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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饲料在甘南牦牛冷季保膘中的应用效果

牟永娟,
 

杨树猛,赵光平,李鹏霞,赵元芳*,宫玉霞

(甘肃省甘南州畜牧工作站,甘肃合作
 

747000)
摘 要:牦牛在高寒草地纯放牧条件下,每年冷季体重处于负增长的时间长达6个月以上,每过一

个冷季体重约减轻20%~25%。冷季大幅度掉膘直接造成畜产品的巨大损失、降低牦牛的增重速

度和增加死亡率,给牦牛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同时间接影响牦牛的繁殖性能、产奶性能以及后代

生长发育性能等。因此,冷季大幅度掉膘影响牦牛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甚至是暖季是否发情的决定

性外部因素。冷季大幅度掉膘在造成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同时其造成的间接损失远大于直接损

失。减少牦牛冷季掉膘量也正是提高牦牛业生产水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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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Under
 

pure
 

grazing
 

conditions
 

in
 

alpine
 

grasslands,yaks
 

experience
 

negative
 

weight
 

gain
 

for
 

over
 

6
 

months
 

during
 

the
 

cold
 

season
 

each
 

year,resulting
 

in
 

a
 

weight
 

loss
 

of
 

approximately
 

20%
 

to
 

25%
 

after
 

each
 

cold
 

season.The
 

significant
 

loss
 

of
 

fat
 

during
 

the
 

cold
 

season
 

directly
 

causes
 

significant
 

losses
 

to
 

livestock
 

products,reduces
 

the
 

weight
 

gain
 

rate
 

and
 

increases
 

mor-
tality

 

rate
 

of
 

yaks,and
 

has
 

a
 

serious
 

negative
 

impact
 

on
 

the
 

yak
 

industry.At
 

the
 

same
 

time,it
 

indirectly
 

affects
 

th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milk
 

production
 

performance,and
 

offspr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yaks.Therefore,the
 

signifi-
cant

 

weight
 

loss
 

during
 

the
 

cold
 

season
 

affects
 

every
 

aspect
 

of
 

yak
 

production,and
 

even
 

the
 

decisive
 

external
 

factor
 

for
 

whether
 

or
 

not
 

it
 

is
 

in
 

heat
 

during
 

the
 

warm
 

season.The
 

significant
 

loss
 

of
 

fat
 

during
 

the
 

cold
 

season
 

not
 

only
 

causes
 

huge
 

direct
 

eco-
nomic

 

losses,but
 

also
 

causes
 

much
 

greater
 

indirect
 

losses
 

than
 

direct
 

losses.Reducing
 

the
 

weight
 

loss
 

of
 

yaks
 

during
 

the
 

cold
 

season
 

is
 

also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level
 

of
 

the
 

yak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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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牦牛是分布在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的大型反

刍动物,是该地区牧民的必需生产资料[1]。甘南牦

牛分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已经被列入《中国畜

禽遗传资源志—牛志》和《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名录》,有“高原之舟”和“全能家畜”的美誉,成为甘

南州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独立板块。甘南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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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绿色畜产品资源极具开发价值,牦牛产品

