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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肉牛种业发展思路和机遇

敖日格乐

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牛肉生产

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居民牛肉消费也明显

提 升。2011—2020 年 间， 牛 肉

产 量 上 涨了44.3 万 吨， 年 均上

涨 4.92 万吨， 与牛肉消费 量 增

长（年均上涨 35.39万吨）相比，

牛肉产量增速慢于消费增速，使

得牛肉供给与需求的缺口不断扩

大。特别是在非洲猪瘟影响牛肉

替代增强的情况下，牛肉市场缺

口凸显。

2019 年 我国肉牛存 栏 总数

6998 万头，肉牛出栏总数 4533.9

万 头， 牛 肉 产 量 667万 吨。 内

蒙古肉牛产业 2019 年末肉牛存

栏总数 499.8 万头，肉牛出栏数

383.3万头，牛肉产量 63.8万吨。

肉牛出栏量跃居全国第 1 位，牛

肉产量和牛肉人均产量跃居全国

第 2 位，肉牛存栏量跃居全国第

4 位。内蒙古年牛肉产量占全国

十分之一。而且，近几年内蒙古

肉牛存栏数，肉牛出栏数和牛肉

产量均有逐年增长的势头明显，

成为我国重要肉牛生产基地和产

肉大省。

摘  要 ：本文针对我国肉牛产业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及内蒙古肉牛种业和产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提出坚持国家主导、企业协同建立长久稳定的肉牛种业制度和体系 ；加大培育自主产权品种或品系，

降低国外品种的引进，确保品种多样性 ；针对新品种建立育种技术体系和协会 ；加大肉牛种业基地建

设以及草原的保护，使肉牛产业与环境相辅相成健康发展等措施，以期在弥补我国肉牛产业不足的同

时，促进内蒙古肉牛种业和产业快速健康的发展，打赢种业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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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肉牛产业发展也面临

很多新的挑战，如国产牛肉供不

应求的状况将不断加剧、国际市

场难以弥补我国牛肉供求缺口、

进口受疫情影响的风险加大、我

国肉牛生产经营体制存在短板

等等。为了保障市场牛肉供给，

农业农村部出台了支持肉牛产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牛羊肉等

11 种重要农产品区域布局和生产

供给方案（2020-2030 年）的通

知 ；推进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

行动方案 ；以及关于实施肉牛肉

羊增量提质行动项目等等。肉牛

种业和产业利好政策频出，带来

肉牛种业发展大机遇。

一、推进肉牛种业和产

业发展，培养肉牛种业人才

和建设团队机制

发 展肉牛一 要多学 科的综

合支撑，通过管理科学、兽医

科学、草原科学、环境 科学使

肉牛更 好地 生产牛肉，然后通

过 对牛肉的科学加工与肉牛科

学共同保证牛肉的安全 性和品

质 ；二要大 力发 展 智慧牧 场，

将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肉牛养

殖相结合，运用计 算 机、云技

术等方式监测与调度肉牛生产

的方法发展智慧肉牛养 殖 业 ；

三是建 立适合自身的肉牛生产

模式。

同时，内蒙古肉牛种业技术

团队和人才准备不足，因地制宜

的肉牛种业研究缺乏长期投入，

相关研究主要依靠多变的短期

项目支持，科技人员跟着“钱”

走，缺乏系统性长期积累。应尽

快将培养肉牛种业人才和建设团

队机制纳入议事日程。

二、肉牛选育与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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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品种的多样化是欧美发

