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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肃北县是甘肃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地处祁连山麓余脉,总面积6.67万km2,是甘肃省面

积最大的县。肃北牦牛是分布在肃北县盐池湾一带,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所形成的独特的牦牛群

体,具有体格大、生长速度快、产肉性能好等优势,深受牦牛饲养地区牧民群众的喜爱。目前,肃北

牦牛存栏0.92万头,其生产的奶、肉等为当地牧民提供了生活资料和经济来源,对于当地社会经济

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肃北牦牛虽然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也存在一定

的制约因素。因此,本文通过分析肃北牦牛现状及取得的一些发展成效,指出肃北牦牛产业发展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措施和建议,从而促进肃北县牦牛产业快速发展,促进当地

居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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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Subei
 

County
 

is
 

the
 

only
 

Mongolian
 

Autonomous
 

County
 

in
 

Gansu.It
 

is
 

located
 

in
 

the
 

remaining
 

pulse
 

of
 

Qilian
 

Mountain,with
 

a
 

total
 

area
 

of
 

66
 

700
 

square
 

kilometers.It
 

is
 

the
 

largest
 

county
 

in
 

Gansu
 

Province.Subei
 

yak
 

is
 

distributed
 

in
 

Yanchi
 

Bay,Subei
 

County.After
 

a
 

long-term
 

natural
 

selection
 

of
 

unique
 

yak
 

groups,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large
 

physical
 

fit-
ness,fast

 

growth
 

speed,and
 

good
 

meat
 

production
 

performance.It
 

is
 

deeply
 

loved
 

by
 

the
 

herdsmen
 

in
 

the
 

yak
 

raising
 

area.At
 

present,the
 

Subei
 

yak
 

storage
 

fist
 

is
 

0.92
 

million.The
 

milk
 

and
 

meat
 

produced
 

by
 

it
 

provided
 

local
 

herdsmen
 

with
 

the
 

source
 

of
 

living
 

materials
 

and
 

economic
 

sources,which
 

is
 

essential
 

for
 

the
 

loc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poli-
cy

 

suppor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although
 

Subei
 

yak
 

has
 

developed
 

rapidly,there
 

are
 

certain
 

restrictions.Therefore,by
 

analy-
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bei
 

yak
 

and
 

some
 

development
 

results,pointing
 

out
 

th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ubei
 

yak
 

industry,put
 

forward
 

the
 

solution
 

and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so
 

as
 

to
 

promo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u-
bei

 

yak
 

industry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local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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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北县是甘肃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地处祁连

山麓余脉,总面积6.67万km2,是甘肃省面积最大

的县,全县辖2镇2乡26个行政村2个社区,常住

人口1.54万人,主要有蒙、汉、回、藏、满、裕固等9
个民族,年降水量为183

 

mm,无霜期为156
 

d,降水



多集中在夏季,其次是春季,冬季最少[1]。肃北牦牛

是肃北县优势畜种,以天然放牧为主,对高寒的自然

环境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够采食高寒草原和高寒

草甸,提供绿色产品,为农牧民群众提供生产生活资

料,在高寒牧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大力

发展肃北牦牛产业对提高绿色优质畜产品供应、发
展畜牧业、促进农牧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1 发展现状

1.1 肃北县牧草概况

  肃北县草原面积244.942万hm2,天然草原植

被可划分为温性草原、高寒草原、高寒草甸、低地草

甸等9个类,17个亚类、19个组,29个型[2]。肃北

县南部祁连山地区,分布的植物有210种,其中,中
低等以下的牧草占植物群落88%;中等以上的牧草

占植物群落12%。马鬃山区分布的植物种有86
种,其中,优良牧草占植物群落81%。植物种类主

要以金露梅、紫花针茅、短生蒿草、细叶马兰等为主;

