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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结

产业背景

能繁母牛：提高繁殖率

幼龄犊牛：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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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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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肉牛存栏9138万头，世界排名第3位

Ø牛肉产量700万吨，排名第3位

Ø2020年牛肉进口量212万吨，全球第1位

FAO统计数据，15/09/2020

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肉牛产业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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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离肉牛业强国的距离还很远

养殖效率
    每头母牛年产肉（kg）：186  60.5

    人均饲养牛的头数：800～1500  50～80

     饲料转化率：4.8～6.2  8～13

饲养工艺

     规模化小规模

     TMR饲喂 人工饲喂

     牧草、压片谷物、饼粕  秸秆加副产品

     围栏和分群通道过度建设牛舍无通道

疾病控制水平

     以防为主加多联疫苗防治齐抓疫苗极少

数字化管理

     实施全程可追溯体系基本无追溯

     牛场数字化管理系统人脑记忆

     活牛交易基于海量信息的拍卖牛贩子    

 与欧美肉牛业的差距

Ø我国人均牛肉消费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1/2

Ø肉牛专门化品种数量还太少

Ø肉牛养殖效率和母牛头均断奶犊牛重很低

Ø牛肉市场价格居高不下

Ø规模化和产业集中度还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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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规模化养殖的优势已经显现

Ø 肉牛优势产区已经形成：东北、西北、西南和中原区

Ø 一大批肉牛企业正在涌现出来：

宁夏融侨丰霖；呼伦贝尔肉业；长春皓月；重庆恒都；秦宝牧

业；宁夏壹泰；河北福成五丰；甘肃祁连牧歌；辽宁牧合家 ………

年出栏头数 2019 2018

1-9 53.0 54.9

10-49 21.1 18.9

50-99 9.1 8.6

100-499 9.8 9.8

500-999 3.2 3.7

>1000 3.9 4.4

肉牛产业正在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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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存栏 %母牛 %牛场

1-49头 28.9 78

50-99头 19.1 12

100-499头 37.1 9

>500头 14.9 0.7

平均规模 38头繁殖母牛

美国母牛群养殖规模

我国母牛大规模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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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思路问题
ü 母牛多大养殖规模合适？

ü 是否任何地方都可以养母牛？

ü 养肉用母牛要学奶牛的方法吗？

ü 人工授精是必需环节吗？

Ø 技术问题
ü 配种的技术路线，人工授精？本交？

ü 犊牛需要阉割、去角、标识吗？

ü 牛病如何控制？疫苗问题

ü 养牛需要标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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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繁母牛：提高繁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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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衡量育犊母牛养殖是否盈利的标准

1. 产犊率％：产犊牛数／牛群中可繁母牛的数量，KPI 85%

2. 断奶犊牛平均体重：4-5月龄断奶时平均体重，KPI 150-180kg

3. 母牛养殖年均成本（元）：投入品、人工、设备折旧等，

KPI 日饲养成本10-15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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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对产犊到再次发情的时间进行限定，对于一年均衡产犊十分重要
Ø60 天内最为理想

l为保证每年冬季之前当年生断奶犊牛出栏，建议母牛配种时间：
Ø每年5月、6月份必须配上种
Ø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工授精未怀孕，需立即选用合适公牛进行本交

母牛配种季节的管理

春季产犊

夏季产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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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犊牛断奶（4-5月龄）时，后备母犊体重应达到成年体重的30%

l 到达配种月龄(15月龄)时，后备母犊体重应达到成年体重的65%

l 到达初次产犊月龄 (24月龄)时，初产母牛体重应达到成年体重的85% 

l 要根据青年母牛盆腔面积大小，选择不同初生重的公牛进行配种

母牛配种季节的管理

后备青年母牛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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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初生重的管理

Ø 重点注意犊牛的体型和难产率之间的平衡

u评估公牛的健壮程度和繁殖力

Ø 公牛会有性欲低下和精子数少的情况

Ø 母牛：公牛的适宜比例：30:１

u采用经济杂交手段，即两个纯种牛间的杂交

Ø 提高产犊率大约８%～12％

Ø 会产生更多健壮的犊牛

保证最佳产犊率的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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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最佳产犊率的生产管理

l 青年母牛饲养至15月龄发情，体重约为300kg～385kg　　　　　　　　　

l 为提早产犊，青年母牛要提早配种

Ø 适宜的怀孕年龄是２～３岁

Ø 对青年母牛的产犊间隔进行管理，365天为佳

Ø 缩短产犊后再次怀孕的时间，KPI 产犊后两个月

Ø 青年母牛及早与成年母牛分开独立饲喂

l 监控体况评分变化

Ø 母牛过胖／瘦都有问题

l 产犊时应密切观察，以防止难产，尤其头胎青年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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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母牛营养需要

第8版《肉牛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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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C第八版
《肉牛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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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属于选择性觅食牧草的动物，放牧条件下通过牛的瘘管收集到的饲粮样本更具有代表性，是放牧所能提供能量和蛋白质的最佳指示。此外，牧草的生长时间

或生长阶段可显著影响其能量、纤维和蛋白质含量。

• 牧草营养含量估算值预测放牧肉牛营养供给情况。为使预测的营养供应量更加准确，必须精准地预测采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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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版《肉牛营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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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料配比 】