是典型的绿色健康食品,牦牛肉类似于野牛肉,具有

“半野味”的称号,肉质鲜美,有高蛋白、低脂肪、低热

量、多氨基酸、高营养等特点[2]。甘南牦牛虽有优良

的品质与特色优势,但由于受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经

济和文化条件的限制,选育程度依然很低,尤其近几

年来草场超载过牧,草畜矛盾突出,生产经营管理粗

放,选育和利用不够,近亲繁殖严重,致使品种退化,
甘南牦牛的生产性能呈下滑趋势。

  在饲养管理方面,高寒草地暖季牧草茂盛,牦牛

在暖季增重迅速,6、7月份平均日增重可达500
 

g以



上,但高寒草地长达半年以上的时间为冷季,此期内

牦牛体重不增反减,牦牛在高寒草地自然放牧情况

下每经过一个冷季,体重约减少20%~25%,俗称

“掉膘”。这使牦牛的全生长期增重缓慢、成熟晚。
在高寒草地草畜矛盾突出、冷季营养严重亏供的状

况下,通过选育来提高牦牛的生产性能难以实现。
牦牛的本品种选育也好,杂交改良也好,其目的的实

现都必须建立在牦牛饲养管理条件的改善,特别是

改善冷季饲养管理条件。冷季牦牛的大幅度掉膘必

然会严重限制其种群生产性能的提高。牦牛冷季的

大幅度掉膘正是制约牦牛生产性能提高的“瓶颈”性
因素,减少牦牛冷季掉膘量是提高牦牛业生产水平

的关键。本试验采用不同种类饲料开展牦牛冷季保

膘试验,有效防止牦牛在冷季大幅度掉膘,提高牦牛

业生产水平。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牛选择及分组

  在合作市佐盖曼玛镇牦牛养殖合作社选择体质

健壮、个体相近,年龄3~4岁的成年母牦牛40头,
随机分为试验Ⅰ组、试验Ⅱ组、试验Ⅲ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10头。

1.2 试验设计

  牦牛保膘试验在放牧+暖棚的条件下采用不同

饲料类型进行补饲,试验Ⅰ组:放牧+暖棚+补饲精

料,精料补饲量1
 

kg/头·d,每天归牧后补饲1次;
试验Ⅱ组:放牧+暖棚+青贮饲料,青贮料补饲量4

 

kg/头·d,归牧后补饲1次;试验Ⅲ组:放牧+暖棚

+舔砖,归牧后自由舔食;对照组不补饲,仅采用放

牧+暖棚的方式饲养。本试验为期100
 

d,其中预试

期10
 

d,试验期90
 

d。从2022年12月1日开始,

2023年3月10日结束。饲喂方案见表1。

1.3 牦牛保膘试验日粮营养成份

1.3.1 试验Ⅰ组 精料为正大育肥牛精补料。营

养成份见表2。

1.3.2 试验Ⅱ组 青贮料为燕麦草与小黑麦草裹

包青贮料,燕麦草和小黑麦草各50%,其营养成份

见表3[3]。

1.3.3 试验Ⅲ组 营养舔砖为微量元素奶香型舔

砖,生产许可证号:冀饲预(2019)07037,营养成份包括

乳酸钙、食盐、消化酶、氨基酸及钙、磷、铁、铜、锌、钴、
碘、镁等多种微量元素。主要成分分析保证值见表4。

表1 牦牛冷季保膘试验饲喂方案/(kg/head·d)

Table
 

1 Feeding
 

plan
 

for
 

yak
 

cold
 

season
 

fat
 

preservation
 

experiment

试验分组 饲养方式 饲料种类 预试期补饲量 试验期补饲量

试验Ⅰ组 放牧+补饲 育肥牛精补料 0.6 1.0

试验Ⅱ组 放牧+补饲 裹包青贮料 2.0 4.0

试验Ⅲ组 放牧+补饲 微量元素奶香型舔砖 自由舔食 自由舔食

对照组 放牧 - - -

表2 育肥牛精补料营养成份/%
Table

 

2 Nutrient
 

composition
 

of
 

fattening
 

cattle
 

concentrated
 

feed

水分≤ 粗蛋白≥ 粗灰分≤ 钙 磷≥ 盐 赖氨酸≥

13.8 15.5 9.0 0.6~1.8 0.4 0.5~1.3 0.5

表3 燕麦草和小黑麦草营养成份
 

Table
 

3 Nutrient
 

composition
 

of
 

oat
 

grass
 

and
 

ryegrass

品种 干物质/% 粗蛋白 可溶性糖 酸性洗涤纤维 中性洗涤纤维

燕麦草 29.85 6.89 5.71 35.22 65.76

小黑麦草 27.11 10.94 - 23.79 42.83

表4 微量元素奶香型舔砖主要成分分析保证值/(mg/kg)

Table
 

4 Guarantee
 

value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race
 

element
 

milk
 

flavored
 

licking
 

bricks

铜 铁 锰 锌 氯化钠

8~800 40~1150 8~1000 5~290 970~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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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测定内容及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牛在保膘试验前后于早晨空腹测定始重和

末重,对两次试验称重的数据经Excel
 

2003初步整理

后,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和差异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牛冷季保膘效果

