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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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地牛

经过级进杂交、横交固定和自群繁育提高等 3 个

阶段培育而成的肉乳兼用型品种。具有适应性强、
宜放牧、耐粗饲、抗病能力强等突出优点 ,但与国

外优良肉牛品种以及国内黄牛品种相比还存在着

个体小、生长缓慢、产肉性能偏低等不足。为完善

现有的肉用群体的生长性能指标、屠宰指标，本研

究就安格斯牛对草原红牛的杂交改良效果进行全

面分析，为草原红牛的种质特性提供基础数据，为

草原红牛肉用新品系的选育与品种开发提供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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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动物

在吉林省农科院畜牧分院试验牛场，选择平

均年龄 12 月龄左右，体重相近，健康状况良好的

纯种草原红牛（♂）和红草 F1 杂交牛（♂）各 15
头。试前对牛进行编号、驱虫和防疫。
1.2 试验期及动物饲养

试验自 2010 年 5 月 1 日开始，2010 年 12 月

31 日结束。试验饲养共分为 2 个阶段进行，前期

123 d，后期 122 d，根据肉牛的营养需要配制试验

日粮。试验期每天定时饲喂 2 次，自由饮水，精、粗
料混合饲喂，每天称量精、粗饲料剩余。试验牛各

阶段平均采食量及营养水平见表 1。
1.3 测定项目与方法

体重：试验开始、期间、结束共测 3 次,测重均

在早饲前空腹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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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利用草原红牛和红草 F1 杂交牛作为试验牛种，在相同营养水平下饲养，然后进行育肥、屠

宰试验。结果表明，红草 F1 杂交牛的屠宰率、净肉率、肉骨比较纯种草原红牛均有极显著提高（P<0.01）；红草

F1 杂交牛的剪切力值比草原红牛的要低且差异极显著（P<0.01）。用安格斯改良草原红牛，可使草原红牛的产

肉性能明显提高，改良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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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尺：试验结束测 1 次。
采食量：混合精料、苜蓿草块、玉米酒糟、玉米

