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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掖肉牛分布在河西荒漠区,主产于河西走廊一带,是当地重要的经济畜种,也是典型的高

原模式畜种,具有很强的环境适应性。本文对高海拔高寒地区放牧的张掖肉牛与平原区放牧的张

掖肉牛进行了繁殖性能和生长性能的研究,并观测其环境适应性及抗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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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angye
 

beef
 

cattle
 

are
 

distributed
 

in
 

the
 

desert
 

area
 

of
 

Hexi,
 

and
 

are
 

mainly
 

produced
 

in
 

the
 

Hexi
 

Corridor.
 

This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livestock
 

species
 

in
 

the
 

local
 

area,
 

and
 

it
 

is
 

also
 

a
 

typical
 

plateau
 

model
 

livestock
 

species
 

with
 

strong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In
 

this
 

paper,
 

th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and
 

growth
 

performance
 

of
 

Zhangye
 

beef
 

cattle
 

grazing
 

in
 

high-altitude
 

alpine
 

areas
 

and
 

Zhangye
 

beef
 

cattle
 

grazing
 

in
 

plain
 

areas
 

were
 

studied.
 

We
 

observed
 

its
 

environmental
 

adaptability
 

and
 

disease
 

resistance
 

during
 

th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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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掖肉牛选育的基础群体是本地黄牛(俗称“河
西黄牛”),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引进西门塔尔牛

冻精改良本地黄牛,拉开了黄牛改良的序幕。在历

代畜牧工作者坚持不懈改良选育工作的基础上,充
分挖掘利用张掖西门塔尔杂交种群的资源优势,利
用饲草饲料资源、品种繁育推广、规模化集约化养殖

三大优势,采取开放核心群育种方式,通过杂交创

新、横交固定和世代选育的培育过程,培育出一个适

合甘肃河西走廊灌溉农业区和农牧交错区,乃至西

北寒冷干燥大陆性气候环境下饲养的肉牛品种。
张掖肉牛体型高大、四肢粗壮、肌肉发达、结构

匀称。外貌具备“五白”、“净脸”、大白头、体躯黄

(褐)白花相间的特征,面部基本无杂色。公牛头大

额宽,额毛卷曲,颈粗短;母牛头部清秀且大小适中,
蹄质坚实,乳房发育良好,结构匀称。公母牛大部分

为短平角,部分为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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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掖肉牛有较强的耐寒、耐热、抗病能力,可承

受30~40℃高温环境,在-30℃气温下仍能正常进

食和生长,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力。适宜于舍饲、放
牧加补饲和全放牧等饲养方式,有较强的耐粗饲能

力,无论规模性舍饲养殖,还是农户散养都表现出很

好的繁殖能力和生长性能。根据全国各地的引种情

况表明,在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河南、河北、四
川等地区,乃至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都表现出较好

的繁殖力和生长性能。通过开展环境适应性研究,
为全面了解张掖肉牛的适应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1 试验目的与方法

