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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论

一、我国肉牛业的起步与发展

我国养牛历史悠久，据称公元前 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就开
始饲养六畜，牛就被驯化了。最初养牛只是为了食肉，后来发展
到用牛驾车耕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铁制农具，牛便成为农
业生产上的主要动力，并一直延续至今日。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
程中，牛一方面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又是人们肉
食的一种重要来源。一些古典小说，如《水浒传》描写的食牛肉的
情节，反映了宋代牛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和普及情况。
另外从牧区看，黄牛、牦牛更是肉、乳、役兼用，一直是牧民们的
重要肉食来源。
我国许多地方良种黄牛属于役、肉兼用品种，尚无专门化的

肉牛品种。我国肉牛业的起步发展是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
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落
实，农业的连年丰收，禁宰耕牛法令的废除，农业机械化水平的
提高，诸多农业开发项目的实施（如商品牛基地县项目、肉牛丰
收计划项目、黄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世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以及肉牛科技示范县项目等），增加了物资和技术的投入，大
大加快了肉牛业的发展。
（一）数量增加，生产水平明显提高
1995 年全国牛存栏头数达 12348.2 万头，较 1979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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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4.6万头增长 73.1％，年均增长 4.57％。牛存栏头数仅次于印
度和巴西，居世界第三位。牛肉年产量达 377.5万吨，居世界第
三位。从 1979年到 1995年，出栏率提高了 3倍，达 19.11％，接
近世界平均水平 20.11％；平均胴体重由 77.5千克，提高到 200
千克；存栏牛头均产肉量达 38千克，比 1979年提高 10多倍。
（二）加快了品种选育和改良
牛的品种从 20世纪 30年代就曾引入短角牛等优良品种进

行改良，但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展此项工作是在 70年代
末，先后从德国、奥地利、法国等国引进乳肉兼用型西门塔尔牛、
肉用型夏洛来牛、利木赞牛、抗旱王牛和辛地红牛等 16个品种
的良种公牛近 1000头，从而改良我国黄牛，使黄牛从单一的役
用向乳、肉、役兼用方向发展。经过各地多年试验研究，确定了以
西门塔尔牛、夏洛来牛和利木赞牛为当家品种，根据不同地区不
同品种和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不同的杂交方法和杂交组
合。在辽宁、河北、河南、安徽等省，用夏洛来、利木赞和西门塔尔
几个肉用品种或乳肉兼用品种对当地黄牛及其杂种后代进行二
元或三元杂交，生产肉杂牛。在河南南阳、驻马店、周口、商丘和
安徽阜阳及山东菏泽一带广大的黄淮平原上，肉牛改良集中连
片，形成数十万头的肉杂牛群体，与当地的粮棉种植业结合，经
济效益显著，正在形成中原肉牛带的雏形。
乳肉兼用的西杂牛在松辽平原、科尔沁草原、太行山麓、皖

北、豫东和苏北农区形成了数万头及数十万头的群体。
我国地方良种黄牛如秦川牛、南阳牛等，在导入国外优良品

种如丹麦红牛、利木赞牛等品种的血统后，改进了体型结构，提
高了产肉性能。在安徽、河北、湖北、甘肃等省，还利用国内地方
良种秦川牛、南阳牛改良当地小型黄牛，也普遍加大了体型，增
大了挽力，提高了产肉性能，黄牛低产的种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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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 20世纪 90年代肉牛
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冻精技术自 20世纪 60年代引入我国之后，成为黄牛改良

的重要手段。70年代以来，国家拨出大量经费进行冷配体系建
设，先后在各省区建立种公牛站达 69处，建立县级改良站（配种
站）6829处，培训技术人员 87.9万人，研究制定了我国牛冷冻精
液标准。肉牛屠宰、冷藏、加工体系建设也有一定规模，为肉牛产
品的加工增值、系列开发提供了条件。像河南的周口、安徽的阜
阳地区，肉牛屠宰厂、冷库、食品厂、制革厂、制药厂都有相当发
展，对提高肉牛业的经济效益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肉牛育肥向规模化、商品化发展
20世纪 70年代以来，我国肉牛育肥业，首先是从供香港活

