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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角牛改良秦川牛效果研究
’

邱 怀 咎林森 唐万寿 张英汉 常智杰
(西北农业大学黄牛研究室

,

陕西杨睦 71 21 0 0)

摘 要 比较了 12 月龄的短秦 F
l 、

短秦 F
:

和秦川牛各 4 头阉牛的体尺
、

体重变化及屠

宰性能指标
,

结果表明
:

导入短角牛可使秦川牛后躯发育不良之缺陷得到纠正
,

腰角宽增加

6 6
.

3 7% ~ 6 5
.

5 2% ( P < 0
.

0 1 )
,

馥宽增 加 8
.

7 5 % ~ 1 1
.

5 5佑 ( P < 0
.

0 5 )
,

体重 也 明 显 增加

(4
.

17 % ~ 6
·

5 1肠
,
尸< 0

.

0 1 ) .屠宰率
、

净肉率
、

肉骨比
、

眼肌面积和 眼肌重等 5 项指标分别提

高 8
.

6 6% ~ 9
.

0 1% ( P < 0
.

0 1 )
、
5

.

2 3% ~ 7
.

6 6% ( P < 0
.

0 1 )
、

7
.

2 3呱~ 4 7
.

0 9铸 ( P < 0
.

0 1 )
、

2 7
.

1 4肠 ~ 2 8
.

7 7% ( P < 0
.

0 1 )和 4 3
.

2 6呢 ~ 4 8
.

8 8呢 ( P < 0
.

0 5
,

P < 0
.

0 1 )
,

并使其胭体的前
、

后胶及体躯三部分产肉量占胭体总产肉量的比例得以优化
,

但肉质组成差异不大
.

改良效果

短秦 F
,

优于短秦 F
: .

关键词 秦川牛
,

短角牛
,

导血杂交
,

体尺
,

体重
,

屠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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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2

秦川牛系我国良种黄牛
,

具有体躯高毛色紫红
、

体躯长而宽
、

结构匀称
、

早熟性好等优

点
,

其肉用
、

役用性能尤为突出
,

但其缺点如民部尖斜
,

大腿肌肉不够发达
,

影响优质肉块

的生产
,

以及乳房发育较差
,

产奶量低
,

生长缓慢等 1j[
。

近年来
,

黄牛奶肉改 良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图
.

为了检验短角牛改良秦川牛的效果
,

我们特开展了此项研究
,

旨在对 比分析

短秦 F
; 、

F
:

和秦川牛的肉用生产性能
,

为今后黄牛改良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试验牛及其分组

试验牛随机选 自眉县黄改示范点
,

设短秦 F
, 、

短秦 F
:

和秦川牛 3 组
,

每组各 4 头
,

平

均年龄 12 月龄
,

试验牛的体尺和体重见表 1
.

经检验
,

各组牛体尺
、

体重均差不显著
。

试前

对牛进行编号
、

去势
、

驱虫和防疫
。

1
.

2 试验分期及试验牛饲养

试验 自 1 9 9 3 年 12 月 1 日开始
,

1 9 9 4 年元月 30 日结束
。

肥育期 62 d
.

试验共分 3 个阶

表 1 试验牛的体尺和体重
C m

组 别 头数 体 高 十字部高 体 长 艘 角宽 民 长 坐骨端宽 脚 围 后腿 围 头 长 最大额宽体重 k( g )

短秦 F
: 4

短秦 F: 4

秦川牛 4

35 2
.

5 0

士 2 2
.

17

3 4 7
.

5 0

士 2 6
.

3 0

3 3 0
.

0 0

士 8
.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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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进行
,

前期 1 5 d ( 1 9 9 3 年 1 2 月 l 日至 1 9 9 3 年 1 2 月 1 5 日 )
,

中期 1 6 d ( 1 9 9 3 年 1 2 月 1 6

日至 1 9 9 3 年 1 2 月 3 1 日 )
,

后期 3 l d ( 19 9 4 年元月 l 日至 1 9 9 4 年元月 3 1 日 ) ;三阶段牛饲

喂水平见表 2
.

精料为专门调制的配合饲料
,

粗料为桔杆和酒糟
。

各组牛均单槽饲喂
,

每 日

3 次
,

精
、

粗料混 合饲 喂
,

每天称测精
、

粗饲料之剩余
。

表 2 试验牛各阶段饲喂水平 k只 d/

组 别

下下工兰「不
中 期 后 期

精 料 粗 料 精 料 粗 料

短秦 F
,

短奏 F
:

奏川牛

3
.

4 0士 0
.

0 2

3
.

4 1士 0
.

0 5

3
.

3 5士 0
.

0 2

8
.

6 1士 0
.

09

8
.

6 2士 0
.

04

8
.

7 1士 0
.

0 8

4
.

0 2士 0
.

0 3

4
.

0 5士 0
.

0 4

4
.

