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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红牛导入丹麦红牛血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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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草 原 红 牛 和 草 原 红 牛 导 入 丹 麦 红 牛 血 的 牛 生 长 发 育 、产 奶 和 产 肉 性 能 等 进 行 了 分 析 比 较 。结

果 表 明 ，草 原 红 牛 导 入 " ) * 丹 麦 红 牛 血 体 型 加 大 、体 重 增 加 、产 奶 量 大 幅 度 提 高 ，而 产 肉 量 提 高 不 显 著 ，对 当

地 的 环 境 条 件 未 表 现 出 明 显 的 不 适 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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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红牛是吉林、内蒙古、河北三省!区(合作，以引进的英国兼用短角公牛为父本，我国北方草原

地区的蒙古母牛为母本，历经杂交改良、横交固定和自群繁育 $ 个育种阶 段 ，在 放 牧 饲 养 条 件 下 育 成

的兼用型新品种牛，".,/ 年通过原农牧渔业部验收，命名为中国草原红牛。

草原红牛全身被毛为红色，体型中等，早熟，具有适应性强、耐粗饲、繁 殖 率 高 和 抗 病 力 强 等 优 良

特性，尤以乳和肉的品质好和风味独特而著称。但草原红牛乳和肉的产量偏低，除饲养方式和饲养条

件影响外，品种本身亟待进一步选育提高。如按常规品种纯繁选育周期比较长，同时兼顾乳和肉两个

性能难度又比较大。鉴于此，采取了开放式选育技术，首先提高乳用性能。于 ".,0 年开始导入丹麦红

牛!乳用(血试验。

! 材料与方法

!,! 供试牛

丹麦红牛：原产于丹麦，乳用品种!但从体型和产肉性能看，也有将其列入兼用品种(。该品种牛全

身被毛为紫红色，在乳用牛品种中，以产乳多、乳脂率及乳蛋白高而闻名于世，同时具有 生 长 快 、肉 品

质 好 、体 质 结 实 、适 应 性 和 抗 病 力 强 等 特 性 。 据 丹 麦 红 牛 生 产 年 鉴 记 载 ，".,.1"..& 年 平 均 产 奶 量 为

% 0"’ 23，乳 脂 率 *#’"4，乳 蛋 白 $#$4；高 产 个 体

$&/ 5 产奶量超过 "& &&& 23 以上的为数不少。

".,* 年 底 ，原 农 牧 渔 业 部 由 丹 麦 引 入 丹 麦 红

牛 种 公 牛 $ 头 ，初 配 母 牛 "/ 头 ，分 配 给 吉 林 省 农

科院畜牧所饲养、繁育。

草原红牛：吉林省通榆县三家子种牛繁育场

饲养的草原红牛。选择饲养管理条件相同，血缘关

系清楚的个体，采取冷冻精液人工授精进行配种。

!,( 导血方法!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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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养管理

犊牛人工哺乳，哺乳期 ! 个月；育成牛及成年牛以放牧 饲 养 为 主 ，冬 春 枯 草 期 归 牧 后 补 饲 少 量 精

料，干草和玉米青贮定量补饲。泌乳母牛每产 " #$ 奶给 %&’ #$ 精料，自由饮水。

!"$ 调查项目

生长发育：初生、( 月龄、)* 月龄、!" 月龄+母,、(( 月龄+母,牛体重和体尺。

育肥性能：育肥牛入栏重、出栏重、日增重及采食量；宰前活重、屠宰率和净肉率等。

泌乳性能：)-’ 产各产次的泌乳天数、泌乳量、平均日量、最高日量。

!"%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常规方差分析，差异显著者+指 . 个试验组合,再按 //0 检验法进行多重比较，以确定各组合

间的差异显著性。鉴于生长发育测定的个体达 " %%% 多头，每头测 ’ 次+’ 个生长发育阶段,，每次测定

)! 项，数据统计后显得过于冗长，因此，本文仅选用初生和 )* 月龄时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比较。

