，我国乳用牛主要有荷斯坦牛和娟姗牛两种。

（1）中国荷斯坦牛 原称中国黑白花牛，是引用国外各类型的荷斯坦公牛与各省、市本地

黄牛杂交经长期选育而成，是我国产奶量最高、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乳牛品种。早在 19世纪
40年代，我国即从国外引入荷斯坦牛，最初由荷兰、德国及俄国引入，后又从日本、美国引入。
历经 100多年的培育而形成我国的专用乳用品种。农牧渔业部和中国奶牛协会于 1987年 3
月 4日对该品种进行了鉴定验收。1992年，因国际贸易需要和为了保留红色基因存在，改名
为“中国荷斯坦牛”。

淤外貌特征 被毛细短，毛色呈黑白花（少量为红白花），黑白相间。额部多有白星（三角

形或广流星），腹下、四肢下部及尾尖呈白色。体格高大，结构匀称，后躯较前躯发达，侧望体躯

呈楔形，具有典型的乳用外貌。皮薄骨细，皮下脂肪少，乳静脉明显，粗大而多弯曲，乳房附着

良好，大小变化明显，四个乳区结构匀称，乳头大小、分布适中。如图 1-3所示。公牛体重为
900~1200kg，母牛 650~750kg，犊牛初生重平均 40~50kg。

于生产性能 据 21905头品种登记牛统计，中
国荷斯坦牛 305d各胎次平均产奶量 6359kg，平均乳
脂率 3.56%，重点育种场群平均产乳量在 7000kg以
上。在饲养条件较好、育种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等

市郊，有的乳牛场平均产乳量已超过 10000kg。
中国荷斯坦牛未经育肥的淘汰母牛屠宰率为

49.5%~63.5%，净肉率为 40.3%~44.4%；经育肥 24月
龄的公牛屠宰率为 57%。

中国荷斯坦牛性成熟早，年平均受胎率为 88.8%，
情期受胎率为 48.9%。

盂选育方向 加强适应性选育，尤其是耐热、抗病力，重视牛群的外貌结构和体质，提高

优良牛的比率，稳定优良牛的遗传特性。对生产性能以提高产奶量为主，及提高乳脂率和乳蛋

白率。同时兼顾一定肉用性能。

（2）娟姗牛 娟姗牛原产于英吉利海峡的娟姗岛（气候温和、多雨，年平均气温 10益，牧草
丰盛，奶牛终年以放牧为主），是英国培育的专门化小型奶牛品种，以乳脂率高、乳房形状好而

闻名，此外，还以耐热、性成熟早、抗病力强而著称。娟姗牛早在 18世纪已闻名于世，19世纪
被欧美各国引入。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均有饲养。

淤外貌特征 娟姗牛体形小而清秀，轮廓清晰，头小而轻，两眼间距宽，额部稍凹陷，耳大

而薄。角中等大小，琥珀色，角尖黑，向前弯曲。颈细小，有皱褶，颈垂发达。鬐甲狭窄，肩直立，

胸宽深，背腰平直，腹围大，尻长、平、宽。乳房发育匀称，形状好，乳静脉粗大而弯曲，乳头略

小。后躯较前躯发达，体形呈楔形。娟姗牛被毛细短而有光泽，毛色有灰褐、浅褐及深褐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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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夏洛莱牛

浅褐色为最多。鼻镜及舌为黑色，嘴、眼周围有浅色毛环，尾尖为黑色。

娟姗牛体格小，成年公牛活重为 650~750kg，母牛为 340~450kg，犊牛初生重为 23~27kg；
成年母牛体高 113.5kg，体长 133cm，胸围 154cm，管围 15cm。

于生产性能 娟姗牛一般年平均产奶量为 3500~4000kg。乳脂率平均为 5.5%~6.0%，是奶
牛中少有的高乳脂率品种。英国一头娟姗牛一个泌乳期最高产奶量为 18929.3kg，创造了娟姗
牛产奶的世界最高纪录。乳脂肪球大，易于分离，乳汁黄色，风味好，适于制作黄油。

盂适应性及利用情况 娟姗牛耐寒耐热性均好，饲料利用率高。我国于 19世纪中叶引入
娟姗牛，由于该品种适应炎热的气候，所以，在我国南方地区可列为今后引种的目标。2002年
经农业部批准，广州市奶牛研究所承担了建设我国首个娟姗牛原种场的任务。

2. 选择肉用牛品种
（1）夏洛莱牛 原产于法国，是世界闻名的大型肉用牛品种，目前已成为欧洲大陆最主要

的肉牛品种之一。我国于 1964年开始从法国引进夏洛来牛，主要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河南
等地。

