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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仁牦牛是甘南州特有的畜种,也是名幅其实的绿色食品的“全能”家畜,常年为当地农牧

民群众提供乳、肉、毛、皮、役等生产生活资料,因此,美仁牦牛在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的前提下,要
促进甘南州美仁牦牛产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以振兴美仁牦牛产业为目标,以主推美仁牦

牛品牌为核心,形成美仁牦牛产业良性循环发展体系,本文主要论述了美仁牦牛的起源和分布、繁
殖性能、生产性能及发展前景,助力于牦牛产业持续健康高效发展。
关键词:美仁牦牛;遗传传资源;特性分析;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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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
 

Meiren
 

yak
 

is
 

a
 

unique
 

breed
 

in
 

Gannan
 

and
 

is
 

a
 

genetically
 

independent
 

gene
 

pool.Also
 

is
 

a
 

veritable
 

green
 

food
 

“all-round”
 

livestock,perennial
 

local
 

farmers
 

and
 

herdsmen
 

to
 

provide
 

milk,meat,fur,leather,and
 

other
 

means
 

of
 

produc-
tion

 

and
 

living,so,in
 

order
 

to
 

promote
 

the
 

virtuous
 

circl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iren
 

yak
 

industry
 

in
 

Gannan
 

Prefec-
ture,Meiren

 

yak
 

should
 

make
 

rational
 

use
 

and
 

protect
 

its
 

transmitting
 

resources.With
 

the
 

goal
 

of
 

revitalizing
 

Meiren
 

yak
 

indus-
try

 

and
 

the
 

core
 

of
 

promoting
 

Meiren
 

yak
 

brand,a
 

virtuous
 

circle
 

development
 

system
 

of
 

Meiren
 

yak
 

industry
 

will
 

be
 

formed,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distribution,reproductive
 

performance,production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Meiren
 

yak,which
 

will
 

help
 

yak
 

industry
 

to
 

develop
 

healthily
 

and
 

effici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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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古时期,青藏高原水草丰茂。特别是在阿尼

玛卿雪山主峰太子山一带,更是大批野生动物(包括

野牦牛、藏羊)生活的理想乐园。史记中所说的“羌
中畜牧甲天下”,也正是这片沃土,孕育了美仁牦牛。
美仁牦牛的繁衍进化史上,一直存在“驯化到输入野

血再到驯化”这样一个循环。自古以来就有“美仁牦

牛一堵墙”的美称。据当地百姓口口相传,直至解放

初在太子山周边尚有少量野生牦牛活动的踪迹,也
有野生牦牛偷配家牦牛的传闻,由于地处偏僻,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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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这种循环一直持续到近代,受野生基因的影

