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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项目任务来源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牦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及省农牧厅在《加快推进牦牛产业发展 2018 年度工作分工方案》

提出的要求，2018 年 10 月，青海省大通种牛场经青海省农牧厅质

监局向青海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上报《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

申报书，2018 年 11 月编写项目实施方案，2018 年 11 月青海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下达《关于增补 2018 年青海省牦牛产业地方制订项

目计划的函》（青质监函[2018]168 号），《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

规范》为 2018 年青海省地方标准制定项目，项目编号 2018-ZD-88。 

（二） 起草单位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三） 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依据项目来源，由青海省大通种牛场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牦

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组，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

任务，并着手开展了工作。 

表 1  《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起草小组成员 

序号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1 马进寿 场长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全面负责，标准审稿 

2 李青云 副场长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标准审稿 

3 刘更寿 副场长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标准审稿 

4 保广才 副场长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标准审稿 

5 李吉叶 研究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标准编写 

6 张国模 高级畜牧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调研、现场测试 

7 杨德青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调研、现场测试 

8 周九德 畜牧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调研、现场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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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彭云飞 兽医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0 常占青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调研、现场测试 

11 李生福 畜牧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2 张润生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3 杨海金 助理兽医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4 王进龙 兽医师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5 吴国庆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6 张元兴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现场测试 

17 王晨章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资料整理 

18 李宝森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资料整理 

19 张  健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资料整理 

20 刘晓梅 技术员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数据采集，资料整理 

二、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牦牛是我国高寒民族地区的主要畜种和重要生产资料，是青

藏高原不可代替的生物物种。其生存地区高寒、缺氧、牧草资源

极度不平衡，牦牛逐水草而居，具有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

季节性特点。在实际生产中，牧民长期沿袭传统的饲养管理模式，

不同年龄的牦牛混合放牧饲养，种群结构极度不合理，导致种群

逐步退化，饲草料的储备意识较差，冬季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

弱，免疫、驱虫、健胃以及疫病防治措施不规范，饲养管理等领

域缺乏配套的实用技术；牧民对牦牛常年粗放式的饲养管理，极

大地延长牦牛的饲养周期，从而导致其周转缓慢，低出栏率和低

商品率。 

牦牛养殖管理的水平和方法，受牦牛分布地区生态环境条件、

生产方式、生产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制约和影

响，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牦牛群间都有差异。绝大多数

地区的牦牛仅靠天然草地牧草获取维持生命、生长发育和繁殖等

所需的营养。此外，由于超载放牧，导致草场严重退化，草畜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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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增加，限制了牦牛产业的发展。 

青藏高原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加快藏区草地生态畜

牧业发展是建设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

要。自 2008 年以来，青海省在全国率先探索了草地生态畜牧业发

展模式，取得了较好成效，2014 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草地生态

畜牧试验区”，进一步在体制机制创新、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

开展试点工作，以合作社为载体，牲畜分群管理、高效养殖的现

代草地畜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也为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打

下了良好基础。 

为此，转变传统饲养方式，提升高寒地区的牦牛养殖行业的

技术水准，促进牦牛养殖由数量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是牧

民牦牛养殖提质增效的关键。 

三、主要起草（工作）过程  

《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标准的形成主要经过了收集

资料、项目调研、试验实施、数据分析整理、标准参数的确定、

草案的起草等过程，经多次征求意见修改后形成了现在的送审稿。 

（一）搜集资料 

在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牦牛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下

达后，本场按照省农牧厅《加快推进牦牛产业发展2018年度工作

分工方案》的安排，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制定标准的内容、方法、

步骤，多方征求畜牧及有关专家的意见，制定方案，编写人员通

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相关报道，搜集了国内有关牛养殖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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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养殖的资料，并就标准的相关内容向畜牧兽医专家咨询，提