1.1 试验目的

自2020年以来,在山丹县沿山区和甘州区平原

区针对高海拔高寒地区放牧的张掖肉牛与平原区放

牧的张掖肉牛,开展张掖肉牛环境适应性研究,进行

繁殖性能和生长性能的测定,观测环境适应性及抗

病力。

1.2 测定方法

在山丹县沿山放牧区选择张掖肉牛组成试验

组,在甘州区放牧区选择张掖肉牛组成对照组。两

71畜牧兽医杂志    第42卷    第3期    2023年



个县区在天然放牧情况下,采用相同的饲料,相同的

饲喂量和饮水量,对张掖肉牛开展繁殖性能、生长性

能的研究,观测高海拔地区的适应性及抗病力。测

定收集两组牛只的受胎率、繁殖率、流产率、疾病发

生率、日增重、生长性能等数据,观察其放牧采食行

为、代谢能、性行为、适应性及抗病力。

1.3 测定指标与规模

在山丹县山宁农林牧发展有限公司选择月龄和

体形大小相似的张掖肉牛公母各30头牛组成山宁

组,在甘州区龙鑫肉牛养殖有限责任公司选择月龄

和体形大小相似的张掖肉牛公母牛各30头牛组成

龙鑫组。两组牛每天采食饮水总量控制在相近范围

内,每头牛每天采食饲料
 

2~4
 

kg左右,采食草

10~15
 

kg左右,饮水40~60
 

kg左右,在每年12月

-次年3月左右会因气候、春节等原因,迁移进行舍

饲养殖。
通过测定120头牛4个阶段的5个生长性能指

标,对比饲养条件,检查母牛配种登记表、产犊登记

表、日常发病情况等进行分析总结。

1.4 数据对比

1.4.1 饲养条件对比 对山宁组和龙鑫组饲养条

件进行了对照比较。

1.4.2 生长性能对比 参加试验的120头张掖肉

牛每月都开展1次生长性能测定,分别测定体重、体
高、体斜长、胸围、腹围。将1年多测定的数据,按照

山宁组公牛、龙鑫组公牛,山宁组母牛、龙鑫组母牛

进行分类。

1.4.3 平均日增重对比 计算出山宁组公牛、龙鑫

组公牛,山宁组母牛、龙鑫组母牛共120头张掖肉牛

的平均日增重,进行对比分析。

1.4.4 适应性、繁殖性能、发病情况对比 通过进

一步深入调查120头张掖肉牛的适应性、繁殖与发

病情况,记录每周采食饮水情况,登记配种、产犊情

况表,记载发病及死亡等情况。

2 结果分析

2.1 生态环境比较

山丹县为张掖市辖区县,地处东经100°41'~
101°42',北纬37°50'~39°03'之间,属于高原高寒地

带,全境属大陆性高原高寒半湿润气候,具有寒冷、
四季不分明、雨量集中、带有明显的垂直分带性特

点。冬季受西伯利亚冷气团影响,气候严寒干燥,降
水稀少。夏季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印度洋暖湿气

流影响,气候温凉,雨量集中。降水量随海拨的升高

自北向南有明显的垂直分带性。在海拨2
 

600~
2

 

850
 

m 之间为寒冷 半 干 旱 区,在 海 拨2
 

850~
4

 

933
 

m之间为高寒湿润区。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

气候,季节分布不均,太阳辐射强,日照时数长,气温

低,昼夜温差大,降水量少而集中,蒸发量大,湿度

小,无霜期短;甘州区地处东经100°6'~100°52'北
纬38°39'~39°24'之间,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境内地

势平坦,河流密布,土地肥沃,水草茂盛,自然条件优

越,灌溉农业发达,属典型的绿洲灌溉农业区。
甘州区为张掖市辖区,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巴丹

吉林沙漠南部边缘,祁连山北麓,北纬38°32'~39°24'、
东经100°06'~100°52',属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的

过渡地带。地形由南部祁连山,北部合黎山、龙首

山,中部平原组成;地势南北高、中间低,由东南向西

北倾斜的盆地,海拔在1
 

400~2
 

000
 

m之间,具有

独特的走廊地形和荒漠绿洲景象,走廊绿洲盆地是

本区主要的农耕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黑河贯穿

全境,灌溉条件便利,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区东

西长65
 

km,南北宽98
 

km,总面积3
 

661
 

km2,其中

耕地面积76
 

913
 

hm2。东邻山丹县,南靠民乐县,
西与临泽县接壤,北与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毗连。(见
表1)

表1 山丹县和甘州区气候条件比较
        

县区
海拔

(m)
年平均气温

(℃)
极端最高

气温(℃)
极端最低

气温(℃)
全年降

雨量(mm)
全年蒸

发量(mm)
全年无

霜期(d)

山丹县 2650-4933 4-7 36 -28.2 227-290 1614-2500 110—138 123

甘州区 1400-2000 6-8 38.6 -28.7 130-450 2047-2350 138—179 129

2.2 饲养条件对比

山宁组和龙鑫组饲养条件对比结果。(见表2)