编号 原料名称 干物质（%）
原料价格
（元）

干物质配比
（%）

原料供给量
（kg/天头）

[4-40-410] 普通玉米 87.6 2.95 7.5061 1.2253

[5-56-540]
大豆粕（普
通）

89.8 3.35 4.8737 0.7761

[4-48-310] 小麦麸 90.1 2.3 0.7548 0.1198

[8-99-003] 预混料 98 8 0.5003 0.073

[6-94-100]
氯化钠（食
盐）

100 2 0.5049 0.0722

[3-40-130]
全株玉米青
贮

33.1 0.55 32.5057 14.0432

[1-40-110] 干玉米秸 85.8 0.8 53.3546 8.8924

合计 14.3 25.202

【 配方营养 】

配方编号：100-ZQ-3

营养素名称 计量单位 配方营养 标准最小值 标准最大值

干物质采食量 kg 14.3 0

总消化养分(TDN)% 60.9 0

粗蛋白(CP) % 9.88 7.6

有效纤维peNDF % 47.17 23

非纤维碳水化合
物NFC

% 27.09 22

淀粉 % 16 16

降解蛋白(RDP) % 6.23 5.09

钙(Ca) % 0.39 0.18 0.45
磷(P) % 0.2 0.13
食盐(Nacl) % 0.5 0.5 0.8
代谢能(ME) Mc/kg 2.2 1.85

维持净能(NEm) Mc/kg 1.33 1.01

瘤胃氮能平衡
(RNEB)

% -0.25 -3 3

代谢蛋白(MP) % 6.08 5

代谢赖氨酸
(MLys)

% 0.37 0.37

代谢蛋氨酸
(MMet)

% 0.13 0.11

阴阳离子差
(DCAD)

mEq/kg 125.78 0 150

粗料比 % 85.86 50 0
关系式1 2 1.5
关系式2 2 0 2
关系式3 4.77 0 10
关系式4 2 0 2
注：以上是每千克干物质的营养素含量。
注：关系式1：钙(Ca)/磷(P)
    关系式2：钙(Ca)/磷(P)
    关系式3：钾(K)/钠(Na)
    关系式4：钾(K)/(镁(Mg)+钙(Ca))

配方名称：大体型成年母牛妊娠期第6个月的全混日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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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养殖的核心：体况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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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瘦

很瘦 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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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胖中等

微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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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肥肥胖

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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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牛体消瘦

Ø没有足够的能量储备，难以获得最大产奶量，也会造成产后发情间隔延长，从而使下次配

种期延迟，并且母牛会产下发育迟缓的犊牛，后者将遭遇长期的健康和生产挑战。

l体况过肥

Ø不仅饲养成本会提高，并且经常会导致产犊障碍及泌乳早期干物质采食量降低的情况发生

Ø难产和降低产奶量

生理阶段

适宜体况评分值

1 2 3 4 5 6 7 8 9

产犊前30天左右                  

产犊后60天左右                  

妊娠后180天左右                  

肉用母牛不同生理阶段的适宜体况分值（深色表示适宜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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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虫处理

乙酰氨基
阿维菌素
浇泼溶液

浇泼药物涂抹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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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幼龄犊牛：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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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产犊管理技术要点：出生时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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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早吃初乳是犊牛饲养成功的关键，生后0.5～1.0小时吃到初乳。12-24h肠闭合，6h内吃足2次。

n 灌服初乳，必须经初乳计测定合格后方能使用。生后半小时以内即刻强行灌服4公斤，越早越快越

好。 生后12小时再强行灌服2公斤。使用专门的初乳瓶强行直接将初乳灌入真胃，应避免灌入肺中。 

n 灌服初乳，为避免破坏免疫球蛋白，低温存贮的合格初乳需用温水缓慢解冻至38º才可灌服。合格初乳

低温储存时应该一母一存(6公斤)。

 

标准化产犊管理技术要点：尽早吃初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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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给对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包括整洁、干燥的休息和运动的地方，并且通风良好，有充足的新鲜空气。

n不要将各年龄层的牛混在一起，决不能让小牛太拥挤。

n要改变环境、饲喂条件时要循序渐进，逐步过渡，每次只能改变一样。

标准化产犊管理技术要点：注意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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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舍饲母牛场
甘肃天水某舍饲母牛场

症状：粪便性状的变化—变稀、颜色和气味异常。患病犊牛表现精神沉郁、眼睛半闭，食欲不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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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赤峰某舍饲母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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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杆菌（E. Coli） 冠状病毒和轮状病毒 沙门氏菌 隐孢子虫 营养性腹泻

病因
细菌性，特别
是大肠杆菌

病毒性（如
轮状病毒和
日冕型病毒）

隐孢子虫病 沙门氏菌病
其他病毒
（如牛病毒
性腹泻病毒）

球虫病

年龄（天） ＜3 5-21 3-35 5-42 ＞1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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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补液方法

1、先输入1L乳酸林格氏液（加

50ml50%葡萄糖，50ml碳酸氢钠和

5ml1000µg/ml的VB12）帮助犊牛

恢复能量，纠正血液酸性。

2、然后再输入5L乳酸林格氏液,5-

6h输完。

---周旭正，2017

 液体疗法能使犊牛恢复自己饮水的能
力，但严重脱水的犊牛需要更多。

饮水补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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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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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母牛养殖的关键是提高繁殖率，核心是母牛的体况评分，一定不能过肥

或者过瘦。相对集中时间产犊有利于安排生产。

u 母牛饲养必须降低成本，以廉价的粗饲料为主，夏季放牧，秋／冬季青

贮、干草等。各类饲养模式的肉用母牛都需要自由采食食盐和矿物质。

u 提升断奶犊牛售价，优质公牛或选择好冻精配种，包括选配

u 犊牛尽早饲喂初乳是提高成活率的关键，犊牛畜舍环境卫生状况影响机

体的健康程度，犊牛腹泻的核心是补液和对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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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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