达国家肉牛种业的重要基础，在

注意品种安全性的基础上，要注

重肉牛品种多样化、加大品种的

选育和改良，从而提高内蒙古肉

牛种业的竞争力。

肉牛遗传改良要围绕市场需

求进行，重点提高生产效率，综

合考虑其对生态环境的适应、行

为适应环境、生产性能正常、能

否满足营养需求和降低饲养成本

等评价标准。每个肉牛品种（品

系）都 建 立协 会，实 行良种登

记，不断调整育种目标，采用先

进育种技术，利用现代信息、生

产性能自动测定、遗传评估等技

术提高育种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肉牛改良的基

本情况是 ：蒙古母牛与西门塔尔

等公牛进行杂交培育出三河牛，

蒙古母牛与短角公牛进行杂交培

育出草原红牛，蒙古母牛与西门

塔尔公牛进行杂交培育出科尔沁

牛、中国西门塔尔草原类群，蒙

古母牛与夏洛莱公牛进行杂交培

育出乌珠穆沁白牛，蒙古母牛与

安格斯公牛进行杂交培育出阿巴

嘎黑牛，蒙古母牛与利木赞公牛

进行杂交培育出利木赞高代杂交

牛。

三、加大肉牛种业基地

建设

（一）繁殖母牛养殖基地

在 繁 殖母牛养 殖基地建 设

中，牧场主应从良种牛中选择适

合于自己饲养的品种，以家庭牧

场或合作社养殖为主，采用人工

授精和自然交配相结合的配种方

式，适度发展。因地理位 置不

同，各地带犊母牛的生产模式、

生产质量、牛群健康和管理方式

呈现不同风格，要因地制宜的利

用好当地粗饲料资源，降低饲养

成本

（二）做强肉牛育种工作

一是在育种工作中采取严格

的措施进行选育。依据初生重、

3 个月龄体重、6 个月龄体重、12

个月龄体重与公牛和母牛体重的

关系，求得相关系数，将系数大

的选留进行初步的系谱选择与个

体选择。二是依据月龄进行普及

性能测定，进行肉的产量和质量

的分析，计算与活体之间的相关

系数，预测产肉量。三是加强肉

牛种业建设。可将纯种繁育场

与商业化育犊母牛场合并经营，

适度规模养殖为主 ；商业化育肥

场，一般规模较大。四是在采用

自然交配的区域，重点建立肉牛

繁殖基地应建立性能记录。

（三）加大良种扩繁和养殖

技术推广

一是建立各品种育种协会，

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肉牛品种繁

育；二是通过超数排卵、人工授

精、胚胎移植、胚胎体外生产等

途径进行良种扩繁 ；三是建立良

种繁育体系，通过协会严格开展

肉牛遗传评估，进行良种登记，

促进种牛交易 ；四是实施高效繁

殖计划。以同期排卵技术结合胚

胎移植、人工授精为主，自然交

配为辅的繁殖进行全群繁育；五

是利用高效饲养技术、TMR、信

息管理技术和兽医防治技术，提

高肉牛种业质量和生产水平。

四、肉牛生态绿色精准

养殖

（一）建立草原生态放牧体系

目前，部分草原面临粪便污

染、 过 度 掠 取、 疾病 蔓 延、 鼠

类昆虫横行等威胁，应加强草原

建 设以及改善放牧技术。动物

资源、草业资源以及草场管理三

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共同维持着草原的健康发展 . 想

达到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

人以及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和谐相

处，必须将以上三者结合为一体

共同构成草原生态放牧系统。

（二）采用科学的饲养技术

繁殖母牛

一 是在青草 期 对肉牛采用

“放牧 + 补饲与舍饲”繁殖母牛

精准饲养技术，选用优质牧草饲

用植物、紫花苜蓿燕麦。舍饲期

以干草与秸秆为基础，补充饲草

和精饲料，其中精料需要补充矿

物质、维生素以及氨基酸等。二

是繁采用营养精准调控技术。为

了达到对繁殖母牛的精准营养调

控，首先应对繁殖母牛进行体况

评分以做到精准分群，然后对体

况差和体况好的繁殖母牛进行养

分分析从而进行精准营养调控，

进而达到提高繁殖率的目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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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析繁殖母牛的肠道菌群，从

而对其营养代谢和免疫功能做

出健康评价。三是采用阶段饲养

技术。根据繁殖母牛各生理阶

段的营养和生产需要或特点，进

行阶段饲养，确保每个繁殖母牛

生理需求和生产需要，实现精准

养殖的目标。具体分为 ：妊娠前

期（从受胎至妊娠 2 月之间）、妊

娠中期（从妊娠 2 个月至 7 个月

之间）、妊娠后期（从妊娠 8 个月

至分娩）、围产期（产前和产后各

15 天）4 个阶段，采用 9 分制对

繁殖母牛进行体况评分。繁殖母

牛在生产周期中的各生理阶段的

体况评分不尽相同，繁殖母牛在

空怀期为 6-7 分、妊娠前期、中

期以及后期为 5-6 分、围产期至

受胎前为 6-7 分，受胎后为 5-6

分。

（三）养殖与环境友好的生

态肉牛产业，发展节粮、高效繁

殖母牛产业

一是要保护好生态系统，建

立友好养殖区，避免肉牛养殖环

境构成对人民居住区、草原和粮

食种地等污染和危害。肉牛养殖

环境包括日粮管理、设施设备、

气体 排 放、 寄生昆 虫、 粪污处

理、疾病防控，其中粪污处理与

社会生态效应相联系。二是通过

“草原生态放牧 + 优质牧草 + 秸

秆 + 青贮生产方式相结合”发展

节粮型畜牧业，采用先进科学饲

养技术、优化畜种结构、合理利

用饲料资源，从而形成节粮、高

效畜牧业。

五、建设肉牛生产繁育体

系联动机制，发展优势特色

牛产业

（一）建设肉牛生产繁育体

系联动机制

肉牛生产大致过程为母牛→

犊牛→架子牛→育肥→市场。肉

牛生产繁育体系是政府、科研院

（校）所、农户、企业四者互相连

动体系。其中，政府服务部门负

责配种技术、疫病防治、产业政

策等 ；科研院校负责技术支持、

新技术、新产品普及等 ；农户负

责饲养母牛、犊牛、架子牛、育

肥牛、 防 疫 等 ；企 业负责育肥

牛、饲料加工、运输、屠宰、分

割等。

（二）发展优势特色牛产业

一是发展特色牛肉产品。开

发特色牛肉产品，生产蒙古特色

牛肉产品手把肉、烤牛肉、牛肉

干、高营养肉质产品、草原绿色

牛肉 ；开发特色乳制品，发展草

原特色民族奶制品。二是发展区

域特色优质牛肉。选优良的地方

品种与 B 优质品种进行杂交，产

生雌性 F1 代，雌性 F1 代分别于

B 优质品种和 C 优质品种进行杂

交，从而生产雌性 F2 代，雌性

F2 代再与地方品种杂交，进而产

生区域特色优质牛肉。杂交技术

可以采用人工受精技术，也可以

采用超排卵，胚胎移植，胚胎体

外生产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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