  由表5可见,试验牛经过90
 

d的保膘育肥,试
验Ⅰ组平均增重-4.43±1.92

 

kg/头,试验Ⅱ组平

均增重-4.06±1.52
 

kg/头,试验Ⅲ组平均增重-
28.52±8.05

 

kg/头,对照组平均增重-33.20±

9.17
 

kg/头。试验Ⅰ组较对照组每头牛减少掉膘

28.77
 

kg,差异极显著(P<0.01);试验Ⅱ组较对照

组每头牛减少掉膘29.14
 

kg,差异极显著(P<
0.01);试验Ⅲ组较对照组每头牛少掉膘4.68

 

kg;
差异不显著。

2.2 效益分析

  按当地市场牦牛活重出售价格28元/kg
 

计算,
除去饲料成本(精料3.5元/kg、青贮料1.5元/kg、
舔砖4元/kg、青干草1.2元/kg),试验Ⅰ、Ⅱ、Ⅲ组

分 别 比 对 照 组 牦 牛 减 少 掉 膘 造 成 的 经 济 损 失

307.56、125.92和111.04元(表6)。
表5 牦牛保膘试验增重效果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weight
 

gain
 

effects
 

in
 

yak
 

fat
 

preservation
 

experiments

组别 n 始重/kg 末重/kg 对比

试验1组 10 185.28±17.64 180.85±16.83 -4.43±1.92**

试验2组 10 187.53±18.06 183.47±18.27 -4.06±1.52**

试验3组 10 184.82±17.35 156.30±15.12 -28.52±8.05

对照组 10 186.64±18.32 153.44±19.07 -33.20±9.17

  注:同列间无肩标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表6 牦牛保膘经济效益

Table
 

6 Economic
 

benefits
 

of
 

yak
 

fat
 

preservation

组别 增重/kg 补饲成本/(元/头) 经济效益/元 相对效益/元

试验Ⅰ组 -4.43 498.0 -622.04 307.56

试验Ⅱ组 -4.06 690.0 -576.32 125.92

试验Ⅲ组 -28.52 20.0 -818.56 111.04

对照组 -33.20 0 -929.60 -

2.3 不同类型饲料在甘南牦牛保膘中的应用效果

分析

  分析不同饲料类型在甘南牦牛保膘中的应用效

果,综合增重效果和经济效益,精饲料营养价值全

面,在牦牛冷季保膘方面效果最佳;青贮饲料具有青

绿多汁,适口性好等特点,在本试验中,青贮饲料取

得了较好的保膘效果,但成本较高,综合效益不如精

饲料好;营养舔砖在牦牛冷季保膘方面经济效益欠

佳,但对补充微量元素,增加机体抗病力方面有较好

的促进作用,对牦牛生长周期整体生产水平的提升

有利[4]。

2.3.1 精饲料在牦牛养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精

饲料能够为牦牛提供平衡的营养、提高饲料利用率、
调节牦牛的生理机能以及预防和治疗疾病。通过合

理使用精饲料,能够有效提高牦牛健康和生产力,增
加养殖收益,促进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在高

寒牧区的寒冷季节,合理补饲精料可以有效缓解牦

牛掉膘,改善母牦牛体况,提高繁殖性能[5]。在本试

验中,精料组牦牛试验末仅掉膘4.43
 

kg/头,比不

补饲的对照组减少掉膘28.77
 

kg/头,减少掉膘经

济损失307.56元/头,综合保膘效果和经济效益,精
饲料对牦牛冷季保膘的效果最佳。因此,冷季补饲

精饲料是高寒牧区牦牛养殖业高效、可持续发展的

有效措施之一。

2.3.2 青贮饲料是家畜优良的饲料来源 青贮饲

料会产生醋酸、乳酸以及醇类,适口性好,对反刍家

畜的消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吸收非常有

利,能够提高反刍动物的繁殖率以及泌乳力,在牛羊

养殖中,青贮料是非常重要的优质饲料来源。在本

试验中,青贮饲料组牦牛试验末仅掉膘4.06
 

kg/
头,比对照组减少掉膘29.14

 

kg/头,保膘效果好,
除去饲料成本,减少掉膘经济损失125.92元/头,保
膘经济效益略低于精料组。青贮料虽然营养丰富,
但并不能满足反刍动物全面营养需要,因此,必须搭