出了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丰富了标准编制内容。 

（二） 项目调研 

本标准编写中，在基层单位的配合下，在牦牛产区及牛养殖

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内容包括牦牛生产过程中的饲养管理

模式、畜群结构、牦犊牛管理、牦牛选育、繁殖、防疫、补饲、

适时出栏、养殖档案等，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参考相关

资料，广泛征求和咨询了相关领域部门及专家的意见，多次修改，

使标准更加切合青海省目前牦牛生产的实际情况。 

（三）标准参数的确定 

标准中的各项技术指标参阅了有关资料，将有关资料归类分

析，在此基础上结合青海省气候条件、环境状况、牦牛生产现状

和发展趋势，本着既能反映青海省当前牦牛的实际生产水平又能

促进牦产业发展的原则，制定本标准。同时，青海省大通种牛场

自 1952 年建场以来，一直从事良种牦牛的繁育工作，在牦牛养殖

过程中，不断总结牦牛的饲养管理模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

参数确定提供了依据。 

（四）草案的起草 

组成编写小组，确定编写组成员，制定出标准的主要内容、

方法和步骤等；参考了省内外有关牛养殖场情况，深入牦牛产区，

调研牦牛养殖的经验,并查阅、收集相关资料；编写标准初稿，进

行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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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编制的原则、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规则》及标准编写常用规范的要求进行编写。 

同时，在制定本标准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没有查到青海省

内同类别的地方标准，本标准的编写与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

强制性标准没有任何冲突。 

五、主要条款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牦牛生产过程中的饲养技术、牦牛的管理等环

节中技术要求，包括牦牛饲养管理模式、牦犊牛管理、牦牛选育、

繁殖、补饲、防疫、适时出栏、养殖档案等内容，在编制过程中

主要参考了青海省大通种牛场牦牛生产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天然

草场，以放牧为主，采取适时补饲、犊牛全哺乳、人工授精等措

施，通过建立核心群、繁育群的规模，完善防疫制度，加大暖棚、

围栏、免疫注射栏等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达到牦牛全程饲养管

理的目的。条款的设置也做到了有据可查。 

（一）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1、组群：按年龄、性别分别组群。青海省大通种牛场按生产

母牛、牦犊牛和育成牛分别组群，生产母牛每群为 160～200 头；

犊牛为 240～260 头；育成牛为 280～300 头。因各牦牛养殖区草

场面积、质量，牦牛养殖数量等都不同，所以，本标准没有要求

组群头数，而是根据养殖规模、草场、基础设施等状况确定每群

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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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畜群结构：在牦牛养殖过程中采用混放时，整群中生产母

牛应占到 55～60%，育成母牛和幼年母牛占到 15～20%，种公牛占

到 10～15%，其他牛 15～20%为宜。但本标准要求按年龄、性别分

别组群，所以不要求畜群结构的比例。 

3、哺乳：牦犊牛培育多采用随母哺乳的方式，在产后

0.5h-2.0h 内让牦犊牛吸吮初乳。初乳即母牛在产犊后的最初几天

所分泌的奶，牧民叫胶奶，营养成分比正常奶高一倍以上。犊牛

吮食足初乳，可将其胎粪排尽，如吮食初乳不够，引起生后 10 天

左右患肠道使秘、梗塞、发炎等肠胃病和生长发育不良后果。更

重要的是初乳中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微量元素和溶

菌酶等物质，对防止一些犊牛传染病如大肠杆菌、肺炎双球菌、

布氏杆菌和病毒等起很大作用。 

4、佩戴耳标：耳标是牦牛养殖档案的基础。牦犊牛出生时，

由户主为犊牛双耳佩戴耳标，耳标一牛一号，双耳佩戴，终生不

变颜色为公红母蓝，尾号为公单母双。双耳佩戴是防止养殖过程

中耳标丢失，颜色和尾号是为了辨别公母，便于管理。 

5、建档立卡：建立卡片，一牛一卡，即时填写，记录耳号、

出生日期、性别、父系及母系耳号、特征、体尺测定等基本信息。

建档立卡是牦牛选育和建立信息数据库的基础，可逐步建立建立

牦牛产品追溯监管系统，确保产品质量及安全。 

6、断奶：在传统的放牧条件下，采取的是自然断奶的方式，

如果一直随牦母牛哺乳，幼牦牛恋乳，牦母牛带犊，均不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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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采食，影响了牦母牛的体质。在这种情况下，牦母牛除冬季乏