0 1士 0
.

0 2

7
.

3 6士 0
.

0 5

7
.

3 1士 0
.

0 6

7
.

4 7士 0
.

0 7

4
.

4 6士 0
.

0 1

4
.

5 0士 0
.

0 7

4
.

4 3士 0
.

0 5

7
.

4 4士 0
.

1 0

7
.

4 1士 0
.

0 5

7
.

5 0 士 0
.

0 8

1
.

3 屠窦试验及
.

数据处理

试睑开始
、

中期及结束时各连续 2 次空腹测定牛之体尺
、

体重
、

取其平均值
。

试验结束

时
,

对全部试验牛进行屠宰
,

参照国家 标准进行取样和称测
,

所获数据均在计算机上处理
,

检验其显著性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试验牛体尺
、

体重变化

从表 3 不难看出
,

导入短角牛可使秦川牛后躯发育不良之缺陷得以纠正
,

腰角宽增加

“
.

37 % 一 6 8
.

5 2肠
,

达到极显著水平 ( P < 0
.

0 1 ) ; 宽增 加 8
.

75 %一 1 1
.

58 %
,

差异显著 (尸

< 0
.

05 )
,

短秦 F
: 、

F
Z

的体重较秦川牛也有明显增加
,

幅度为 4
.

17 % ~ 6
.

51 % (尸 < 。
.

0 1 )
。

其余体尺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

但结果不显著 (尸 > 0
.

0 5 )
,

其 改良效果短秦 F
卫

较短

秦 F
:

为好
。

表 3 试验牛体尺
、

体重变化
c
m

组 别 体 高 体 长 胸 围 胸 深 脚 宽 腰角宽

短 奏 lF
3 9

.

0 0

士 2
.

4 8

短秦 F :

1 2 5
.

2 5

士 2
.

4 0

1 2 2
.

50

士 1
.

63

1 25
.

38

士 3
.

73

13 7
.

8 8

士 5
.

9 2

13 7
.

5 0

士 2
.

8 0

1 3 5
.

7 5

士 4
.

6 5

1 7 3
.

00 6 3
.

7 5

士 5
.

29 士 0
.

8 7

1 6 6
.

75 6 3
.

3 8

士 4
.

5 7 士 1
.

4 4

1 7 2
.

7 5 6 3
.

if 3

士 3
.

9 5 士 1
.

1 1

3 9
.

0 0

士 3
.

1 6

秦川牛 3 7
.

13

士 3
.

2 8

6 8
.

2 5

士 2
.

2 6 a
A

6 7
.

3 8

士 1
.

93 a A

4 0
.

5 0

士 1
.

7 3b B

艘 宽

4 4
.

6 3

士 3
.

0 9 a

4 3
.

5 0

士 3
.

4 6 a

4 0
.

0 0

士 2
.

6 5 b

后腿 围

9 8
.

0 0

士 4
.

2 9

) 6
.

25

士 6
.

8 0

96
.

0 0

士 2
.

1 6

体重 ( k g )

3 7 6
.

5 0

士 4
.

5 0 a
A

3 6 8
.

25

士 6
.

2 3 b A

3 53
.

5 0

士 2
.

8 8e B

2
.

2 试验牛屠宰性能变化

表 4 表明
,

除熟肉率 3 组牛结果变化不显著外
,

杂交牛的屠宰率
、

净肉率
、

肉骨比
、

眼

肌面积和眼肌重等 5 项 指标 较 秦 川 牛均 有 极 显 著 或 显著提高
,

幅度分别为 8
.

6 6%一

9
.

0 1肠
、

5
.

2 3% ~ 7
.

6 6乡石
、

7
.

2 3% ~ 4 7
.

0 9%
、

2 7
.

13乡石一 2 8
.

7 7%和 4 3
.

2 6% ~ 4 8
.

8 8乡石
。

其

效果短秦 F
,

较短秦 F
:

为好
。

表 4 试验牛屠宰性能测定结果 %

组 别

短奏 lF

短秦 F
:

秦川牛

屠宰率 净肉率 肉骨 比

5 9
.

3 0士 0
.

7 4 a A

5 9
.

1 1士 2
.

0 0 a
A

5 4
.

4 0士 1
.

2 2b B

4 5
.

2 8士 1
.

2 9 a A

4 4
.

2 6士 1
.

6 0 a
A

4 2
.

0 6士 1
.

s l b B

6
.

3 1士 0
.

5 3 a
A

4
.

6 0士 0
.

3 9 b B

4
.

2 9士 0
.

2 6 b B

眼肌 面积 ( e tn
’
)

6 8
.

2 6士 2
.

2 6 a A

6 7
.

3 8士 1
.

9 3 a A

5 3
.

0 0士 3
.

4 9 b B

眼肌重 ( kg )

2
.

6 5士 0
.

1 7 a

2
.

5 5士 0
.

