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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代肉牛业的发展动态 业业业

一、 世界良种肉牛的分布

虽然世界上牛群的分布与自然地理环境、 农业生产、 人的饮食

习惯及社会文化等因素有关, 但目前肉牛业发达地区多属于经济比

较发达的地区。 无论是良种肉牛的存栏量、 肉牛屠宰率、 胴体重、

净肉率还是优质牛肉的生产效率, 这些地方都是最高的, 能较好地

满足人们的饮食标准和对牛肉的需求量; 而在一些欠发达地区, 农

业机械化程度普遍偏低, 或受自然与地理环境的制约, 专用肉牛品

种分布较少, 而且饲养管理技术落后。

二、 肉牛品种的变化

目前, 受到普遍关注的肉牛品种有法国的夏洛来牛、 利木赞

牛, 意大利的契安尼娜牛、 皮埃蒙特牛, 瑞士的西门塔尔牛, 比利

时的蓝白花牛等。 这些品种具有体型大、 初生重、 增重快、 瘦肉率

高、 肉质好、 饲料转化率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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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肉牛业的经营规模

肉牛饲养场的经营日益趋向专业化、 工厂化, 牛群规模不断扩

大, 机械化、 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 地域合作逐步加强, 对于现代

技术的应用更充分, 实行集约化管理。 开发利用全价配合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 关注牛肉的卫生并在相关法律和监控措施制约下生产优

质卫生的牛肉产品。

四、 肉牛的生产模式

目前, 国际肉牛业生产广泛采用轮回杂交、 “终端冶 公牛杂交

及两种结合应用, 充分利用杂种优势, 提高肉牛的产肉性能。

由于在对能量和蛋白质的利用率上, 奶牛、 奶肉兼用牛高于肉

牛, 而且欧美均具有数量庞大的奶牛群体, 奶牛公犊数量多, 利用

奶牛群发展牛肉生产, 效益良好。

日本、 美国及欧盟国家生产的牛肉分别有 55% 、 30% 、 45%来

自奶牛公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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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肉牛业的发展概况 业业业

一、 养牛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意义

养牛业是一种很好的致富方法, 我们知道, 牛是具有多种功能

的家畜, 比如提供优质奶源, 提供肥嫩的肉品, 在农业发展中也可

以用来耕作, 牛粪也是农作物很好的肥料。 经过宰杀后肉牛的各个

部分还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 比如牛皮及其他副产品是轻工业的原

料。 在当今世界上, 凡是养牛业发达的国家, 都十分重视高效养牛

业和生态养牛, 高效养牛业在整个畜牧业的发展中占据着很重要的

地位。 据不完全统计, 高效养牛业占畜牧业的 60% 。

对于养殖户来说, 高效养牛业是个很好的致富方式, 牛这种动

物能充分利用农作物的秸秆作为主要食物。 同时, 利用各种青粗饲

料, 过腹还田, 经济效益比较高, 也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一条很好的

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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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国肉牛业发展特点

(一) 区域发展比较集中

我国养牛的区域特征比较明显, 全国比较集中的有四大块: 中

原肉牛带、 西北肉牛带、 西南肉牛带和东北肉牛带。

养牛业发展最快的是中原肉牛带主要包括: 河南、 河北、 山

东、 安徽、 山西、 陕西、 江苏和湖北等, 其中山东、 河南、 安徽、

河北为中原肉牛发展的龙

头。 西北肉牛带因其特殊的

自然环境, 肉牛发展所需的

饲料资源比较丰富, 是未来

高效养牛的后起之秀。 主要

包括: 陕西、 甘肃、 宁夏、

新疆、 青海等省、 自治区。

西南肉牛带是山地面积比较

广阔的地域, 在高效养牛方面牛的数量比较多, 牛的体型不大, 增

产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发展潜力。 主要包括: 四川、 云南、 贵州和

广西等省、 自治区。 东北肉牛带因东北特殊的环境因素, 东北肉牛

出栏率和平均胴体重比其他区域相对高, 高效养牛业发展迅速, 主

要包括: 内蒙古、 河北省北部、 辽宁、 吉林和黑龙江等。

(二) 粗放型发展

整体水平不高依然是高效养牛业发展的瓶颈。 我国四大牧区基

本还是粗放型发展,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

1郾 不利因素摇 小规模, 大群体, 以家庭成员为主。 牛的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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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肥、 出售、 棚舍建筑、 资金筹措等均由养殖户个体承担。 养殖户

比较分散, 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抗风险能力弱。 没有实现高效节

粮和生态化养殖。

2郾 有利因素摇 我国牧区粗饲料丰富多样, 而且农作物秸秆是

天然优质粗料, 为高效养牛提供了天然有利条件。 另外, 就牧区的

区域特征来看, 地域比较广阔, 草原和山坡地种植牧草, 更适合饲

养繁育牛和小架子牛, 这就有效解决了异地育肥, 配种的困难, 解

决了牛源的问题。 就畜牧交易市场来看, 主要以城镇近郊区的畜牧

交易市场和屠宰场为商品流的集散地和中心区域, 逐渐形成了自身

的模式: 肉牛繁育—交易—肉牛育肥—交易—屠宰、 加工、 销售的

高效、 节粮、 产业化区域发展格局。

(三) 缺乏带动作用

我国高效养牛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不高, 肉牛产

业一体化程度不高, 一体化不高主要表现在: 肉牛养殖方面产业链

条不够完整。 养殖的产、 供、 销环节不紧凑; 农业产业化生产加工

企业同农户的利益结合不紧密, 对农户的带动作用不大, 利益分配

格局不合理; 双方没有形成利益共沾, 机会共享的发展格局。

对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来说, 高附加值的产品比较罕见, 品

牌意识不强, 品牌产品比较少, 一般集中在初期产品的加工生产

上, 精深加工少。

因此, 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利用饲料成本低廉的优势, 形成高

效养牛乡、 村、 农户多养殖繁育母牛, 让繁育母牛多产犊牛, 把犊

牛饲养成架子牛后, 再集中育肥出售, 让高效养牛的各个链条纳入

到现代企业管理的轨道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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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牛产品竞争力不强