北部大面积为荒漠,植物种类单一,主要分布梭梭、

麻黄、柽柳、毛柳、沙棘、白刺、霸王、猪毛菜、合头草

等植物。肃北县丰富多样的天然草原植被类型为肃

北牦牛提供了优良的牧草资源。

1.2 肃北牦牛产业发展情况

  肃北牦牛分布在肃北县盐池湾一带、经过长期

的自然选择所形成的独特的牦牛群体,与甘南牦牛、

天祝牦牛等牦牛品种相比,肃北牦牛具有体格大、生
长速度快、产肉性能好等优势,深受牦牛饲养地区牧

民群众的喜爱[3]。肃北牦牛优质种牛远销甘肃省肃

南县、新疆巴里坤、青海省大通县、西藏阿里地区等

地,产业化开发利用的潜力大。近年来,受到政策的

扶持作用,当地政府在完善牦牛良种繁育体系、技术

服务保障体系、饲草料供应体系和产业化经营体系

等方面狠下功夫,进一步拓展了肃北牦牛的产业链

条。肃北牦牛已成为当地的富民产业、健康产业和

有机产业。目前,肃北县盐池湾乡肃北牦牛饲养量

达9
 

200头,其中:能繁母牛2
 

760头。现有牦牛养

殖合作社2个,每个合作社养殖牦牛200头以上,有
肃北牦牛养殖核心群5户,户均养殖牦牛200头以

上,有牦牛养殖基础群、扩繁群10户,户均养殖牦牛

150头以上,以盐池湾乡肃北牦牛三级繁育体系带

动全县20
 

000多头牦牛产业的发展,为肃北县牦牛

基地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3 发展肃北牦牛产业的措施与成效

1.3.1 提高肃北牦牛繁殖能力 肃北牦牛生长于

高海拔地区,冬季寒冷,夏季干旱,导致其繁殖力低

下,多见于两年一胎或三年两胎。牦牛繁殖调控技

术是牦牛产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开展肃

北牦牛繁殖能力提升关键技术研究,提高肃北牦牛

繁殖成活率,将有效缩短牦牛繁殖育种时间,是提升

肃北牦牛供种能力、加快肃北牦牛产业化开发、增加

牧民收入的关键技术措施,为牦牛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奠定技术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1.3.2 建设西部牦牛繁育驯化基地 按照大力培

育特色产业,打造“一县一业,一乡一品”的发展思

路,进一步拓展肃北牦牛产业链条,促进牧民增收,

2022年,肃北县挂牌成立了繁荣西部(肃北)牦牛繁

育驯化基地,通过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牧

户”的经营管理模式,按照“打造5户200头以上核

心群、5户100头以上基础群、5户100头以上扩繁

群”的三级繁育体系建设,采取“分户散养、统一品

种、统一鉴定、统一销售”的一分三统的养殖模式,开
展肃北牦牛品种和肉品品牌的科学认证、高端策划,

推动肃北牦牛产业稳步高效发展[4]。随着西部(肃

北)牦牛繁育驯化基地的建成,持续改善了肃北雪域

高原生态环境和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形成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草地牧业发展局面。如今,

西部(肃北)牦牛繁育驯化基地已成为肃北产业结构

调整、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和“加速器”。

1.3.3 着力打造肃北牦牛品牌 为做大做强牦牛

产业,肃北县坚持草畜一体,稳步扩大优质饲草基地

规模,不断推进数字有机生态牧场、屠宰加工冷链仓

储基地等项目建设,不断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着
力提升肃北牦牛生产性能、相关产品质量,壮大养殖

规模,提高养殖水平,打造“肃北牦牛”品牌,提升“肃
北牛肉”品牌知名度。目前,肃北县“品牌牦牛”已销

售到本省甘南州、张掖市肃南县,青海大通县,西藏

阿里地区等地。“肃北牦牛肉”已纳入2023年第三

批“全国名特优新农品”名录,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证书”。此外,肃北县还全面开展肃北牦牛种质

资源认定及地理标志产品申报评审认证等工作,申
报《肃北牦牛遗传资源鉴定与评价》和《肃北牦牛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认证资料已分别提交于全国畜牧总站

畜禽资源处、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受理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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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问题