! 结果与分析

&"! 体型外貌

经 对 (*" 头 含 丹 麦 红 牛 血 的 犊 牛 观 察 记 录 ，毛 色 为 红 色 、深 红 色 的 占 1(&*2，杂 色 只 占 .&"2，毛

色遗传比较稳定。有 .%2左右含丹麦红牛血的牛出现了黑眼圈、黑鼻镜和黑嘴巴，这与有些丹麦红牛

导入瑞士褐牛血有关。从整体结构来看，含丹麦红牛血的牛更趋于匀称。

&"& 生长发育

!"!"# 初生犊牛体重、体尺

体重：3) 和 3" 分别比 45 提高了 *&**2和 *&1*2+67%&%),，3) 与 3"+68%&%’,。
体躯 高 度 +体 高 、十 字 部 高 和 坐 骨 端 高 ,：3) 比 45 提 高 了 "&1%2-.&!92+67%&%),，3" 比 45 提 高 了

"&)*2-!&.!2+67%&%),；3) 与 3" 体高+67%&%’,、十字部高+67%&%),，3" 与 3) 坐骨端高+67%&%),。
体躯长度+体 斜 长 、尻 长 ,：3) 比 45 提 高 了 .&’(2-.&9)2+67%&%),，3" 比 45 提 高 了 )&*’2-"&!)2

+67%&%),；3) 与 3"+67%&%),。
体躯宽度+胸宽、腰角宽、胯宽和坐骨端宽,：3) 比 45 提高了 "&(’2-9&%*2+67%&%),，3" 胸宽、腰角

宽、胯宽比 45 提高了 "&))2-.&)(2+67%&%),、坐骨端宽提高了 ’&%.2+67%&%’,，3) 与 3" 胯宽+67%&%),，
胸宽、腰角宽、坐骨端宽+68%&%’,。

胸深：3) 和 3" 分别比 45 提高了 !&("2和 ’&*!2+67%&%),，3) 与 3"+67%&%’,。
胸围、管围、腿围 ：3) 比 45 提 高 了 .&!*2-(&%2+67%&%),，3" 比 45 提 高 了 ’&%2-1&192+67%&%),；

3" 与 3)+67%&%),+表 ),。

¡ 1  ¡¢£¤¥¦§¨©ª«                            kg¡cm¡%  

¡¢£ X  ¡¢£¤ ¡ CH ¡¢£¤ 
¡  ¡ 

CH F1 F2 CH F1 F2 F1 F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7 
29.83 
67.34 
70.60 
63.42 
60.95 
25.34 
16.46 
16.21 
18.92 
21.58 
69.18 
9.93 
5.37 
48.72 

557 
32.48 
69.30 
72.74 
65.62 
63.12 
26.51 
17.02 
16.64 
19.66 
22.38 
71.59 
10.54 
5.75 
51.15 

1111 
32.51 
68.84 
72.14 
66.17 
62.42 
26.82 
16.98 
16.57 
19.32 
21.98 
72.65 
10.92 
5.64 
52.78 

517 
B 
Bc 
C 
C 
C 
B 
B 
B 
C 
C 
C 
C 

Bb 
C 

557 
A 
Aa 
A 
B 
A 
Aa 
A 
A 
A 
A 
B 
B 
A 
B 

1111 
A 
Ab 
B 
A 
B 

Ab 
A 
A 
B 
B 
A 
A 
a 
A 

557 
8.88 
2.90 
3.03 
3.47 
3.56 
4.62 
3.40 
2.65 
3.90 
3.71 
3.48 
6.00 
7.08 
4.99 

1111 
8.98 
2.23 
2.18 
4.34 
2.41 
5.84 
3.16 
2.22 
2.11 
1.85 
5.00 
9.97 
5.03 
8.33 

¡¢1¡¢£¤¥¦§¨©ª«¬2¡CH(¡¢£¤)¡F1(¡ 1/2 ¡¢£¤¥)¡F2(¡ 1/4 ¡¢£¤¥)¡3¡¢£¤¥(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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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月龄体重、体尺

¡ 2  18 ¡¢£¤¥¦§¨©                             kg¡cm¡%  

¡¢£ X  ¡¢£¤     ¡ CH ¡¢£¤ 
¡  ¡ 

CH F1 F2 CH F1 F2 F1 F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90 
262.23 
109.59 
114.81 
103.61 
122.45 
 56.33 
 33.76 
 37.95 
 36.50 
 41.02 
153.84 
 15.95 
 12.10 
 88.27 

460 
279.78 
110.69 
116.69 
106.38 
124.76 
 57.24 
 34.91 
 38.64 
 38.05 
 41.73 
155.99 
 16.39 
 12.31 
 90.47 