2.3
  

体重与体尺

应用SPSS
 

23软件对120头张掖肉牛4个阶段

的生长性能进行数据分析:山宁组公牛在4个阶段

的5个生长性能指标都显著高于龙鑫组公牛、山宁

组母牛、龙鑫组母牛(P<0.05);山宁组母牛在6月

龄胸围、12月龄重、18月龄体高、18月龄体斜长、18
月龄胸围、24月龄体高、24月龄胸围、24月龄腹围

显著高于龙鑫组母牛(P<0.05)。(见表3、表4、表

5、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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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饲养条件对比

分组 海拔特点 气温特点 生态环境特点 饲养方式 粗饲料种类 精饲料种类 饲养条件评价

山宁组
地处沿山区,海
拔 高,氧 气 含
量低

冬 季 寒 冷 昼 夜
温差大、气温相
对较低

紫外线强、风沙
大、

   

雨 量 少、
干旱

放牧为主

多 年 生 可 生
草本植物、青
贮、麦秸

 

苜蓿
等干草

配合料
饲 养 资 源 相
对丰富,饲养
条件一般

龙鑫组
地处平原区,海
拔低,氧气含量
充足

气温相对舒适,
昼夜温差小

陆势平坦,降水
量较多

 

雨量充
足、河 流 密 布,
土地肥沃,水草
茂盛

放牧为主

多 年 生 生 草
本 植 物、青
贮、麦秸

 

苜蓿
等干草

配合料
饲 草 料 资 源
丰富、饲养环
境适宜

表3 6月龄两组公母牛的生长性能对比
             

kg,mm

项目 山宁组公牛 龙鑫组公牛 山宁组母牛 龙鑫组母牛

6月龄重 235.07±5.09a 221.77±11.82b 220.63±8.31b 218.87±8.70b

体高 110.10±2.58a 108.87±3.86a 105.83±1.80b 105.60±1.79b

体斜长 117.17±2.28a 112.40±4.82b 109.37±3.17c 108.43±1.96c

胸围 153.80±3.72a 134.37±4.60c 139.67±10.88b 134.80±4.72c

腹围 167.17±6.88a 152.80±5.01b 156.57±8.31b 155.17±7.07b

表4 12月龄两组公母牛的生长性能对比
             

kg,mm

项目 山宁组公牛 龙鑫组公牛 山宁组母牛 龙鑫组母牛

12月龄重 395.47±33.91a 327.93±17.07c 352.20±19.88b 330.20±17.58c

体高 122.27±3.62a 118.17±3.65b 117.93±2.94b 116.63±2.81b

体斜长 134.60±2.28a 130.03±4.94b 126.93±3.94c 124.97±2.99c

胸围 167.07±3.80a 154.80±3.83b 156.87±6.74b 154.17±4.72b

腹围 190.73±6.94a 179.67±5.22b 172.77±9.21c 169.43±3.76c

表5 18月龄两组公母牛的生长性能对比
             

kg,mm

项目 山宁组公牛 龙鑫组公牛 山宁组母牛 龙鑫组母牛

18月龄重 479.43±41.20a 426.67±18.09b 426.63±14.52b 423.10±19.93b

体高 130.73±1.31a 125.47±4.67bc 127.50±2.66b 124.87±4.88c

体斜长 143.40±3.16a 138.20±5.18b 137.30±3.93bc 134.73±3.35c

胸围 181.00±5.09a 174.03±5.74b 177.37±6.27ab 174.53±5.34b

腹围 203.43±9.64a 197.00±6.06b 199.03±7.81ab 198.40±7.74ab

表6 24月龄两组公母牛的生长性能对比
             

kg,mm

项目 山宁组公牛 龙鑫组公牛 山宁组母牛 龙鑫组母牛

24月龄重 574.43±46.31a 501.43±24.90b 502.30±17.28b 487.43±21.47b

体高 139.83±2.45a 130.17±3.15c 132.87±3.85b 129.60±3.95c

体斜长 148.83±2.45a 142.53±5.21b 141.37±4.25b 142.97±4.67b

胸围 220.50±6.86a 205.20±8.26b 208.00±6.65b 198.30±6.25c

腹围 243.03±10.30a 225.30±9.71c 233.63±9.87b 222.23±8.2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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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增重