牛育肥开始的。香港市场，优质优价，普通牛的售价与优质牛几
乎相差 1倍，达不到优质牛标准，盈利就低，甚至难以保本。因
此，各地外贸部门或自己建育肥场，或组织农户进行育肥。像河
南的邓州、新野、诏河、方城、郏县、汝州、淮阳、商水、鹿邑、商丘
等地农村出现了 5～10头的育肥户，20～100头的育肥场和上千
头的育肥专业村。山东省曹县、东明县出现了几百头规模的肉牛
育肥场。河北省三河县也出现了占地 6.67公顷，牛饲养量 9000
头，年出栏 1.2万头，年创利 600万元，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
3500万元的肉牛集团公司（1993年底资料）。
（五）市场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瘦

肉率高的牛肉的消费量迅猛增长，所以内地市场的牛肉价格一
直居高不下，东南部沿海城市和经济开发区牛肉更是供不应求，
价格比内地高出 1～2倍。河南、安徽等省，近几年来已经捷足先
登，打入东南沿海市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供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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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市场，每天屠宰销售活牛 500多头，年需活牛 25万余
头。20世纪 70年代以来与内地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活牛贸易关
系，大部分活牛由内地供应，经济效益较内地高出 1倍以上。
中东一些穆斯林国家，对中国的牛羊肉、活牛活羊很感兴

趣，年成交额不断增加。而且这些地区收入水平高，农副产品缺，
对牛羊肉的档次、检疫标准要求相对较为宽松。东南亚是穆斯林
聚居的地区，对中国的牛羊肉、活牛活羊也十分欢迎，常派代表
团到中国考察。
东欧及独联体国家对牛肉的需求量大，对牛肉的档次和检

疫要求也较宽松，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经济比较困难，偿还能力有
限，多系易货贸易。
日本是潜力最大的牛肉、活牛贸易市场，目前销售的主要是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牛肉。他们需求高档牛肉，对检疫要求严格。
日方对中国的牛肉和活牛很感兴趣，20世纪 80年代以来，曾多
次派团到中国考察，搞育肥屠宰试验。对日牛肉、活牛贸易日渐
扩大。山东省海阳县还建立了专门对日出口活牛的肉牛育肥场。
但是总的来讲，我国肉牛业的总体水平还是很低的，有些地

区则刚刚起步，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引入优良种公牛的老化
和更新问题，加大品种改良问题，饲养水平较低，杂种牛后期发
育的潜力尚未发挥出来，牛产品加工增值系列开发刚刚开始，牛
肉的档次及检疫水平有待提高等。不过我们的有利条件也是很
多的。我们只要不懈努力，促使这些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我国的
肉牛业将会取得更快的发展。

二、国外肉牛业的发展趋势

（一）肉牛品种趋向大型化
20世纪 60年代以来，消费者对牛肉质量的要求发生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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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除了少数国家（如日本）外，多数国家的人们喜食瘦肉多而脂
肪少的牛肉。他们不仅从牛肉的价格上加以调整，而且多数国家
正从原来饲养体型小、早熟、易肥的英国肉牛品种转向饲养欧洲
大陆的大型肉牛品种。如法国的夏洛来、利木赞和意大利的契安
尼娜、罗曼诺拉等。因为这些品种体型大、增重快、瘦肉多、脂肪
少，优质肉块比例大，饲料报酬高，故深受国际市场的欢迎。
（二）利用奶牛群发展牛肉生产
欧共体国家生产的牛肉有 45％来自奶牛。美国是肉牛业最

发达的国家，仍有 30％牛肉来自奶牛。日本肉牛饲养量比奶牛
多（52.7∶47.3），但所产牛肉 55％来自奶牛群。
利用奶牛群生产牛肉，一方面是利用奶牛群生产的奶公犊

进行育肥。过去奶公犊多用来生产小牛肉，随着市场需要的变化
和经济效益的比较，目前小牛肉生产有所下降，大部分奶公犊被
用来育肥生产牛肉。另一方面是发展奶肉兼用品种来生产牛肉。
欧洲国家多采用此种方法进行生产。
利用奶牛群及奶肉兼用牛群生产牛肉，经济效益较高。在能

量和蛋白质的转化效率上，奶牛是最高的，奶肉兼用品种也是比
较高的。例如肉牛的热能和蛋白质转化率分别为 3％和 9％，而
奶肉兼用牛分别为 14％和 20％，奶牛分别为 17％和 37％。在发
达国家奶牛的数量较大，其中可繁殖母牛的比例高达 70％，欧
洲最高达 90％，为牛肉的生产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三）充分利用青粗饮料和农副产品进行育肥
肉牛在利用粗饲料的比例上仅次于绵羊和山羊，占 82.8％。