735 
267.64 
110.08 
115.52 
106.30 
123.63 
 56.78 
 34.73 
 38.26 
 37.36 
 41.34 
155.21 
 16.50 
 12.41 
 88.75 

590 
Bc 
Bc 
C 
B 
C 
Bc 
B 
Bc 
C 
C 
B 
Bc 
B 
Bc 

460 
A 
Aa 
A 
A 
A 
Aa 
A 
Aa 
A 
A 
A 
Ab 
A 
Aa 

735 
Bb 
Ab 
B 
A 
B 
b 
A 

Ab 
B 
B 
A 
Aa 
A 
Bb 

460 
6.69 
1.00 
1.64 
2.67 
1.89 
1.62 
3.41 
1.82 
4.25 
1.73 
1.40 
2.76 
1.74 
2.50 

735 
2.06 
0.45 
0.62 
2.60 
0.96 
0.80 
2.87 
0.82 
2.36 
0.80 
0.90 
3.45 
2.56 
0.54 

 
体重：!" 比 #$ 提高了 %&%’()*+,&,"-，!. 比 #$ 提高了 .&,%()*+,&,/-；!" 与 !.)*+,&,"-。
体 躯 高 度 )体 高 、 十 字 部 高 、 坐 骨 端 高 -：!" 比 #$ 提 高 了 "&,(0.&%1()*+,&,"-，!. 比 #$ 提 高

,&2/(0.&%()*+,&,"-；!" 与 !. 体高)*+,&,/-、十字部高)*+,&,"-、坐骨端高)*3,&,/-。
体 躯 长 度 )体 斜 长 、尻 长 -：!" 比 #$ 提 高 了 "&14(0"&5’()*+,&,"-，!. 比 #$ 提 高 了 ,&5(0,&’%(

)*+,&,"-；!" 与 !.)*+,&,"-。
体躯宽度)胸宽、腰 角 宽 、胯 宽 、坐 骨 端 宽 -：!" 比 #$ 提 高 了 "&12(02&./()*+,&,"-，!. 比 #$ 提 高

了 ,&5.(0.&/%()*+,&,"-；!" 与 !. 胸宽)*3,&,/-、腰角宽)*+,&,/-、胯宽)*+,&,"-，坐骨端宽)*3,&,/-。
胸深：!" 比 #$ 提高了 "&%.()*+,&,"-，!. 比 #$ 提高了 ,&5()*+,&,/-；!" 与 !.)*+,&,/-。
胸围、管围、腿围：!" 比 #$ 提高了 "&2(0.&/()*+,&,"-，!. 胸围和管围分别比 #$ 提高了 ,&’(和

4&2/()*+,&,"-、腿 围 提 高 了 ,&/2()*+,&,/-；!" 与 !. 胸 围 )*3,&,/-、腿 围 )*+,&,/-，!. 与 !" 管 围 )*+
,&,/-。
!"# 泌乳性能

¡ 3  ¡¢£¤¥¦                                      kg¡%   

¡¢ ¡¢ ¡¢ ¡¢£¤ ¡¢£ ¡¢ ¡¢£¤ 
CH 198 218.50¡36.87 1 249.60¡353.47  5.70¡1.65  9.20¡1.83 
F2  59 1 220.07¡32.84 1 718.76¡631.18  8.43¡2.50 12.19¡2.72 

¡¢£   1.57 37.54 47.89 32.50 
 CH 121 215.70¡35.97 1 486.10¡385.44  6.90¡1.65 11.30¡2.31 

F2  56 2 231.36¡33.45 2 197.75¡575.15  9.96¡2.13 14.41¡2.57 
¡¢£   7.26 47.89 44.20 27.52 

CH  89 223.00¡33.59 1 640.20¡420.10  7.40¡1.42 12.10¡2.64 
F2  46 3 244.39¡32.00 3 168.64¡849.07 12.97¡3.31 18.64¡4.66 

¡¢£   9.59 93.19 75.27 54.05 
CH  70 217.80¡37.73 1 633.00¡460.92  7.50¡1.42 12.20¡2.18 
F2  46 4 244.17¡29.78 3 183.40¡760.92 13.04¡2.60 19.22¡4.32 

¡¢£   12.10 94.94 73.87 57.54 
CH  53 216.50¡35.02 1 739.40¡542.08  8.00¡2.18 13.30¡3.13 
F2  27 5 228.56¡35.46 3 043.20¡786.31 13.30¡3.37 19.38¡5.37 

¡¢£   5.57 74.96 66.25 45.71 
 

由 表 4 各 产 次 泌 乳 性 能 比 较 来 看 ，"0/ 产 泌 乳 天 数 ，!. 分 别 比 #$ 提 高 了 "&/1(、1&.%(、’&/’(、

".&"(和 /&/1(，除 第 " 产 差 异 不 显 著 外 )*3,&,/-，其 余 各 产 次 差 异 显 著 )*+,&,/-；"0/ 产 的 产 奶 量 !.