淤外貌特征 被毛为全身白色或乳白色，无杂色毛。体型大，体躯呈圆筒状，腰臀丰满，腿

肉圆厚并向后突出，常呈“双肌”现象。成年公牛体重 1100~1200kg，母牛 700~800kg。如图 1-
4所示。

于生产性能 夏洛来牛生长发育快，周

岁前肥育平均日增重达 1.2kg，周岁体重达
390kg。牛肉大理石纹丰富，屠宰率 67%，净肉
率 57%。犊牛初生重大，公犊 46kg，母犊 42kg，
难产率高，平均为 13.7%，应注意所配母牛的
选择，以防止难产。

盂适应性及改良效果 夏洛来牛适应放

牧饲养，耐寒，耐粗饲，对环境适应性强，是我

国肉牛杂交的优秀父系之一。夏洛来牛与西

门塔尔改良牛的杂交为出口和涉外宾馆提供

了大量的合格肉源，杂交公犊强度肥育之下平均日增重可达 1.20kg。夏洛来牛在眼肌面积改
良上作用最好，臀部肌肉发达，在生产西冷和米龙等高价分割肉块方面具有优势。

（2）利木赞牛 原产于法国，也是欧洲重要的大型肉牛品种。我国于 1974年开始引入，主
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

淤外貌特征 毛色为黄红色，但深浅不一，背部毛色较深，四肢内侧、腹下部、眼圈周围、

会阴部、口鼻周围及尾帚毛色较浅，多呈草白色或黄白色，角白色，蹄红褐色。体型高大，早熟，

全身肌肉丰满。成年公牛平均体重 1100kg，母牛 600kg。在法国公牛活重可达 1200~1500kg，母
牛达 600~800kg。如图 1-5所示。

于生产性能 肉嫩，脂肪少，是生产小牛肉的主要品种，国际上常用的杂交父本之一。在

良好饲养管理条件下，日增重达 1.00kg以上，10月龄活重达 408kg，12月龄达 480kg。屠宰率
64%，净肉率 52%。利木赞牛犊牛初生重不大，公犊 36kg，母犊 35kg，难产率不高。

盂适应性及改良效果 因为利木赞牛毛色非常接近我国黄牛，所以较受欢迎。用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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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皮埃蒙特牛

图 1-5 利木赞牛

或第三轮回杂交，其后代难产率较低，母犊继

续留作母本是比较好的组合。其改良后代后躯

变得丰满，体型增大，性成熟提前。

（3）皮埃蒙特牛 皮埃蒙特牛原产于意大

利，是目前正在向世界各地传播的大型肉用牛

品种，是目前国际公认的终端父本。我国于

1986年先后引进公牛细管冻精和冻胚。现种
牛主要饲养于北京、山东、河南等地。

淤外貌特征 被毛灰白色，鼻镜、眼圈、肛

门、阴门、耳尖、尾帚等为黑色。犊牛初生时为

浅黄色，慢慢变为白色。成年牛体型较大，体躯呈圆筒形，肌肉发达，皮薄，各部位肌肉块明显，

呈“双肌”现象，外形似“健美运动员”。公牛体重不低于 1000kg，母牛平均为 500~600kg。公母
牛的体高分别为 150cm和 136cm。如图 1-6所示。

于生产性能 皮埃蒙特牛以高屠宰率（65%~70%）、高瘦肉率（82%~84%）、大眼肌面积以
及鲜嫩的肉质和弹性度极高的皮张而著名。优质高档肉比例大，是提供优质西式牛排的种源。

犊牛初生重，公犊 42kg，母犊 40kg，难产率较高。早期增重快，周岁公牛体重达 400~430kg。皮
埃蒙特牛具有较高产奶能力，280d产奶量 2000~3000kg。

盂适应性及改良效果 现在全国 12个省市推广
应用，已显示出良好的杂交改良效果。在河南南阳地

区用以改良南阳牛，通过 244d 的肥育，2000多头皮
南杂交后代，创造了 18月龄耗料 800kg、获重 500kg、
眼肌面积 114.1cm2的国内最佳纪录，生长速度达国
内肉牛领先水平。

（4）契安尼娜牛 契安尼娜牛原产于意大利，是

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肉牛品种，与瘤牛有血缘关

系。该品种近年来输入加拿大、阿根廷、巴西等国家。

1986年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向我国赠送契安尼娜
公牛冻精 500份，开始少量与中国南阳黄牛进行杂交试验。

淤外貌特征 毛色纯白，尾帚呈黑色。除腹部外，皮肤上均有黑色素。犊牛出生时被毛为

深褐色，在 60日龄内逐渐变成白色。体躯长，四肢高，体格大，结构良好。成年公牛体重1500kg，
母牛 800~1000kg。公牛体高 184cm，母牛 150~170cm。