国外在肉牛饲养中，精料主要用在育肥期和繁殖母牛的分娩前
后，架子牛主要靠牧地放牧或喂以粗饲料。但其粗饲料大部分是
优质人工牧草。为了生产优质粗饲料，英国用 59％的耕地栽培
苜蓿、黑麦草和三叶草，美国用 20％的耕地，法国用 9.5％的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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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人工牧草。耕地十分紧缺的日本，1983年用于栽培饲料作
物的面积仍然达到了耕地面积的 18.6％。国外对秸秆的加工利
用也作了大量研究，利用氨化、碱化秸秆饲养肉牛在英国、挪威
等国家已有一定规模。
（四）利用杂交优势提高肉牛生产
利用杂交优势提高肉牛的产肉性能，扩大肉牛来源。近年在

国外肉牛业中，广泛采用轮回杂交、“终端”公牛杂交、轮回杂交
与“终端”公牛杂交相结合的三品种杂交方法。据报道，两品种的
轮回杂交，可使犊牛的初生重平均提高 15％，三品种轮回杂交，
可提高 19％。两品种轮回─“终端”公牛杂交方法可使犊牛初生
重提高 21％，三品种轮回─“终端”公牛杂交方法可提高 24％。
（五）肉牛生产向集约化、工厂化发展
国外肉牛的饲养规模不断扩大，大的饲养场可以养到 30

万～50万头。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的芒费尔特（Monfort）肉牛公
司年育肥牛 40万～50万头，产值 3亿美元。肉牛生产从饲料的
加工、配合、投喂、清粪、饮水到疫病的诊断都全面实现了机械化
和自动化。把动物育种、动物营养、动物生产、机械、电子学科和
计算机的最新成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肉牛生产的惊人的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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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肉用牛的品种

据统计，全世界约有 50个肉牛品种，其中包括某些产肉性
能尚好的地方良种和大量既产肉又供乳、役用的适于某种特定
环境的原始品种。
肉牛按其品种来源、体型大小和产肉性能，大致可以分为下

列三类。
一是中小型早熟品种。其特点是：生长快，肉中脂肪多，皮下

脂肪厚；体型较小，一般成年公牛体重 550～700千克，母牛 400～
500千克。如英国的海福特、短角、安格斯、无角红、德温等品种。
二是大型欧洲品种。产于欧洲大陆，原为役用牛，后转为肉

用。其特点是：体型大，肌肉发达，脂肪少，生长快，但较晚熟。成
年公牛体重可超过 1000千克，母牛可超过 700千克。如法国的
夏洛来、利木赞，意大利的契安尼娜、罗曼诺拉，德国的黄牛，瑞
士的西门塔尔、瑞士褐牛，加拿大的康凡特等品种。
三是瘤牛及含有瘤牛血液的品种。如抗旱王、肉牛王、圣塔·

格特鲁、婆罗福特等品种。
我国有丰富的黄牛品种资源，列入《中国牛品种志》的就有

31个，但是都不属于专门的肉牛品种。为了加快我国的黄牛朝
肉用方向发展，需要用国外的肉牛品种进行杂交改良。

第二章 肉用牛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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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黄牛

（一）秦川牛
秦川牛（图 1）体躯高大结实，役用能力很强，肉用价值高，

是我国的优良黄牛品种。
1. 原产地 秦川牛主要产于陕西关中平原。其中以咸阳、

兴平、武功、乾县、礼泉等五县的牛最著名。
2. 体型外貌 秦川牛属大型牛，骨骼粗壮，肌肉丰厚，体质

强健，前躯发育好，具有
役肉兼用牛的体型。被毛
细致有光泽，多为紫红色
及红色。母牛头部清秀，
眼圆大，面平，鼻镜宽大
且呈粉红色。角细致而
短，呈肉色。颈部较短，厚
度适中。公牛颈上部隆
起。鬐甲高而厚，肉垂发
达。胸部很发达，肋骨长而开张。腹围圆大，荐骨稍隆起，四肢粗
壮。蹄形圆大，蹄质坚实，多为紫红色（表 1-1）。