配一定数量的能量与蛋白质饲料、矿物质和优质青

干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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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补饲舔砖能明显改善牦牛健康状况 牦牛

通过舔食营养舔砖,摄入微量元素成分,可以促进唾

液分泌和调整瘤胃环境,提高对有机物、干物质、粗
蛋白、粗纤维的消化率,从而明显改善饲料转化率,
对于解决牦牛营养物质缺乏或营养元素摄入不平衡

问题具有良好作用[7]。在本试验中,舔砖组牦牛试

验末掉膘28.52
 

kg/头,较对照组减少掉膘4.68
 

kg/头,减少掉膘经济损失111.04元/头。因此,牦
牛养殖过程中配合舔砖添加必须的微量元素可提高

牦牛自身抵抗力,且有一定的增重效果。

3 讨 论

  牦牛冷季掉膘的原因有二:一是冷季牧草枯黄,
草量少,质量差;二是冷季气温极低,牦牛维持体温

恒定热损耗增加。一方面机体营养需要量增加,另
一方面食入营养减少,致使牦牛在冷季营养处于负

平衡状态。防止牦牛掉膘也要从这两方面入手。增

加牦牛营养物质供给的同时减少其维持营养消耗。
从牦牛业生产实际情况出发,可采取以下措施防止

牦牛冷季大幅度掉膘。

3.1 减少牦牛存栏数,减轻冬春牧场压力

  近20年来,草地生态系统迅速持续负向演替,
导致初级和次级生产力的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是

长期严重超载过牧,特别是冬春牧场超载更严重,草
场退化更迅速。牦牛则因冷季草料的缺乏而严重掉

膘,同时引发牦牛的各项生产性能指标降低。在过

去牦牛业中主要依靠增加饲养数量来增加畜产品数

量和效益,现在这条路已经严重受限,牦牛业的出路

在于走质量型和效益型的道路。

3.2 推行冷季补饲,减少掉膘损失

  冷季对牦牛的补饲目的是防止牦牛大幅度掉

膘,而掉膘的主要原因是牦牛在冷季的营养严重亏

供,食入营养不能满足牦牛的维持营养需要而出现

营养负平衡,补饲主要解决营养供给量的不足。补

饲饲料选择宜就地解决生产加工的青干草、青贮饲

料等,同时补给一定量的尿素和复合盐以平衡牦牛

的食入营养。补饲用草料量大,必须在暖季规划好

刈割草地大量加工和贮存。人工草地是冬春补饲草

料的最好来源,更是畜牧业稳产高产的基础。

3.3 推行暖棚建设,增强抗灾保畜能力

  牦牛冷季大幅度掉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高寒

草地冷季气温很低,牦牛维持体温恒定增加了维持

营养需要量,在极端寒冷的风雪环境中牦牛消耗在

维持体温恒定上的能量很高。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

大量的补饲草料供给,牦牛就会大量死亡。保暖棚

圈能非常有效的防止牦牛冷季大幅度掉膘。

3.4 推行提前出栏,提高牦牛养殖效率

  习惯上牦牛要到成年后屠宰,屠宰年龄一般都

在4.5岁以上。在自然放牧条件下,牦牛年龄越大,
经过冷季的次数就越多,占用草场的时间越长,累计

掉膘量就越多,单位增重消耗的草料量就越多[8]。
对于以肉用为目的的牦牛来说,对其饲养应在经济

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快速饲养,缩短饲养周期,
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牦牛的早期出栏前

提是推行补饲,否则屠宰时达不到要求体重,畜产品

质量不高。据官久强等的研究结果,牦牛在3.5岁

出栏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8]。

  牦牛的各项生产性能指标无不与牦牛的冷季掉

膘状况密切关联,长期以来牦牛业中习以为常的冷

季大幅度掉膘正是限制牦牛业经济效益提高的瓶颈

性因素。目前,要完全防止牦牛的冷季掉膘是不太

现实的,但较大幅度的减少掉膘量则是完全可行的。
若能将牦牛的冷季掉膘量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就可

明显提高牦牛的生产性能,大幅度的提高牦牛业的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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