响[1],加之草甸草原丰富的饲草,结净的水源,美仁

牦牛以体格硕大而享誉甘南草原,美仁牦牛主要生

存在海拔3
 

200
 

m以上的草甸型草原上,年平均气

温5~14
 

℃,冻土期长达7个月以上,草场主要以高

山草甸草原和禾本科、莎草科天然牧草为主,由于海

拔高、地形复杂、大冰雹、暴风雪、连阴雪及骤降温等

灾害性天气时有出现[2]。美仁牦牛主要分布在合作

市多盖多玛镇和多盖曼玛镇,卡加道乡也有少量的

美仁牦牛。美仁牦牛原产于以合作市佐盖多玛乡新

寺、仁多玛、德合冒、当江四村为中心,以及相邻的佐

盖曼玛乡、卡加道乡部分纯牧区为范围的高原牦牛

特有类群,为中心产区的农牧民群众提供了乳、肉、
毛、皮、役等生产生活资料。现有美仁牦牛5.35万



头,存栏量占合作市牛存栏总数的63.8%。为保护

这一特有畜种,组建了“美仁牦牛1号”和“美仁牦牛

2号”基地。美仁牦牛作为甘南州特有畜种,美仁牦

牛遗传资源特性研究和保护利用势在必行。

1 美仁牦牛外貌特征

  美仁牦牛体格健壮,结构紧凑,肌肉丰满;被毛

密长且覆有底绒,下腹着生裙毛,尾毛长而蓬松如帚

状;毛色以黑色、黑褐色为主,部分呈黑白花色。美

仁牦牛胸深宽广,肋骨长,腹大而圆,尻部稍斜,四肢

较短,关节明显,粗壮有力。公、母牦牛多数有角,角
型由基部先向外伸,然后内弯曲呈弧形,公牛头粗

大,额宽平,颈粗而隆起,鬐甲厚长,背腰较宽而平

直,尻部稍凸,睾丸发育好,阴囊紧缩,睾丸不下垂。
母牛头部较轻,面部清秀,鬐甲较低,体躯长,角秀丽

细长。乳房小,乳头短,乳静脉不发达。自古以来就

有“美仁牦牛一堵墙”的美称,以体格高大而享誉甘

南高寒牧区,也是甘南州特有畜种。为此,受到农牧

民群众和广大畜牧从业者的广泛关心和关注[3],我
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利用和保护。

1.1 美仁牦牛的生理指标及生态生理特性

  由表1可知,红细胞、血红蛋白、呼吸频率、脉
搏,均高于黄牛,具有适应高原少氧环境的生态生理

特性,美仁牦牛遗传资源是特有的畜禽品种(类群),
在遗传基因上是独树一帜,是极为宝贵的基因库,需
我们大家共同试验研究。

表1 美仁牦牛与黄牛的几种生理指标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everal
 

physiological
 

indexes
 

between
 

Meiren
 

yak
 

and
 

yellow
 

cattle
 

组名 红细胞(106 个 mm3)血红蛋白 呼吸频率 脉搏

牦牛 6.7~7.9 9.0~11.02 8~76 44~78

黄牛 4.4 8.06 9~29 44~51

1.2 适应高原寒冷气候环境的生理特性

  皮肤较厚,真皮层脂肪发育良好,全身紧凑无皱

褶,汗腺少,散热量小。鼻镜小,嘴唇薄而灵活,舌稍

短,舌面的丝拔乳尖发达而角质化,牙齿齿质坚硬而

耐磨,即能啃食又能卷食。牦牛较其它牛种晚熟,公
牛3岁~4岁性成熟,母牦牛3岁开始发情,一般两

年一胎或者三年两胎。

2 美仁牦牛繁殖性能

2.1 美仁牦牛初配期

  美仁公牦牛平均配种年龄为30~38月龄,美仁

母牦牛通常36月龄初配。

2.2 美仁牦牛发情与发情季节

  美仁母牦牛发情旺季为7~9月份,发情持续期

平均为20
 

h(10~36
 

h),发情周期平均21
 

d,第一次

没怀孕的美仁母牦牛,在发情季节可重复发情,怀孕

期平均为286
 

d,多为一胎一犊,两年一胎或三年

两胎。

2.3 美仁牦牛利用年限

  美仁公牦牛利用年限一般为5年左右,美仁母

牦牛利用年限一般为10年左右,畜群中公母比列

1∶20~30较为适宜。

2.4 繁殖成活率

  美仁牦牛成活率均为94.96%,美仁牦牛繁殖

成活率仅为50.02%,繁殖成活率较低。

3 美仁牦牛的生产性能
 

3.1 美仁牦牛的产奶性能

  美仁牦牛在每年的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开始产

犊,初乳一般让犊牛吮食,通常情况下挤奶次数1~
3次,因牦牛当年未怀孕者(亚玛)翌年继续少量产

奶,奶量大概是当年产犊牦牛(切玛)的一半,牦牛平

均日产奶量(切玛0.92~2.15
 

kg,亚玛0.36~
1.16

 

kg),一个泌乳期大约产奶314~333
 

kg,酥油

率平均8.36%,干酪率3.0%~3.5%。6月份平均

日产乳量为1.11±0.41
 

kg,7月份平均日产乳量为

1.52±0.65
 

kg,8月份份平均日产乳量为1.94±
0.83

 

kg,9月份平均日产乳量为1.64±0.73
 

kg,10
月份平均日产乳量为1.20±0.44

 

kg。经产母牛日均

可挤乳1.23~1.45
 

kg,153
 

d可挤乳179~223
 

kg
(不包括犊牛采食部分)。美仁牦牛乳的乳脂率和干

物质含量高,富含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
碳水化合物等。通过试验研究,美仁牦牛肉的蛋白

