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肉在目前肉类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

目前牛肉的生产效率显著低于畜牧业发达国家，

造成养牛从业者经济效益不高；西门塔尔牛是我

国目前引入的主要肉牛品种，在我国的肉牛改良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西门塔尔牛杂

种后代的饲养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对西门塔尔牛

杂种架子牛和小公牛进行育肥，并对育肥后的经

济效益进行了分析，以期对养牛从业者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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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14～15 月龄和 7～9 月龄的健康无病、
体重相近的西门塔尔杂种架子牛和杂种小公牛各

12 头。
饲喂的玉米、酒糟、大豆粕来源于公主岭市郊

农户；玉米酒精粕产自吉林省梨树县酒精厂；玉米

麸质饲料产自吉林省公主岭市黄龙公司；预混料

由吉林省农科院畜牧分院饲料场生产。
1.2 日粮结构

育肥分为前期、中期、后期。日粮结构见表 1。
试验牛精饲料配方见表 2。
1.3 育肥时间与方法

架子牛育肥从 2012 年 8 月 8 日至 2012 年

12 月 6 日，共 110 d；小公牛育肥从 2012 年 3 月

1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5 日，共 270 d。试验前预饲

7 d。试验牛均舍饲，个体单槽拴系饲养，每天定时

饲喂 2 次，饮水 2 次。精饲料、酒糟和尿素均定量

饲喂，干玉米秸秆自由采食。每 30 d 在同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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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日粮配方

前期 中期 后期

日粮 架子牛 小公牛 架子牛 小公牛 架子牛 小公牛

精饲料(kg/d) 3 2～2.5 3.5～4 3～3.5 4～5 4～5

酒糟(kg/d) 5 4～5 7.5 6～7 10 8

尿素(g/d) 50 50 75 75 90 90

表 2 精料配方 %

原料 架子牛配方 小公牛配方

玉米 65.20 63.50

大豆粕 5.00 5.00

玉米酒精粕 10.00 14.00

玉米麸 15.00 12.00

食盐 1.50 1.50

预混料 3.30 4.00

表 3 试验牛增重结果

类别 始重(kg) 结束重(kg) 育肥期(d) 总增重(kg) 日增重(g)

架子牛 348.56±20.41 496.71±37.62 110 148.15±17.10 1346.82±166.11

小公牛 192.63±16.35 484.77±31.26 270 292.14±21.09 1082.00±98.15

表 4 试验牛屠宰结果 kg，%

类别 宰前重 胴体重 屠宰率 净肉重 净肉率

架子牛 471.66±40.21 269.84±18.37 57.21±2.56 227.98±5.47 48.34±2.12

小公牛 463.36±38.43 271.67±20.07 58.61±2.83 223.86±14.56 48.31±2.07

表 5 西门塔尔架子牛屠宰销售经济效益分析 元 / 头

类别 饲料成本 购牛成本 总成本 净肉收入 其它收入 总收入 纯收入

架子牛 1 270.00 8 584.20 9 854.20 11 399.00 685.00 12 084.00 2 229.80

小公牛 3 755.00 6 341.04 10 096.04 11 193.00 685.00 11 878.00 1 781.96

注：其它收入包括头、蹄、皮和内脏的销售收入。

表 6 西门塔尔架子牛活牛销售经济效益分析 元 / 头

类别 饲料成本 购牛成本 总成本 销售收入 纯收入

架子牛 1270.00 8584.20 9854.20 11921.04 2066.84

小公牛 3755.00 6341.04 10096.04 11634.48 1538.44

即采食后 6 h 称重一次，并根据试验牛体重和“肉

牛生长营养需要和饲养标准”调整日粮给量。

2 结果与分析

两组牛经过育肥后，增重总量和平均日增重

见表 3。试验牛的屠宰率、净肉率见表 4。结果显示

架子牛日增重高于小公牛，这可能是由于代偿性

生长造成。屠宰率和净肉率二者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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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塔尔牛肉市场价格为 50.0 元 /kg，活牛

销售市场价格为 24.0 元 /kg。试验牛的各项成本

和总收入、净收入见表 5 和表 6。结果显示，无论

是架子牛还是小公牛育肥屠宰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都高于活牛销售；无论是育肥屠宰还是活牛销售，

架子牛所产生的经济效益都高于小公牛。

3 结 论
3.1 西门塔尔杂种牛集中短期育肥可以取得良

好的育肥效果，日增重超过 1 000 g。
3.2 西门塔尔杂种牛育肥屠宰所产生的经济效

益高于活牛销售。 (下转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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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西门塔尔杂种牛架子牛比小公牛集中育肥

可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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