于生产性能 早熟，初生至 18月龄的幼牛生长速度最快。12月龄体重，公牛 480kg，母牛
360kg；18月龄体重，公牛 690kg，母牛 470kg；24月龄体重，公牛 850kg，母牛 550kg。肉品质好，
具有大理石纹状结构，而且细嫩。屠宰率 58%，瘦肉率也很高。犊牛初生体重较大，公犊 47~
55kg，母犊 42~48kg，但头额窄，难产少。

盂适应性及改良效果 契安尼娜牛对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好，繁殖性能好，一次配种受胎

率高达 85%。抗晒耐热，宜于放牧。该牛与南阳黄牛进行杂交，契南一代日增重在 1.0kg以上，
屠宰率为 60%，但骨重大，且牛肉嫩度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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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海福特牛

（5）海福特牛 海福特牛原产于英国英格兰西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型早熟肉牛品种，

其培育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现分布于世界各地，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饲养较多。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就开始引进海福特牛，现分布全国各地。

淤外貌特征 体躯的毛色为橙黄或黄红色，并具“六白”特征，即头、颈垂、鬐甲、腹下、四

肢下部和尾帚为白色，鼻镜粉红。有角或无角，角呈蜡黄色或白色。公牛角向两侧伸展，向下方

弯曲，母牛角尖向上挑起。体型宽深，前驱饱满，颈短而厚，垂皮发达，中躯丰满，四肢短，背腰

宽平，臀部宽厚，肌肉发达，整个体躯呈圆筒状，皮薄毛细。初生母犊重 32kg。如图 1-7所示。
于生产性能 海福特牛早熟，增重快，从出生到

12月龄的平均日增重达 1.40kg，18 月龄体重 725kg
（英国）。据我国黑龙江省资料，海福特牛哺乳期平均

日增重，公犊 1.14kg，母犊 0.89kg。7~12月龄的平均
日增重，公牛 0.98kg，母牛 0.85kg。屠宰率一般为
60%~65%，经肥育后，可达 70%。肉质嫩，多汁，大理
石纹好。年产奶量 1100~1800kg，母性较好。

盂适应性及改良效果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我国许多省区引入海福特牛改良当地黄牛，一般

反映，对南方与北方类型黄牛以及小型中原黄牛的体

型（后躯发育）、体重、生长速度、屠宰率、净肉率、肥

育饲料报酬均有较大提高。但是，杂种一代均比当地黄牛行走缓慢，不善攀登，在陡坡山地或

植被稀疏的牧场，采食能力不良。

（6）安格斯牛 安格斯牛为英国古老的中小型肉用牛品种。现已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

主要肉牛品种，现在世界上主要养牛国家都有饲养。我国自 1974年开始引入，但现在只在部
分区域推广，如山东省滨州地区渤海黑牛的改良。

淤外貌特征 无角，有红色和黑色两个类型，其中，以黑色安格斯牛为多。头小而方，额

宽，体躯深、园，腿短，颈短，腰和尻部肌肉丰满，有良好的肉用体型。公牛体重 700~900kg，母
牛 500~600kg。如图 1-8、图 1-9所示。

于生产性能 生长快、早熟、易肥育，在良好的饲养条件下，从出生至周岁可保持 1.0kg以
上的日增重速度。屠宰率 65.0%，净肉率 52.0%。安格斯牛体型中等，难产率低。牛初生重，公

图 1-8 红安格斯牛 图 1-9 黑安格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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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日本和牛