质和干物质含量高于黄牛肉,水分和脂肪含量低于

黄牛肉。

3.2 美仁牦牛的产绒性能及利用

  放牧条件下,美仁牦牛一般在六月中旬前后抓

绒剪 毛,每 年 剪 毛 一 次,成 年 美 仁 公 牦 牛 产 毛

1.08
 

kg(其中绒毛0.33
 

kg,成年母牛产毛0.6~
0.91

 

kg(其中绒毛0.20~0.27
 

kg)。美仁牦牛皮张

的特点是毛长、绒厚、脂肪含量小,浸润后面积和厚

度变化小,有弹性,厚度不均匀,背部最厚,颈部及腰

部最薄。成年牦牛鲜皮重为12.20~35.1
 

kg,平均

皮厚3.86
 

mm。

  美仁牦牛牦牛粗毛每年暖季剪1次,平均剪毛

量1.31
 

kg,绒毛主要用于制作围巾、衣服、包包、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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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平均抓绒量0.4
 

kg左右。如合作市多盖多玛镇

诺乐工坊,用美仁牦牛绒毛为材料,生产编制的工艺

织品,如衣服、围巾等远销海外,成为顶级奢侈品,用
美仁牦牛绒带领当地农牧民制作出世界水平的高端

服饰和家具用品。证明美仁牦牛浑身是宝,利用空

间极为广泛。

3.3 美仁牦牛的品种选育

  组建美仁牦牛优良核心群,在核心群中后备公

牛分三步选留半岁初选,1.5岁再选,两岁半定选,
落选者一律淘汰,并实行竟配淘汰,母畜超过4~5
岁而不受孕者或连续三年空怀者,母性弱不认犊者,
应及时淘汰,老弱、瘦弱畜、杂畜,一律淘汰。在不改

变美仁牦牛优良基因的前提下应针对性的(如后身

发育不良),适当引进国内优良牦牛畜种(一般不超

过外血8%)改良性状,如引进大通牦牛,阿万仓牦

牛等,对提高美仁牦牛生产性能、产肉性能及牦牛产

业整体效益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4 提高美仁牦牛饲养管理和优化经营模式

4.1 美仁牦牛饲养管理

  美仁大草原水草丰美,美仁牦牛长期以来主要

依靠天然草场终年放牧饲养,呈现“夏壮、秋肥、冬
瘦、春乏”的生长规律。冷季(11月~翌年5月)在
冬季草地上定居放牧长达200多天。暖季(6月~
10月)在夏秋季草场上放牧。传统饲养一般不补饲

或仅对妊娠母牛和乏弱犊牛进行少量补饲[4]。近年

来随着牧民饲养观念的转变和牛肉市场的兴旺,农
牧民对牦牛补饲和短期育肥出栏比较重视,饲养管

理水平逐年提升。

4.2 优化美仁牦牛经营模式

  开展牦牛培育的全哺乳技术,全哺乳在5月~7
月进行,使犊牦牛平均体重可达70.66

 