根据6~12月龄、12~18月龄、18~24月龄龙

鑫组公牛、山宁组母牛、龙鑫组母牛平均日增数据,

发现山宁组公牛在6~12月龄、18~24月龄比龙鑫

组公牛增重明显,山宁组母牛在6~12月龄、18~24
月龄比龙鑫组母牛增重明显(见表7)。

表7 
 

平均日增重对比
                           

kg

各阶段平均日增重 山宁组公牛 龙鑫组公牛 山宁组母牛 龙鑫组母牛

6-12月龄平均日增重 0.8911 0.5898 0.7309 0.6185

12-18月龄平均日增重 0.4665 0.5485 0.4135 0.5161

18-24月龄平均日增重 0.5278 0.4154 0.4204 0.3574

2.5 受配率与产犊率

通过检查120头牛中母牛的配种登记表和母牛

的产犊登记表,山宁组受配率在98%左右,产犊率

在90%左右,发病率小,少数为呼吸道疾病,环境适

应强,死亡率小。龙鑫组受配率在97%左右,产犊

率在84%左右。发现山宁组和龙鑫组的受配率差

别不大,但山宁组的产犊率略高于龙鑫组,说明张掖

肉牛在高海拔、高寒地区、低氧区有较强的适应性,
在产犊率方面表现出较明显优势。

2.6 采食、采水和活动量

山宁组和龙鑫组的采食采水区别不大,牛只多

数在草场采食饲草,采水和采食饲料在放牧区固定

点,但山宁组牛的活动量方面略高于龙鑫组。

2.7 抗病力分析

通过对山宁组和龙鑫组的多次深入走访调查,
发现山宁组牛的疾病少于龙鑫组,在抗病力方面表

现出较明显优势。发病率较小,少数为消化道和呼

吸道疾病。环境适应较强,死亡率较小。山宁组的

抗病力较强
 

,耐寒、耐粗饲
 

,除在引进初期
 

,因环境

和饲养方式变化
 

,有2头牛出现下痢
 

,经治疗后痊

愈外
 

,无其他疾病及死亡现象发生。

2.8 其他相关研究

在试验中发现牲畜粪尿沉积作为一种重要的施

肥措施,类似于无机氮和磷肥施加,通过与草地植物

相互作用,被植物吸收利用,从而在草地营养元素循

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放牧时产生的粪便返还会直接

增加土壤营养元素含量,有助于加速生态系统养分

循环速率。作为天然草地重要的养分来源,放牧时

产生的粪尿返还对于维持草地植被生长的养分需求

和调控土壤养分平衡有良好作用。
低温、低氧、高紫外辐射是高海拔地区环境的主

要特征,氧气又是生物体生长发育不可或缺的必备

物质,在试验中发现山宁组在高海拔的适应性往往

体现在血液、肺动脉、心肺、肌肉以及能量代谢等方

面,比低海拔地区的龙鑫组有较明显优势。
同时,体外模拟瘤胃发酵试验发现,高原反刍动

物产生更多宿主可利用的挥发性脂肪酸和更少的甲

烷,说明高原反刍动物的能量利用更高效,从侧面揭

示了高原反刍动物具有更好的高原适应性。

3 结论

通过对张掖肉牛山宁组和龙鑫组两组牛开展环

境适应性研究,从生态环境、生长性能、饲养条件、平
均日增重、适应性、繁殖性能、发病情况等进行对比

分析,发现山宁组张掖肉牛在高海拔、高寒地区、低
氧区有较强的适应性,与平原区龙鑫组张掖肉牛表

现出较明显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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