分别比 #$ 提高了 41&/2(、21&5’(、’4&"’(、’2&’2(和 12&’%(，差异均极显著)*+,&,"-，尤以 4、2 产提

高幅度最大，几乎翻了一番。 4 产以上产奶量)40/ 产平均-!. 为 4 "2/&55 67，最高个体产量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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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为 % &&’(&’ !" 和 ) )*+ !"，,’ 分别比 #$ 提高了 -.(’%/0123(3%4和 +.()*/。

此外，从 ,’ 各产次泌乳量的离均差值来看，均明显大于 #$，尤其第 ) 产高于 #$ *’-(.5 !"，说明

,’ 的泌乳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

!"# 产肉性能比较

!"#"$ 架子牛育肥

从放牧牛群中，选择出生日期相同的 )3 月龄阉牛 %3 头，在 半 开 放 舍 拴 系 育 肥 &3 6，平 均 每 头 日

饲喂玉米面 ’(+’ !"、酒糟 %-(&) !"、玉米秸 )() !"、食盐 +3 " 和骨粉 5- "。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见，在一般的饲养条件下，,% 出栏体重和日增重分别比 #$ 提高了 +(’)/和 5(&*/
0173(3+4；屠宰率、净肉率和骨率几项主要产肉指标 ,% 和 #$ 基本相同。从胴体脂肪厚度和分布来看，

#$ 均好于 ,%，这与 #$ 蓄积脂肪能力较强有关。

!"#"! 持续育肥

’(*(’(% ,% 和 #$ 比较

选择出生日期相同 - 个月龄的小公牛 %+ 头，在封闭式牛舍 小 圈 围 栏 散 养 ，育 肥 期 )’3 6，全 期 平

均每头日饲喂混合精料 ’(+ !"、预混料 3()+ !"、羊草 5() !"。结果见表 5。

由表 5 可见，出栏体重和日增重 ,% 分别比 #$ 提高了 )(&’/和 %3(%’/，但差异不显著0173(3+4。
育肥结束后，各抽测一头屠宰观察，从胴体脂肪覆盖率、屠宰率和净肉率主要产肉指标来看，均达

到了 .+/、+5/和 *-/以上，两者间无明显差异。

’(*(’(’ ,’ 和 #$ 比较

选择出生日期相同 - 个月龄的小公牛 %’ 头，在封闭式牛舍育肥 )%) 6，前期0%%. 64一般营养水平

育肥，围栏散养；后期0%.* 64高营养水平强度育肥，拴系饲养，不运动。全期平均每头日饲喂混合精料

&(*) !"、羊草 ’(+* !"、玉米秸青贮 %(’. !"、玉米秸秆 3(*- !"。结果见表 -、.、%3。

表 # 育肥结果比较 !"、"

组别 头数 开始重 结束重 增重 日增重

,% * *3& *&3(%) +*(%) .3’
#$ & )-5 *)5(’+ +3(’+ -)-

表 $ 屠宰结果比较 !"、"、/

组别 头数 宰前活重 胴体重 屠宰率 净肉重 净肉率 骨重 骨率

,% * *)5(33 ’*%(33 ++(%+ %.&(+. **(.. )-(.3 -(.3
#$ & *%&(-) ’)3(*. ++(’. %-&(%) **(&+ )5(3) -(.-

表 % 胴体脂肪比较 89、/

组别 头数
皮下脂肪厚度 皮下脂肪分布

背脂 肋脂 腰脂 覆盖率

,% * 3(%- 3(5- 3(+5 5&(’+
#$ & 3(’& 3(.* 3(&& -)())

表 & 增重结果比较 !"、"

组别 头数 开始重 结束重 增重 日增重

,% %3 %.-(- +’&(3 )’5(’ % 3’)
#$ + ’%3(* +35(& ’.5(’ .’.