图 1-10 比利时蓝白花牛

图 1-11 德国黄牛

犊 36kg，母犊 35kg。
盂适应性及改良效果 对环境适应性好，耐粗、寒，比蒙古牛对严酷气候耐受力更强。性

情温和，易于管理。改良黄牛，后代生长速度明显加快，但对体型改进不明显。

（7）比利时蓝白花牛 比利时蓝白花牛分布在比利时中北部，是荷斯坦牛血统中唯一被

育成纯肉用的专用品种。

淤外貌特点 毛色为白身躯中有蓝色或黑色斑点，色斑大小变化较大。鼻镜，耳缘，尾巴

多黑色。个体高大，体躯呈长筒状，体表肌肉醒目，肌束发达，“双肌”特征明显，头部轻，尻微

斜。公牛体重 1200kg，母牛 700kg。如图 1-10所示。
于生产性能 犊牛早期生长速度快，最高日

增重可达 1.40kg，屠宰率 65%。
盂杂交改良效果 我国于 1996年引入比利

时蓝白花牛，用于肉牛配套系的父系。

（8）德国黄牛 德国黄牛原产于德国和奥地

利，其中德国数量最多，系瑞士褐牛与当地黄牛

杂交育成的。

淤外貌特征 毛色为浅黄色、黄色或淡红

色。体形外貌近似西门塔尔牛，体格大，体躯长，

胸深，背直，四肢短而有力，肌肉强健。母牛乳房大，附着结实。成年公牛体重 1000~1100kg，母
牛 700~800kg。如图 1-11所示。

于生产性能年产奶量达 4164kg，乳脂率 4.15%。初产年龄为 28个月，难产率低。平均日增
重 0.985kg。平均屠宰率 62.2%，净肉率 56%。

盂杂交改良效果 1996年和 1997年，我国先后从加拿大引进该牛，其适应性强，生长发育
良好。

（9）日本和牛 日本和牛是日本从 1956年起改良牛中最成功的品种之一，是由西门塔尔
种公牛的改良后裔中选育而成，是全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优良肉用牛品种。特点是生长快、成

熟早、肉质好。第七、八肋间眼肌面积达 52cm2。
淤外貌特征 根据其毛色和角形分为黑色、棕色、无角和短角四个品种，其中黑色和牛数

量占 90%以上，具有暗黑色的皮毛，在乳房和腹壁有白斑。有头角而无肩峰，其身体大小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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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 西门塔尔牛

型到中型的。成年体重，公牛约 950kg，母牛约 620kg；成年牛体高为 1.2m。黑毛和牛以分布于
日本兵库县北部的但马最为著名。如图 1-12所示。

于生产性能 日本和牛妊娠期平均为 285d，母牛一生能产 15~16胎，但是为了保证母牛
和犊牛健康，一般产到 10胎左右就停止配种了，母牛健康状况好的，也有产 13~14胎的。犊牛
经 27月龄育肥，体重达 700kg以上，平均日增重 1.20kg以上。黑色和牛以其牛肉质量而著名，
如肉中的大理石斑纹脂肪，瘦肉与脂肪红白相间，好像肉上结了霜一样，所以称之为“霜降或

雪花”肉。肌肉脂肪中饱和脂肪酸含量很低，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健康风险（如冠心病）较

低。牛肉肌纤维细、质地柔软、鲜嫩多汁可口，具有浓厚的牛肉风味，肉用价值极高，在日本被

视为“国宝”，在西欧市场也极其昂贵。

我国已引入日本和牛正在对地方黄牛进行杂交改良试验，辽宁省畜禽品种改良站现有日

本和牛 32头。日本和牛是我国十分珍贵的优质肉牛品种资源。
3. 选择兼用牛品种
（1）西门塔尔牛 西门塔尔牛主要产于瑞士，德国、奥地利、法国也有分布，是世界著名的

大型乳肉役兼用品种。目前，西门塔尔牛是世界第二大品种牛，总头数达 4000万头，数量仅次
于荷斯坦牛。

西门塔尔牛被世界各国引入，经过长期的培育形成了各种不同特点的西门塔尔牛，如美

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较偏重于乳用性能（但是母牛产奶量不是很高），而在欧洲，特别是德

国、法国以及瑞士、奥地利，则乳肉兼备，母牛平均产奶量一般能达到 5500~6000kg，公牛育肥
性能堪比肉牛。

淤外貌特征 毛色多为黄白花或淡红白花，头、胸、腹下、四肢及尾帚为白色，额与颈上有

卷曲毛，皮肤为粉红色。体格高大，成年公牛活重平均为 800~1200kg，体高 142~150cm；成年母
牛体重 550~800kg，体高 134~142cm。四肢强壮，蹄圆厚。乳房发育中等，乳头粗大，乳静脉发育
良好。如图 1-13所示。

于生产性能 西门塔尔牛的肉用、乳用性能

均佳。泌乳期平均产奶量在 4000kg以上，乳脂
率 4%。初生至 1周岁平均日增重可达 1.32kg，
12~14月龄活重可达 540kg以上。较好条件下屠
宰率为 55%~60%，肥育后屠宰率可达 65%。犊
牛初生重大，公犊 45kg，母犊 44kg，难产率较高。
中国西门塔尔牛核心群平均产奶量已突破

4500kg，高产个体 305d产奶量达 8400kg。
盂适应性及改良效果 我国自 20世纪初开

始引入西门塔尔牛，是至今用于改良我国本地牛

范围最广、数量最大，杂交最成功的牛种。改良

牛在全国已有 700多万头，占到我国黄牛改良数的 1/3以上，并形成了不少地方类群，如在科
尔沁草原和辽吉平原，川北的云蒙山区，南疆和北疆不同气候的农牧区，太行山区等都发挥了

很好的经济效益，是异地肥育基地架子牛的主要供应区。西门塔尔牛的杂交后代，体格明显增

大，体型改善，肉用性能明显提高。在 2~3 个月的短期肥育中一般具有平均日增重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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