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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调查评估大方县兴隆乡农户养殖北方西门塔尔牛现状，本文采用实地调查走访农户方法，对兴隆

乡农户自 2017 年购买的西门塔尔牛开展了问卷走访。结果显示，农户在饲养北方西门塔尔牛过程中，在价格、管

理及饲养方式以及疫病防控等方面存在问题。本调查报告为毕节市农户科学饲养北方西门塔尔牛提供实际饲养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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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县山多地少，素有养牛传统,但牲畜怎样科学养殖也是困扰当地老百姓多年的难题。他们一缺技术、二愁销路，养不好

和养不活的事情时有发生。大方本地的土黄牛，品种也差。西门塔尔牛作为乳肉兼用品种，采食能力强、食量较大，且抗寒性、

抗病力均较佳，呈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在农业生产中有较广的应用价值。为实现大方县脱贫攻坚取得胜利，2017年开始兴隆乡陆

续动员农户购买从吉林、甘肃等地引进的西门塔尔牛，增加农民收入方式，促使农户脱贫致富。然而北方西门塔尔牛引进到大

方县后，部分牛只出现不适用现象，通过本次调查及实际走访，统计出目前北牛南养存在的问题，为毕节市农户科学饲养北方

西门塔尔牛提供借鉴。 

1 西门塔尔牛的简介 

西门塔尔牛原产于瑞士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是世界有名的乳用和肉用兼有的一个品种，这种牛的生长速度非常快，且

肉质比较好，产奶量也非常高。西门塔尔牛自 19世纪中期就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关注和饲养，期间不断有良种牛被培育出来，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西门塔尔牛的育种协会，我国于 1981年成立了西门塔尔牛的育种委员会，其主要宗旨在于引种、选育和改良

西门塔尔牛。 

1.1外貌和体型 

                                                        
1作者简介：贺志昊（1986-），男，河北承德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动物疫病诊断及实验室检测。 

王明进（1967-），男，研究员，本科，研究方向为人工牧草栽培技术研究、畜禽水产品质量监测、肉牛养殖。 

基金项目：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CARS-37）;贵州省人才基地项目-威宁县威宁黄牛繁育人才基地（黔人领发[2020]01）;

种植业调结构-草畜产业示范工程（一期）毕节试验区肉牛高效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黔科合服企[2018]4001）。 



 

 2 

西门塔尔牛从整体上看躯体比较丰满，中躯比较长，这种牛的肌肉非常发达，头部较宽较大，牛角比普通的牛粗，牛角左

右对称平行展开，牛角的末端弯向前侧，前躯比较发达，胸部比较宽厚，尾部多数呈圆形，尾部肌肉也比较发达。乳房发育比

较好，乳头非常大，牛的蹄子比较坚硬，适合放牧饲养。公牛体型比母牛大一些，公牛体重在 1000 到 1300 千克之间，母牛在

500到 800千克之间。 

1.2适应性 

西门塔尔牛的适应性非常强，能在各种环境条件下进行饲养，且这个品种的牛在不同的环境下饲养后或者与其他牛杂交产

生的后代，其产乳量、屠宰率等均不会下降，有的反而会增加。袁涛等人在用西门塔尔牛改良的河西本地黄牛的效果显示，改

良后的牛不仅生产性能提升了，而且肉品质、泌乳量和役用性能也有很大的提高。安宁等人在用西门塔尔牛改良黄牛后的效果

评估中发现，改良后的牛其初生重和断奶重有显著提高，分别提高了 36%和 140%以上，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提高了 13.08%和 18%，

除此之外，平均每头牛增肉 135千克，增加实际收入 1800元左右。 

1.3生产性能 

西门塔尔牛是乳用和肉用兼有的一个品种，据数据统计，西门塔尔牛年产奶量在 4400 到 4700 千克，年产奶量最高可达到

11700千克。本品种的牛产肉量也非常多，屠宰率一般在 55%到 65%，净肉率在 45%到 48%。西门塔尔牛的成熟时间比较晚，公牛

的成熟时间在 12到 14个月龄，开始配种的时间在 2.5到 3岁左右。母牛的初情期在 10到 12个月，初次配种时间在 2岁左右。 

1.4肉质形状 

肉色是最表观的一种性状，也是消费者购买肉最为看重的性状特征。决定西门塔尔牛肉质最重要的两种物质是肌肉中的肌

红蛋白和血红蛋白，这两种蛋白含量的不同将会决定肉质的颜色。这两种蛋白在肉质种的比例不同，其中肌红蛋白占 70-80%，

血红蛋白占有 20-30%。能够导致肉质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与肌红蛋白形成的衍生物有关。肌红蛋白本身是紫红色的，与氧气结

合后会形成氧合肌红蛋白，氧合肌红蛋白呈鲜红色，随着时间的延长，当氧合肌红蛋白继续被氧化形成高铁肌红蛋白后，会形

成褐色。因此，一般情况下，新鲜的肉是深红色的，时间较长的肉会变暗。另外，公畜比母畜的肉质颜色深一些，年龄越大的

西门塔尔牛比年龄小的西门塔尔牛的肉质颜色要深一些。 

1.5大理石纹 

西门塔尔牛的大理石纹是指肌肉中掺杂有脂肪的原因所展现出来的纹路，这种大理石纹可以直观的展现出脂肪的含量和分

布情况。大理石纹与肉质的口感有非常大的关系，它主要是影响牛肉的风味、嫩度等。有研究发现大理石纹越丰富，牛肉的口

感和嫩度越好。能够影响大理石纹的因素非常多，但是主要因素有品种、性别、年龄、运动情况和营养水平。因此，要想提高

牛肉的口感和风味，主要从这几方面下功夫。 

1.6系水性 

系水性是指牛肉经过挤压、剪切、冷冻、解冻、蒸煮等一系列工艺后保持原有水分的能力。系水性直接影响牛肉的嫩度、

PH 值、风味等，此外还会影响到深加工后产品的产量，因此，系水性是考验肉质性状的重要指标之一。系水性的高低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如品种、年龄、养殖水平、屠宰工艺等。其中有调查研究发现，肌肉的 PH值将直接影响系水性。肌肉系水性的测定