弱自然干乳外，妊娠母牛就无法获得干乳期的生理补偿，不仅影

响到母、幼牦牛的安全越冬过春，而且使牦犊牛的生长发育受到

影响。据研究，牦犊牛 4～6月龄时进行断奶，使牦母牛体质恢复，

提前发情，可提高牦牛的连产率。 

7、补饲   

7.1 对营养体况差的育成牛、妊娠母牛和犊牛在过冬时应补一

些精料和青干草，使它们安全过冬。补饲时间从 10～12 月份开始，

到次年 5 月底止。越冬时应该有棚舍。并适当添加矿物质营养舔

砖自由甜食。 

7.2 补饲日量组成及饲喂量参照 DB63/T 704 执行，妊娠期和

哺乳期牦母牛补饲按照 DB63/T 1162 执行比较合理。 

8、牦牛繁殖：配种季节为 6～9月份，7～8月份为发情旺季，

应做好配种工作。选择优良的公牛，淘汰年老和质量差的公牛。

公母牛比例按 1﹕15～1﹕20 为宜。 

9、暖季饲养：当定居点距牧场 2 ㎞以上时就应搬迁，以减少

每天出牧、归牧赶路的时间及牦牛体力消耗。同时减轻对牧场特

别是圈地周围牧场的践踏。这样可改善植被状态，有利于提高牧

草产量，减少寄生虫病的感染。 

（二）试验验证 

1、牦牛养殖管理技术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在推广大通牦牛新品种的同时，从分群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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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冷季放牧补饲、暖棚半舍饲、配种、断奶、引种等方面集成

了牦牛全程养殖管理技术，牦牛越冬死亡率降低 4 个百分点，繁

殖成活率提高至 64%以上。 

2、牦牛冷季补饲技术 

为解决牦牛生产在进入冷季之后，牧草匮乏，且营养价值下

降，正常生长受到影响的状况，我场以 1 岁、2 岁公牛和成年母

牦牛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牦牛冷季补饲技术研究。 

试验选取 1岁、2 岁公牛和成年母牦牛各 20 头，不同年龄的

牦牛均随机平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13 

日～2011 年 4 月 30 日，共计 183d。 

 结果试验组 1 岁牛总增重-2.31kg，增重率为-2.53%。夏季

平均体重 116.53kg，增重 25．17kg，增重率为 21．60%。对照组

1 岁牛总增重-14.17kg，增重率为-18.34%。夏季体重 90.36kg，

增重 13.11kg，增重率为 14.51%。试验组 2 岁牛总增重-8.11kg，

增重率为-6.00%。夏季体重 178.55kg，增重 43．44kg，增重率为

24．33%。对照组 2 岁牛总增重-14.17kg，增重率为- 18.34%。夏

季体重 147.61kg，增重 24.27kg，增重率为 16.44%。试验组成年

母牛总增重-43.37kg，增重率为-24．16%。夏季体重 208．44kg，

增重 25．17kg，增重率为 21．60%。对照组成年母牦牛总增重

-50.81kg，增重率为-22.42%。夏季体重 188.11kg，增重 32.79kg，

增重率为 17．43%。 

经过补饲试验，1 岁牛冷季可少掉膘 11.8kg， 2 岁牛冷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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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掉膘 6.1kg，到夏季增重率平均提高 20%左右，表明冷季补饲有

助于放牧牦牛生长发育，可提高母牛的繁殖率，降低死亡，提高

仔畜成活率，使牦牛的生长率提高 15％，产肉率提高 3～5个百分

点。 

3、牦牛人工授精技术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牦牛人工授精工作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

为培育新品种“大通牦牛”起到了至关主要的作用。2004 年以前

我场牦牛人工授精的授胎率在 50%左右，受胎率在 40%左右。从

2005 年开始，选择两群牦牛为冷配专群，并且提前 20 天到 30 天

组织参配母牛，放到优良草场，并继续进行补饲、投放盐砖，参

配母牛的营养水平得到了改善，授配率和受胎率提高至 80%以上。 

历年夏季牦牛人工授精授配情况统计 

年度 组群数 授配数 授配率 繁活数 受胎率 

2005 160 104 65% 72 70% 

2006 160 104 65% 84 81% 

2007 158 117 74% 92 79% 

2008 164 107 65% 92 86% 

2009 162 117 72% 92 79% 

2010 176 142 81% 115 81% 

2011 167 143 86% 117 82% 

2012 184 146 79% 138 95% 

2013 183 144 79% 12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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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190 177 93% 140 79% 