国际市场出口牛肉缺乏竞争力, 这主要是我国牛肉生产水平相

对落后, 牛肉质量不高, 这些因素直接影响的牛肉的市场价格造成

了生产效益落后的局面, 如何高效养殖成了一个新课题, 就我国目

前情况来看: 牛的成活率 40% ; 用冷冻精液的人工授精率低; 存栏

牛的每头牛提供的肉量不高为 40 千克; 肉牛的屠宰率 40% ~ 50%

不及育肥牛的 54% 。 另外, 生产方式粗放型发展, 星罗棋布的个体

养牛户分散经营自负盈亏, 规模小, 水平低。 虽然是船小好调头但

是对市场和价格方面的信息反应缓慢。 发展中的矛盾比较突出。

(五) 高效养牛的资金匮乏, 肉牛生产周期长

高效养牛业的资金不足难以形成规模化、 产业化的饲养模式。

另外, 我国牛业发展自身生产周期长, 我国目前肉牛从配种到产下

犊牛需要九个半月, 从犊牛到

育肥牛出栏 18 ~ 20 个月, 生产

一头牛的时间总体上需要 28 ~

30 个月。 在资金方面, 对于单

个的养殖户来说, 20 头牛的存

栏, 固定资产和饲料费用需要

10 万左右, 再加上购置架子牛的 7 万 ~ 8 万。 因此, 投资大, 周期

长已经让我国的养牛业在高效、 节粮方面失去很多比较优势。

(六) 精细饲料的总体匮乏, 是对我国的高效养牛业的

挑战。
高效养殖的饲料主要有粮食、 饼粕等精料和以草原、 草山、 农

作物副产品为主的粗料两类, 而肉牛的生产更要靠粮食的投入, 因

为肉类生产是靠饲料通过牲畜的转化而来。 要做到高效养牛,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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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精料的配给上更是重要, 而我国目前养牛业惯用的是秸秆养

牛, 秸秆所提供的营养物质仅能达到维持和部分维持营养之需, 如

果需要增重所需要的营养必须以精料的形式由粮食来补给。 在高效

养牛中牛的日食摄入的营养除了维持自身生长的营养需求外, 增重

必须在超过自身需要的剩余才能实现。 这部分营养要粮食等精料来

提供。

三、 促进我国高效养牛产业的发展

21 世纪, 面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我国高效养

牛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虽然我国养牛业的整体数量比较多, 但是就发展水平来看, 生

产水平还比较低, 从世界角度看, 每头牛的胴体重量也低于世界平

均水平。 另外, 我国的良种杂交改良的牛数量比较少, 仅占我国牛

群的 15%左右。 这种落后状况主要表现为: 良种化水平低, 养殖方

式管理粗放化, 高效养殖技术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 饲料转化程度

不高, 肉牛出栏周期长, 每头牛的产量少等特点。

面对我国牛业的挑战, 为促进我国高效养牛业的区域性产业发

展, 实现高效养牛业的持续发展。 必须转变思路, 从源头上做起。

做到: 从能繁母牛的规范健康饲养开始, 实现牛的来源充足, 提供

的肉品优良, 生产加工企业对牛的养殖基地、 牛种源、 育肥、 屠

宰、 分割等建立健全标准。 实施从养殖到牛肉、 牛源的可追溯制

度, 以壮大我国的养牛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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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内黄牛 业业业

一、 秦川牛

(一) 产地及分布

秦川牛原产于陕西省关中地区, 因 “八百里秦川冶 而得名, 以

渭南、 临潼、 蒲城、 富平、 大荔、 咸阳、 泾阳、 三原、 高陵、 武

功、 扶风、 兴平、 乾县、 礼泉、 岐山等 15 个县、 市为主产区。 还

分布于渭北高原地区。 甘肃省庆阳地区原产早胜牛、 秦川牛总头数

在 70 万头以上。 是我国著名的地方耕肉兼用品种, 也是我国体型

高大的黄牛品种之一。

(二) 外貌特征

秦川牛体型高大, 骨结构粗大, 肌肉壮实, 体质丰满, 体质比

较强健, 头部方正, 肩斜而长, 胸部比较宽深, 肋部开张而长, 背

腰宽广, 长短均匀, 搭配良好, 荐骨高耸, 后驱发育不健全, 四肢

比较粗而壮, 前肢的间距比较宽阔, 会出现外弧的情形, 公牛比较

高大, 脖子短而粗, 垂皮发育良好, 髻甲宽大而高耸, 母牛长的秀

丽, 脖子长的比较适中, 髻甲薄而低, 牛角不尖锐而且比较短, 大

多向后稍微弯曲或外下方, 牛的体色主要有黄、 红、 紫红。 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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