方法通常有三种，一是施加外力法、如离心法和挤压法。二是吊挂法。三是蒸煮法。 

1.7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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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塔尔牛肌肉的嫩度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购买指标，它反映了消费者在咀嚼过程中的口感、力度等。影响肌肉嫩度的因

素有很多，如肌肉中结缔组织、纤维和组织肌浆等一些内部因素。还有如品种、年龄、营养状况等因素同样可以影响肌肉的嫩

度。嫩度是肌肉经济价值指标的一个重要体现，嫩度越高代表肉的品质越好， 

2 我乡西门塔尔牛总体情况 

截止到 2019年 8月，全乡目前已购买北方引进西门塔尔牛共计 134头，发病数 22头，发病率 16.42%；治愈 14头，治愈率

63.64%；死亡 8头，死亡率 5.97%（病死 5头，饲养管理不善死亡 3头）；总计发病数 22头，发病率 16.42%；治愈 14头，治愈

率 63.64%。 

3 存在的问题 

3.1价格因素 

兴隆乡目前有 39 户贫困户购买了北方西门塔尔牛，其中 37 户觉得西门塔尔牛价格偏高，老百姓反应西门塔尔牛的价格区

间应在 5000-8000 元之间。尽管乡党委、政府积极宣传西门塔尔牛保险、补助等各项优惠政策，但一些老百姓看到西门塔尔牛

个体较小及生长状况后，表示出不愿购买的意愿。 

3.2管理及饲养方式 

3.2.1牛舍简陋 

通过走访贫困户发现仅 7户农户有适合牛生长发育的圈舍，剩余 32户养牛圈舍均为极为封闭的圈舍，受传统本地养牛习惯

影响，利用四边（厨房边、厕所边、坑边、屋檐边）建栏养牛，其布局朝向极不合理，栏舍的结构也不科学。有的牛舍阴暗潮

湿，采光通风条件差，冬冷夏热，有的牛舍地面长期积水积尿，牛关在栏中等于坐水牢，蚊蝇乱飞、臭气熏天。 

3.2.2饲料单一 

在走访过程中，发现大部分贫困户主要以散养、放养为主，大多数每户只饲养 2-4 头，利用田间地角的草地、山坡林下进

行放牧，饲料主要是以青、干草为主，很少添加精料。 

3.3缺少疾病防控技术 

目前在整个兴隆乡农户购买的西门塔尔牛发病率为 16.42%，主要的临床症状为口流粘液，呼吸加快且伴随气喘，后肢站立

不稳，大便干燥伴有粘液，血尿，食欲废绝，精神沉郁，卧地不起，据统计典型呼吸道症状 22 例，典型血尿症状 18 例。从症

状上分析西门塔尔牛带有典型的焦虫病、牛传染性胸膜肺炎、支原体肺炎。焦虫病的主要传播媒介为蜱虫（本地称为牛虱子），

这三种病均属于北方牛自身携带的病原体，在隔离场期间，由于场内环境卫生相对较好，在隔离场期间没有发病，但农户带到

自家圈舍后，由于圈舍环境及饲养方式的改变，致使牛体质下降，防御疫病能力下降，导致这三种病发生，这三种病为兴隆乡

北牛南养致死的原因之一。 

4 建议 

4.1“不拘一格”建立养牛示范村，改变贫困户传统饲养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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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县通过发展养牛产业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必须要改变贫困户甚至农户传统的饲养管理方式。本人认为政府提供修建圈

舍材料、圈舍设计图纸，建立一批养牛示范村、养牛小区，通过政府优先扶持和壮大一批养殖大户，带动千家万户养殖业的大

发展，实现量的扩张。改变贫困户传统养牛观念，让贫困户从根本上改变传统放养、散养的饲养观念，由传统粗放的自然饲养

向科学饲养管理转变，全面推广饲草加工利用、饲养管理等精细养牛技术，逐步实现“良种、良法、良舍、良料、良医”五配

套。 

4.2“北牛南养”做好疫病防控 

南方气候湿热，一些由湿热诱发的疫病发病率较高。北方气候干燥，有些病不具备发病条件，但运到南方后，突然改变生

活环境，往往突然患病，损失惨重。目前兴隆乡主要有焦虫病、牛传染性胸膜肺炎、支原体肺炎、中暑等。防治因湿热、蚊蝇

引起的疫病是北牛南养的关键点。 

4.3改善牛舍通风、降温、除湿条件 

北方牛体高、体长、体重均远远大于南方本地牛，不少养牛户牛舍太窄、太小，特别是牛床长度不够。有的出于防盗需要，

将牛舍封得严严实实，通风透光性很差；有的牛舍地面潮湿，甚至积水，牛很难卧倒。 

以上调研数据仅为兴隆乡农户购买北方西门塔尔牛存在问题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的相关建议，由于数据统计量较小，统

计的数据并未做过多分析，并不代表“北牛南养”的整体情况。随着农户养殖北方牛的数量逐步增多，通过调研走访、数据统

计等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评估北方西门塔尔牛对全乡脱贫攻坚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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