鲜秆青贮均定量供给, 干玉米秸秆计量不限量,有
剩余称剩余量,并进行记录。

屠宰试验：按我国肉牛屠宰试验暂行标准进

行，并计算有关指标。屠宰后在鲜胴体上取样，做

各项分析。于胴体 12 肋骨后缘锯开胸椎, 取长约

10 cm 完整且切面平整的眼肌 , 用硫酸纸描出眼

肌范围，以求积仪测定眼肌面积。于 12 肋骨后取

背最长肌作肉质成分分析, 同时进行肉的品质和

感官鉴定。
肉质常规营养成分分析：在吉林省农科院畜

牧分院动物营养研究所进行，按常规成分分析方

法测定。
肉质测定：参照猪肉质测定方法在吉林省农

科院畜牧分院养猪室进行。
1.4 数据处理

所 获 数 据 运 用 Spss for windows 统 计 软 件

(version13.0)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牛体重的比较

表 2 结果表明，草原红牛与红草 F1 杂交牛在

体重上差异不大，但在后期平均日增重上红草 F1

杂交牛要显著高于草原红牛 （P<0.01），幅度为

11.82%；在试验期平均日增重上红草 F1 杂交牛要

显著高于草原红牛（P<0.05），幅度为 8.33%。
2.2 试验牛体尺的比较

表 3 的结果表明，红草 F1 杂交牛比纯种草原

红牛在胸宽、胸深和胸围上均有极显著的提高

（P<0.01），胸宽增加 5.61%，胸深提高 2.63%,胸
围提高 3.85%；红草 F1 杂交牛在坐骨端宽和腿围

上也有显著的提高（P<0.05）；红草 F1 杂交牛在管

围上极显著低于纯种草原红牛（P<0.01），降低了

3.42%。
2.3 试验牛屠宰性能的比较

表 4 的结果表明，红草 F1 杂交牛的屠宰率、
净肉率、肉骨比较纯种草原红牛均有极显著提高

（P<0.01），屠宰率提高了 6.48%，净肉率提高了

9.97%，肉骨比提高了 15.64%，红草 F1 杂交牛的

表 1 试验牛各阶段平均采食量及营养水平

时间 阶段 1 阶段 2

玉米(kg) 1.80 2.75

DDG(kg) 0.20 0.25

玉米纤维饲料(kg) 1.88 1.85

食盐(kg） 0.04 0.05

预混料添加剂(kg) 0.08 0.10

苜蓿草块(kg) 2.00 2.00

玉米秸青贮(kg) 2.00 2.00

干玉米秸(kg) 2.00 2.00

玉米酒糟(kg) 5.00 5.00

DM(MJ/d) 9.35 10.25

CP(g) 1 300.16 1 391.15

Ca(g) 37.36 37.66

P(g) 22.54 25.28

综合净能(MJ/d·头) 56.70 61.00

表 2 试验牛各阶段体重 kg

项目 草原红牛 红草 F1 杂交牛

初始重 230.21±10.15 226.35±12.65

16 月龄体重 360.38±15.28 367.45±20.84

20 月龄体重 494.58±30.45 517.51±36.31

前期平均日增重 1.06±0.11 1.15±0.12

后期平均日增重 1.10±0.12A 1.23±0.14B

试验期平均日增重 1.08±0.11a 1.19±0.13b

表 3 试验牛 20 月龄体尺 cm

项目 草原红牛 红草 F1 杂交牛

体高 127.25±2.26 128.36±3.08

十字部高 130.14±2.67 131.65±4.12

坐骨端高 120.85±3.65 121.87±2.85

体长 161.86±2.12 160.76±3.84

胸深 67.87±1.10A 71.71±1.12B

胸宽 50.96±1.52A 53.82±1.49B

腰角宽 48.85±1.24 49.31±1.25

尻长 53.25±1.26 53.07±1.85

坐骨端宽 13.42±1.45a 14.82±1.44b

胸围 189.64±4.69A 196.94±4.85B

腹围 195.61±4.68 197.35±4.26

管围 22.38±0.16A 21.64±0.52B

髋宽 49.75±2.38 50.67±3.86

腿围 112.94±3.98a 115.19±3.46b

表 4 试验牛屠宰性能的比较

屠宰性状 草原红牛 红草 F1 杂交牛

宰前活重（kg） 494.58±20.45 517.51±26.31

胴体重(kg) 288.63±26.80 321.58±26.15

屠宰率(％) 58.36±2.48A 62.14±4.43B

净肉重(kg) 228.74±12.45 263.21±11.47

净肉率(％) 46.25±2.60A 50.86±3.45B

胴体产肉率(％) 79.25±4.78 81.85±4.56

骨重(kg) 59.89±3.2 58.37±3.60

肉骨比 3.90±0.19A 4.51±0.13B

眼肌面积(cm2) 95.88±5.70 97.87±6.63

肋脂厚(cm) 0.88±0.25 0.9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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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肌面积也比草原红牛眼肌面积大。
2.4 试验牛肉质化学分析

表 5 的结果表明，红草 F1 杂交牛与草原红牛

化学成分无显著差异。
2.5 试验牛肉质分析

表 6 的结果表明，红草 F1 杂交牛与草原红牛

在 pH 值、肉色、失水率和大理石花纹上无显著差

异。红草 F1 杂交牛在肌纤维直径上比草原红牛细

且差异显著（P<0.05）；红草 F1 杂交牛的剪切力值

比草原红牛要低且差异显著（P<0.01）。

3 讨 论
大量的研究报道表明，利用世界优良的肉牛

品种对我国本地黄牛进行改良既可以克服和改善

我国肉牛的生长缺陷、提高生产性能，又可以将我

国肉牛原有的特殊优良品种特性保持不变，可谓

是我国快速发展肉牛产业的最佳途径。导入外血

改良本地牛有利于提高本地牛的生产性能 , 可以

使其克服生长性状缺陷，增加饲料报酬，提高本地

牛的育肥效果 [1]。谭年年等 [2]报道，利用利木赞牛

改良晋南牛，在大致相同的饲养管理条件下利晋

F1 牛初生重、12 月龄体重和 18 月龄体重分别比

晋南牛提高 30.90%、21.30%和 38.10%。本试验

结果表明，在试验期平均日增重上红草 F1 杂交牛

要显著高于草原红牛（P<0.05），这说明引入红安

格斯血对草原红牛杂交改良，增重效果比较好，也

体现出了明显杂种优势。从 20 月龄体尺结果看，

导血后的红草 F1 杂交牛与草原红牛相比，尤其在

胸宽、胸深和胸围上明显增加，整体结构更趋向于

匀称，后驱不发达的缺陷得以纠正。
屠宰率和眼肌面积都是反映家畜胴体品质的

重要指标,并且与家畜的产肉量有密切关系。在我

国河北及山东的屠宰场对 334 头黄牛及其与西门

塔尔或利木赞杂交后代的胴体特征进行了调查，

全部被调查牛只的屠宰率和眼肌面积与纯种黄牛

相比，杂交牛的屠宰率高、眼肌面积大 ,表明杂交

育种能明显改善黄牛的肉用性能[3]。本试验的结果

也证明了这一点，红草 F1 杂交牛的屠宰率、净肉

率、肉骨比较纯种草原红牛均有显著提高，杂交改

良在产肉性能上作用明显。红草 F1 杂交牛比草原

红牛的眼肌面积有提高的趋势，但没有表现出太

大的种间差异。
从肉常规化学成分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草原

红牛和红草 F1 杂交牛肉质化学组成差异不大，可

见红草 F1 杂交牛基本保持了草原红牛良好的肉

质品质。
肉的嫩度是消费者最重视的食用品质之一，

刘寿春 [4]报道表明同一品种牛的基因型控制肉品

30%的嫩度变异，即 30%的嫩度是由遗传决定的，

70%是由环境因素引起的。品种间的嫩度变异程

度与品种内的变异程度相等，或略低于后者。本试

验的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红草 F1 杂交牛在肌纤

维直径上比草原红牛的细，剪切力值比草原红牛

要低，说明杂交改良使草原红牛嫩度基因型有了

明显的变异，提高了肉的嫩度。
实践证明，用安格斯改良草原红牛，可使草原

红牛的产肉性能明显提高，改良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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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试验牛肉质分析比较

组别 草原红牛 红草 F1 杂交牛

pH 值 5.60±0.19 5.48±0.11

肉色 4.13±0.58 4.19±0.43

大理石花纹 3.91±0.34 4.25±0.59

失水率（%） 12.41±3.14 13.37±3.58

肌纤维直径（um） 28.47±3.55a 25.15±4.01b

剪切力（kg） 4.15±0.18A 3.65±0.45B

表 5 试验牛肉质化学成分比较 %

组别 草原红牛 红草 F1 杂交牛

粗蛋白 21.75±0.65 21.51±0.95

粗脂肪 4.57±0.85 4.85±0.46

水分 72.18±1.79 71.47±1.40

灰分 4.26±0.36 4.19±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