表 1-1 秦川牛体尺、体重

性别 头数 体高
（厘米）

体长
（厘米）

胸围
（厘米）

管围
（厘米）

体重
（千克）

公 125 141.46 160.46 200.47 22.37 594.50
母 1051 124.51 140.85 170.84 16.88 381.21

3. 生产性能 秦川牛容易肥育，肉质细致。对 36头牛的屠
宰试验表明，在中等饲养水平的条件下（催肥期之前平均日喂精
料，公牛及阉牛为 2.4～3千克，母牛 1.5～2千克；在为期一个月

图 1 秦川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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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催肥期内日喂精料分别增加 0.5千克），13、18、22.5月龄的试
验牛，其平均屠宰率分别为 53.27%、58.28％和 60.75%，净肉率
分别为 45.73％、50.50％和 52.21％。这些指标已基本接近国外品
种的一般水平。秦川牛的骨量小（18月龄的肉骨比为 6.13∶1），瘦
肉率高（76.04％），胴体中脂肪含量低（11.65％），眼肌面积大
（97.02平方厘米）。秦川母牛的泌乳期一般为 6个月，产奶 500～
600千克，平均乳脂率为 5.85％。
（二）南阳牛
1. 原产地 南阳牛（图 2）产于河南省南阳地区白河和唐河

流域的广大平原地区，以南阳市郊区、南阳县、唐河、邓州、新野、
镇平、社旗、方城和泌阳等 9个县（市）为主要产区。

2. 体型外貌 南阳牛体格高大，肌肉发达，结构紧凑，体质
结实，背腰平直，肢势正直，
蹄形圆大，行动敏捷。公牛头
部方正雄壮，颈短粗，前躯发
达，肩峰高耸。母牛头清秀，
一般中躯发育良好。毛色多
为黄、红黄、米黄、草白等色。
蹄壳以琥珀、蜡黄色较大。南
阳黄牛按体型大小和四肢长
短可分为高脚牛、矮脚牛和短脚牛三种类型。南阳黄牛的体型还
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胸部不够深宽、体躯长度不足，尻部较斜
和乳房发育较差（表 1－2）。

3. 生产性能 南阳牛产肉性能良好。对育成公牛（10头）进
行一般育肥，1.5岁的平均体重为 441.7千克，日增重 813克，屠
宰率为 55.6％，净肉率为 46.6％。未经育肥、中等膘情的成年退
役公牛（6头）的屠宰率为 52.2％，净肉率为 43.6％；强度育肥的

图 2 南阳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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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南阳牛体尺、体重

牛别 头数 体高
（厘米）

体长
（厘米）

胸围
（厘米）

管围
（厘米）

体重
（千克）

公牛 8 153.8 167.8 212.2 21.6 716.5
母牛 158 131.9 145.5 178.4 17.5 464.7
阉牛 472 139.7 151.3 188.0 19.4 541.9

壮龄阉牛（5头）的屠宰率为 64.5％，净肉率可达 56.8％。南阳牛
肌肉丰满、肉质细嫩，颜色鲜红，大理石纹明显，味道鲜美，熟肉
率达 60.3％。
（三）鲁西牛
1. 原产地 鲁西牛（图 3）产于山东省西部，黄河以南、运河

以西一带，以济宁、菏泽两地区为中心产区。在产地的四周，如鲁
南地区、河南东部、河北南部、江苏和安徽北部也有分布。

2. 体型外貌 鲁西牛体躯高大，结构紧凑，肌肉发达，前躯
较深宽，具有肉用牛的体
型。被毛从浅黄到棕红色
都有，而以黄色为最多，占
70％以上。多数牛具有三
粉特征，即眼圈、口轮、腹
下四肢内侧毛色较被毛色
浅。公牛头短而宽，角粗，
额骨隆起，颈短而粗，颈下
肉垂大，前躯发达，鬐甲高，背腰平直，尻和腿部肌肉发达。母牛
头稍窄而长，额平或稍凹，角质细密，颈细长，鬐甲较低平，后躯
开阔，尻部平直，大腿肌肉丰满（表 1－3）。

3. 生产性能 鲁西牛对粗饲料的利用能力强。育肥性能
好，肉质细嫩，肌纤维间脂肪沉着良好，呈大理石状。据试验，在

图 3 鲁西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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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鲁西牛体尺、体重

牛别 头数 体高
（厘米）

体长
（厘米）

胸围
（厘米）

管围
（厘米）

体重
（千克）

公牛 44 146.3 160.9 206.4 21.0 644.4
母牛 242 123.57 136.19 168.4 15.58 358
阉牛 384 138.71 150.24 190.05 18.77 511