表 ’ 增重结果比较 !"、"

组别 头数 开始重 结束重 增重 日增重

,’ & ’’-(%5 ++&(+ )’-()) % 3-5
#$ & ’’5(%+ ++)(+ )’&(33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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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结果可见，#$ 和 %& 的出栏体重、日增重、屠宰率、净肉率和骨率基本相同。从表 ’( 分割

肉 块 重 量 比 较 来 看 ，#$ 除 尾 牛 扒 、牛 腩 和 杂 肉 重 量 略 低 于 %& 外 ，其 余 肉 块 均 不 同 程 度 地 高 于 %&，#$

肉的成品率有一定提高。

!"# 适应性

据 调 查 ，从 抗 寒 、耐 暑 、抗 病 力 和 耐 粗 饲 等 方 面 ，导 血 牛 )#’ 和 #$*与 %& 没 有 明 显 的 差 别 ，表 现 出

很好的适应性。

! 讨论与结论

草原红牛导入丹麦红牛血后，"+,的牛毛色为红色、深红色，整体结构更趋于匀称。对于有些个体

出现的黑鼻镜、黑眼圈和黑嘴巴等缺点，可以通过选种来解决。

从初生、’! 月龄体重和体尺分析结果看，导血牛与 %& 间 差 异 显 著 或 极 显 著 ，表 明 通 过 导 血 可 使

%& 的体重增加、体型增大。同时也看出，随着月龄的增加，无论 #’ 还是 #$ ’! 月龄时的体重和体尺比

%& 提高的幅度均低于初生时，这主要是饲养条件影响所致。

泌乳性能分析结果，’-. 产泌乳天数，#$ 比 %& 有不同程度增加，而泌乳量各产次比 %& 有较大幅

度提高)/0(1(’*，2、3 产提高 "(,以上，表明导血可以改良提高 %& 的泌乳性能。无论 %& 还是 #$ 平均

泌乳天数在 $’(-$3( 4，相对较短，这与饲养方式和饲养水平有直接关系。青草期放牧，中午牛群归牧

可 补 饲 、挤 奶 ，进 入 ’( 月 份 以 后 枯 草 期 放 牧 ，中 午 不 归 牧 不 能 挤 奶 ，因 此 2 次 挤 奶 改 为 两 次 ，这 样 泌

乳量会逐渐下降，随之提前停乳，缩短了泌乳期。此外，#$ 各产次泌乳量的离均差值均比较大，明显高

于 %&，说明其泌乳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随着饲养方式和饲养条件进一步改善的同时加大选择与

淘汰，草原红牛)含 ’ 5 3 丹麦红牛血*的泌乳性能还会有较大的提高。

育肥和屠宰结果表明，#’ 与 %& 及 #$ 与 %& 在 日 增 重 、屠 宰 率 、净 肉 率 和 骨 率 等 指 标 没 有 明 显 差

别，导入丹麦红牛血对 %& 的产肉性能影响不大。

导血牛对当地的自然环境和饲养条件有很好的适应性。

综合评价认为，草原红牛导入 ’ 5 3 丹麦红牛血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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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屠宰结果比较 <=、,

组别 头数 宰前活重 胴体重 屠宰率 净肉重 净肉率 骨重 骨率

#$ 2 .$+ $";1! .+1+( $221$2 3312( 3.1+; !1+"
%& 2 .’’ $!;1! .+122 $$$1’$ 3213; 321.( !1.$

注：’、宰前活重：育肥结束时，+ 头供试牛由吉林省通榆县汽运至河北省大厂县华安屠宰厂，在待宰间观察饲养 . 4 后，空腹 3! >；

$、胴体重：不包括肾及肾脂重；2、净肉重：二分体在排酸间内持续排酸 ’3 4 后，各部位分割肉重量相加的总和。

表 %& 分割肉块比较 <=

组别 头数 牛柳 西冷 针牛扒 尾牛扒 脍牛扒 霖肉 牛腱子 牛腩 牛胸 牛前 杂肉

#$ 2 21’; ’21. ’2122 ’’1!( ’$12; !1;2 ’+1.( 3’13( ;1(( ;31!( 2(1+2
%& 2 21(2 ’$12 ’$1’! ’’1"2 ’(1"( !1+; ’+1’2 3’1;. .122 ++122 221!3

注：牛肉分割执行欧共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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