2.1 养殖技术不够高

  肃北牦牛两年一胎或三年二胎,繁殖能力不高,

在犊牛出生以后,一般存在母乳摄入不足的现象,导
致犊牛得不到充足的营养,生产缓慢、养殖周期较

长、经济效益低下[5]。加之牧民群众科学养殖意识

相对淡薄,仅凭祖祖辈辈积累的经验养殖,缺乏牦牛

科学繁殖的相关知识,造成很多先进技术不能应用

于生产实践,对群体中中年偏老、综合性能不好的牦

牛不会进行剔除,无法选择较为优秀的牦牛品种进

行保种繁殖,造成了牦牛品种的选育水平普遍不高、

畜群结构不均衡等问题。

2.2 养殖规模不够大

  一是受传统粗放的生产方式影响,草场承包到

户围栏隔离,牦牛缺少大范围混群大循环机会,长期

以户内小循环自然交配为主,导致配种方法单一,近
亲繁殖严重,牦牛幼崽成活率较低,畜群周转减慢。

二是现有的种畜基地普遍规模小,设施配套不完善,

许多先进技术不能得到完全推广使用,种畜选育技

术水平亟待提高,种畜供应能力有限。肃北县共有

肃北牦牛养殖核心群5户,有牦牛养殖基础群、扩繁

群10户,制种供种能力有限,养殖规模不够大,没有

完全形成大规模养殖。

2.3 养殖设施不够完善

  在牦牛养殖过程中,饲草料储备、棚舍、配种和

防疫等配套基础设施老旧是大部分牧民所面临的问

题[6]。一方面,随着物价上涨,牧民迫于生活,只能

在有限的草场上不断增加牲畜养殖数量。另一方

面,随着干旱少雨和鼠虫害的影响,草场逐渐退化,

生产力逐渐降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牦牛产业的快

速发展。加之肃北县牧草枯草期较长,枯草期牧草

种类稀缺、营养价值不高,所以枯草期的牦牛只能勉

强维持生存,长时间营养不足将会导致生产性能严

重下降。

2.4 基层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建设不够

  目前,肃北县内畜牧人才队伍学历整体偏低,高

学历人才短缺,人才引进难度大,尤其县乡畜牧站专

业技术人才更为匮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畜牧业发

展的需要。与此同时,人员不足也导致牦牛育种工

作进度缓慢,跟不上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导致用于

育种的群体规模有限,表型数据测定不够,数据规模

较小。再加上牦牛生活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我国规

模化、集约化的牦牛育种企业较少,育种从业人员理

论基础较为薄弱,制约了牦牛遗传评估及选择准确

性的提高。

3 促进肃北牦牛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抓好肃北牦牛生产基地配套设施建设

  通过核心引领,提高牧区养殖户对肃北牦牛养

殖的积极性。在掌握实际需求、科学规划的基础上,

制定详细实施方案,充分利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采
取补贴方式,支持家庭牧场、合作社、养殖大户在常

年放牧的肃北牦牛生产基地配套建设牲畜暖棚、储
草棚等基础设施,争取5年内新(改扩)建暖棚20万

m2,储草棚5万 m2,减少冬季由于寒冷造成的损

失,为冬春季乏弱畜进行补饲提供基本保障。

3.2 打造肃北草原有机畜产品品牌

  实施“甘味”品牌营销战略,打造草原天然有机

品牌,申报“肃北雪山牦牛肉”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和商标品牌,完善仓储冷链物流体系,抓好产销对

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供应链,使肃北牦

牛产业尽快走上产加销一体化、集群化发展路子,促
进肃北牦牛产业全面发展。

3.3 强化饲草供应

  利用牧区救灾资金在牧草收获季节,积极组织

牦牛产业养殖合作社、家庭牧场、养殖大户等经营主

体,从周边市县调运储备饲草料,建立牦牛饲草生产

供应基地,确保冬春季牦牛补饲和灾害应急饲草需

求。在盐池湾乡、石包城乡、党城湾镇等地的沿河流

域地带和石包城乡、党城湾镇半农半牧区的适宜地

区,科学规划人工种草区域,平整土地、准备适应本

地 生 长 的 牧 草 种 子,确 保 每 年 完 成 人 工 种 草

400
 

hm2。

3.4 提升基层畜牧兽医体系服务能力

  加大当地牧民培训力度,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提

高新生犊牛成活率,提高养殖效益。分期举办牦牛

养殖技术培训班,由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负责

进行短期培训,对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负责人、养
殖大户采取现场教学和实地操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培训,提高业务水平、增强服务能力。

3.5 发挥基层畜牧兽医服务优势

  发挥县乡镇畜牧兽医机构的优势,采取一对一、

点对点进行畜牧养殖技术推广、疫病防控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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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实现对合作社、家庭牧场和养殖户的全覆盖。

突出抓好乡镇畜牧兽医服务体系建设,拓展和发挥

好乡镇畜牧兽医体系的公益性服务职能,做好畜种

改良、疫病防治等公益性职能,发挥基层畜牧兽医人

员的积极性,不断增强服务能力,扩大服务半径,保
障肃北牦牛产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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