以青草为主，掺入少量麦秸、每天补喂混合精料 2千克的条件
下，对 1～1.5岁牛进行育肥，平均日增重 610克。一般屠宰率为
53％～55％，净肉率 47％左右。据山东菏泽地区测定，18月龄的育
肥公、母牛（公牛 4头、母牛 3头）的平均屠宰率为 57.2％，净肉
率为 49.0，肉骨比为 6∶1，肉脂比为 42.3∶1。
鲁西牛以体大力强、外貌一致、品种特征明显、肉质良好而

著称，但尚存在体成熟较晚、日增重不高、后躯欠丰满等缺陷。
（四）晋南牛
1. 原产地 晋南牛（图 4）产于山西省南部运城及临汾

地区。
2. 体型外貌 体格粗大，

体质结实，前躯较后躯发达。
公牛头大颈短，垂皮发达，肩
峰不明显，臀端较窄。母牛头
清秀，胸深而宽，乳房发育较
差。公牛角圆形，角根粗，而母
牛角多扁形，向前上方弯曲。
毛色以枣红色为主，红色和黄色次之，富有光泽。鼻镜粉红色，蹄
壳亦多呈粉红色。成年牛的体尺与体重见表 1－4。

3. 生产性能 晋南牛具有良好的役用性能，挽力大，速度
快，持久力强。晋南牛产肉性能尚好。晋南牛是一个古老的役用

图 4 晋南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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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晋南牛体尺、体重

性别 头数 体高
（厘米）

体长
（厘米）

胸围
（厘米）

管围
（厘米）

体重
（千克）

公 9 138.6 157.4 206.3 20.2 607.4

母 551 117.4 135.2 164.6 15.6 339.4

牛地方良种，体型高大粗壮，肌肉发达，前躯和中躯发育良好，耐
热、耐苦、耐劳、耐粗饲，具有良好的役用性能。在生长发育晚期
进行肥育时，饲料利用率和屠宰成绩较好，是向肉役兼用方向选
育有希望的地方品种之一。18月龄时屠宰，中等营养水平饲养
的晋南牛的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为 53.9％和 40.3％，经高营养
水平育肥者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为 59.2％和 51.2％。育肥的成
年阉牛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为 62％和 52.69％。但目前还存在着
乳房发育较差、泌乳量低、尻斜而尖等缺点。

二、引入的肉牛品种

（一）夏洛来牛
1. 原产地 夏洛来牛（图 5）是原产法国夏洛来省的古老品

种，1864 年建立良种
登记簿。1986年法国
的夏洛来牛已超过
300 万头，其中繁殖
母牛为 127.38 万头。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
引入夏洛来牛，建立
肉牛的杂交体系，我
国分别于 1964 年和 图 5 夏洛来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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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利木赞牛

1974年大批引入，1988年又有小批量的进口。
2. 外貌特征 夏洛来牛毛色全身为奶油白色，没有斑点，

黏膜为浅色。
其头部大小适中而稍短，额部和鼻镜宽广，颚发育好，角为

白色。体躯呈胸深，肋圆，背直而肌肉多，腰宽，臀部大且肌肉发
育良好，大腿深而圆。四肢长短适中，表现不过细，站立良好。

3. 生产性能 夏洛来牛育肥后屠宰率较高。据法国农业科
学院的资料，该品种牛瘦肉率高（表 1－5）。

表 1－5 夏洛来、海福特等牛的屠宰对比

品种 头
数

月
龄

胴体重
（千克）

屠宰率
（％）

胴体组织比率（％）
肥肉 瘦肉 骨头

夏洛来 15 15 308 67.8 12.4 72.4 14.7
海福特 16 15 228 63.6 18.1 67.2 14.7

其他法国牛 10 15 282 69.5 12.0 74.1 13.9

成年牛公牛活重 1100～1200千克，体高 142厘米。母牛活重
700～800千克，体高 132厘米。在良好饲养条件下，6月龄公犊可
以达到 250千克，母犊 210千克，日增重可达 1400克。母牛一个
泌乳期能产奶 2000千克，乳脂率为 4％。
（二）利木赞牛
1. 原产地 利木赞

牛（图 6）原产法国中部
的利木赞省。原来是役
用牛，1886 年建立良种
登记簿，于 20 世纪初转
向纯肉用方向选育，取
得良好效果。现有近 100
万头，是法国第二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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