6 2 a

1
.

7 8士 0
.

4 7 b

熟肉率

6 3
.

0士 3
.

0 1

6 0
.

4 9士 1
.

6 1

6 0
.

5 3士 2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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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试验牛胭体产肉量变化

从表 5可以看出
,

导入短角牛可使秦川牛的胭体部位的产肉量得 以程度不同地提高
,

尤以短秦 F
;

杂种牛之结果为优
,

在增加前肢产 肉量 8
.

“ 写~ 9
.

01 %的同时
,

后肢的产肉

量明显增加
,

幅度为 8
.

50 % ~ 9
.

71 %
,

整个胭体产肉量也相应增加 5
.

8 0%一 8
.

5 9%
,

达到

显著水平 ( P < 0
.

0 5 )
。

嗣体前肢
、

后肢及体躯 3 部分产肉量的比例也得以优化
,

即前 肢产

肉量 占朋 体总 产 肉量 的 比例 下降 0
.

05 % ~ 0
.

44 %
,

而后肚部分则相应提高 。
.

46 % ~

0
.

1 6%
,

体躯部位产肉量增加 3
.

04 写~ 8
.

58 %
,

但占胭体总产 肉量的比例则变化不大
。

显

然
,

这与杂种牛后躯发育 良好有关
。

表 5 试验牛胭体部位产肉量分析

前 肢
组 别 - = 一 -

= 一一一一一: 吮一
心

-

一 一
’

重 量 纬

短秦 F l 26
.

98士 1
.

5 4 a 1 7
.

3 5

短秦 F : 2 6
.

8 8士 2
.

4 0 a 1 7
.

74

秦川牛 2 5
.

4 8士 1
.

2 4 b 1 7
.

79

后 肢

重 量 %

6 8
.

7 8士 2
.

8 5a 4 4
.

2 4

6 8
.

0 8士 2
.

0 6a 4 4
.

9 4

6 2
.

6 9士 2
.

9 5b 4 3
.

7 8

体 躯

重 量 %

59
.

7 3士 2
.

0 7 a 3 8
.

4 2

56
.

6 8士 2
.

4 9 a b 3 7
.

4 2

55
.

0 1士 1
.

6 8 b 3 8
.

4 2

肉重 合计

1 5 5
.

4 8士 7
.

s l a

1 5 1
.

4 8士 5
.

8 7 a
b

1 4 3
.

1 8士 4
.

6 7b

2
.

4 试验牛肉质化学分析

从表 6可以看出
,

短角牛改良秦川牛
,

其后代肉质化学组成差异不大
,

说明短秦 F
,

和

短秦 F
:

可保持秦川牛 良好的肉脂品质
,

而不致使改 良工作顾此失彼
。

表 6 试验牛肋肉化学成份分析

组 别

短 秦 lF

短 秦 F :

秦 川牛

千物质 ( DM )

5 1
.

9 9士 1
.

9 6

4 9
.

1 4士 5
.

7 4

4 9
.

0 6士 4
.

2 3

粗蛋白 ( C P )

1 6
.

19士 0
.

6 9

1 5
.

8 3士 1
.

0 9

1 6
.

14士 0
.

8 9

粗脂肪 ( C F )

3 5
.

4 7士 2
.

6 9

3 2
.

9 8士 2
.

1 4

3 2
.

5 9士 1
.

3 7

粗 灰分 (
a s

h )

0
.

3 3士 0
.

0 3

0
.

3 3士 0
.

06

0
.

3 3士 0
.

0 1

3 讨 论

导血改良是黄牛改良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技术
。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
,

用短角牛改 良秦川

牛
,

可使秦川牛的产肉性能明显提高 〔, 一 们
.

本试验结果与楼观 台牛场
、

乾县牛场等地的试

验结果相似 〔, 〕 ,

但也有不同之处
。

如有些试验结果表明
,

短秦 F
:
( 即高代杂种牛 )的改 良效

果优于短秦 F
,
(一代杂种牛 )〔

,」 ,

而本试验结果则相反
。

早在 1 8 6 8年
,

达尔文就指出
,

近交

一般产生逐渐的但能积累的效应
,

而杂交则通常在第一代就表现出充分的效应
,

这种科学

的概括至今仍是确定无疑的
〔s] 。

本试验结果印证了前人科学定论
。

究其原因
,

一是高代杂

种牛较一代杂种牛
,

其种质特征更趋近于短角牛
,

但杂种优势有所减弱
「5二;二是短 角牛营

养水平要求较高
,

其改良后代亦然
,

而且杂交代数愈高
,

营养水平要求愈高
,

而大部分地区

多用常规法饲养杂种牛
,

致使高代杂种牛的生产潜势难以发挥
。

本试验虽然也采用了配合

饲料喂牛
,

但由于缺乏杂种牛的营养标准
,

其配 合饲料仍有进一步完善之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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