2015 163 143 88% 119 83% 

2016 190 163 86% 144 88% 

2017 270 238 88% 191 80% 

2018 1932 1386    

4、牦犊牛全哺乳技术 

青海省大通种牛场从畜牧业生产实际出发，改变牧区培育牦

犊牛的传统方式，进行了哺乳期牦母牛不挤奶、犊牛全哺乳培育

技术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96 年 4～9 月在我场海拔高度

3400～3800m 的天然草地上进行 150 天的牦犊牛全哺乳 (母牛不

挤奶)育肥试验。试验结果表明，在放牧条件下 ,全哺乳牦犊牛 5

月龄平均体重达到 77.61kg,平均增重 62.34kg,较对照(母牛日挤

奶一次)牦犊牛(30.8kg)多增重 31.54kg。在全场实施牦牛全哺乳

技术，经济效益显著。 

5、牦牛早期断奶出栏技术 

牦犊牛适时断奶出栏技术是在青海省大通种牛场牦犊牛全哺

乳技术基础上，育肥当年犊牛，在秋季屠宰出栏一部分，并对选

留犊牛进行适时断奶的技术。 

犊牛提前断奶是提高母牛的生产水平的重要途径，本试验通

过对 3 月龄和 5 月龄断奶犊牛后期生长发育状况以及母牛生产力

水平对比研究发现，3月龄和 5月龄断奶犊牛在 1.5 岁和 3岁时生

长发育差异性不显著（p﹥0.05），3 月龄犊牛断奶并没有影响犊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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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的生长发育。3 月龄断奶的母牛年均产犊数为 57 头，产犊率

为 95.00%，对照组年均产犊 47.67 头，产犊率为 64.41%，差异极

显著（p﹤0.01）。5月龄断奶的母牛接近三年产两犊；相反，3月

龄断奶的母牛表现为较高的生产力水平，接近每年产一犊。 

据测定，在传统的生产方式下，牦牛一年一胎率只占 28％。

而当年生产的犊牛达到 3 月龄和 5 月龄后进行屠宰或断奶，将犊

牛和母牛分别放牧于草质较好的草场，一般 5-10 天后母牛即可恢

复体力发情。实践证明，通过实施牦犊牛早期断奶技术，并屠宰

不符合标准牦犊牛，可提高牦牛的连产率。 

六、重大意见分歧处理依据和结果 

标准初稿完成后，通过向相关专家咨询，进行了修改，并将其

发放到相关的农业主管部门、研究所、大学、推广、生产等单位，

广泛征求对《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标准的意见。共发出

征求意见函 22 份，截至 2018 年 12 月 14 日收回 19 份，提出意见

的有 19 份，没有意见的 0 份，共提出 142 条意见。对征求到各个

意见逐条处理，并形成征求意见汇总表（见附件），采纳 121 条，

不采纳 21 条，经过讨论、修改形成《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

标准送审稿。 

根据反馈回的意见与建议，对标准中文字表述、格式及部分测

定方法进行了修改。标准中主要参数、性能指标及实验方法没有

重大分歧意见。 

七、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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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效益 

实施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可改变传统的养殖模式，确保牦

牛当年安全越冬，降低损亡，冷季实现有效增重且取得显著的经

济效益，缩短牦牛出栏周期，加快牦牛群周转，提高牦牛生产效

率，从而减轻对高寒天然草地的载畜压力，成为今后青藏高原牧

区牦牛饲养的有效方式。 

如果大范围推广将会改变牦牛的饲养方式和牧民的生活方

式，显著提高农牧民的收入，不断促进牦牛产业的发展，为我省

闯出一条畜牧业发展、改善牧区生态和实现农牧民增收的新路子，

进而带动全省草原生态畜牧业稳定发展。 

（二）生态效益 

青藏高原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加快藏区草地生态畜牧

业发展是建设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

建立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坚持以草定畜、草畜平衡的原

则，可有效解决超载放牧和维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草原生产

能力和生态环境将不断好转。目前，青海省组建了季节性养殖场

232 个，冬季集中育肥减轻了天然草场的压力，人工草地面积达到

710 万亩，实现了“减畜不减效，减畜不减收”。 

（三）社会效益 

自 2008 年以来，青海省在全国率先探索了草地生态畜牧业发

展模式，取得了较好成效，2014 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草地生态

畜牧试验区”，进一步在体制机制创新、转变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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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试点工作，以合作社为载体，牲畜分群管理、高效养殖的现

代草地畜牧业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也为推广应用先进适用技术打

下了良好基础。通过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对加快草地畜牧业

转型升级，推动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区建设，促进草牧业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及建议 

为使《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在牦牛产区发挥作用，

减轻草场压力，解决草畜矛盾，提升牦牛的养殖水平，增加农牧

民收入。建议做好标准的宣传，加强示范推广，使标准的应用真

正落到实处。对《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执行情况进行跟

踪调查，及时发现标准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不断修改完善，提高

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 

 

《牦牛全程饲养管理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〇二 一九年三月一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