kg,每天挤

奶1次~2次 的 犊 牛 体 重 仅 为44.68
 

kg,增 加

23
 

kg,开展牦牛培育的全哺乳技术为今后的良好发

育奠定了基础。开展牦牛的适时出栏技术,通过牦

牛的适时出栏技术牦牛技术使1岁~3.5岁美仁牦

牛发育最快,3.5周岁后趋于平缓,3.5周岁时屠宰

率、净肉率、骨肉比达到高峰,为54.35%、41.5%和

3.77∶1。所以牦牛在3.5岁出栏最适宜幼牛实行

“放牧+补饲+暖棚”饲养技术,头均 减 损 掉 膘

38.86
 

kg,育成牛3岁施行“放牧+补饲”育肥,头均

多增重34.5
 

kg,这些技术的应用可使牦牛3.5岁出

栏时活重达到278
 

kg以上,且肉质、嫩度均达优良

以上[5]。美仁牦牛产业发展需培育牧区专业合作组

织,提高牧民组织化程度;组建美仁牦牛纯种繁育养

殖专业合作社,在政策、信贷、技术等方面提供支持,
率先开展美仁牦牛品牌推广工作。吸引国内外知名

企业开发牦牛资源,按照畜牧业生产标准经营“美仁

牦牛”,打“绿色牌”、产“绿色”肉乳的目标推进。

5 美仁牦牛的利用和保护

  美仁牦牛是青藏高原东部和黄土高原交汇地带

古老而原始的畜种,是甘南州特有的地畜种,美仁牦

牛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培育,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体质结构和生理机制,具有十分顽强的抗寒力,
极强的抗病能力和极强的适应高原环境能力。美仁

牦牛的肉、乳、皮和毛等优质产品是一般家畜难以比

拟和取代的,美仁牦牛不仅能在恶劣的高原环境生

存,而且还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低成本、无污染、纯
天然和高质量的牦牛食品和牦牛产品,同时也应该

是中国极为重要的畜种遗传资源[6],其潜藏着巨大

的品牌效应,具有很大的开发价值。美仁牦牛的选

育及品牌打造是一项系统工作,达到品牌效应需多

方支持,需经费保障和技术支撑。要动员组织群众

配合业务技术人员开展科研合作。发展短期及中期

规划。积极组建核心群,加大选育力度,加大老弱畜

及杂畜的淘汰。制作美仁牦牛宣传画册,美仁牦牛

宣传片,加大对外宣传力度,面向国内选择适当时期

召开美仁牦牛产品推介及学术研讨会。

  综上所述,美仁牦牛产区水源清净,生态环境没

有任何污染,素有“吃的冬虫夏草,喝的雪域神水”之
称,牦牛的产业化,需要品牌支持,美仁牦牛品牌就

会有人联想到绿色产品,这是文化的力量,定会给甘

南州牦牛产业插上腾飞的翅膀。美仁牦牛遗传资源

是特有的畜禽品种(类群),在遗传基因上独树一支,
是极为宝贵的基因库。要保护美仁牦牛资源长久发

展,我们要通过政府和科研院所的支持,进行以提纯

复壮、本品繁育、组建美仁牦牛核心群为目标,把美

仁牦牛中心产区,按照圈养、放养加补饲结合的方式

进行规模养殖,形成产业运行模式,建立了品种选

育、种畜供应、技术服务为一体的产业链,充分发挥

美仁牦牛的基因优势,积极组织申报国家地理产品

标志。利用国家家畜家禽遗传资源普查的良好机

遇,争取通过国家遗传资源委员会核验,确定为新品

种系,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品牌效应,打响“美仁牦

牛”品牌指标。通过科学选育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将美仁牦牛生产性能提高30%以上,即出栏活重达

348
 

kg以上,胴体体重达到168
 

kg以上,再现“美仁

021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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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一堵墙”的丰姿,使肉质、嫩度均有大幅提升,达
到国家B级肉类标准,以促进甘南州的美仁牦牛产

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振兴美仁牦牛产业我

们要紧紧围绕甘南牦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布局,
结合“中国牦牛乳都”品牌,不断推动美仁牦牛产业

高质量发展,按照甘南牦牛高质量发展的总体布局,
主推美仁牦牛品牌,形成美仁牦牛产业良性循环发

展体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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