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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黄牛早熟性和肉用性能的研究

(初报)
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养牛教研组

陕 西 省扶 风农牧 良种 繁殖场

摘 要

秦川黄牛是我国著名的役肉兼用品种
。

为了研究秦川牛的早熟性和肉用性能
,

我们

于1 9 7 9年用 30 头 (公1 0 ,

母15
,

阉 5 ) 6 一 7 月龄的秦川牛进行了肥育试验
。

并于12 月13

一15 日第一批试验牛达18 月龄时屠宰了 9 头 (公 3
、

母 4
、

阉 2 )
,

以测定其肉用性能
。

结果表明
,

试验母牛28 0天左右即进入性成熟 期
,

公牛 12 月龄即可射出能供干冰 ( 一 79

℃ ) 冷冻的成熟精子
。

在十一个 月 ( 3 25 天 ) 的试验期间
,

公牛平均 日增重为 0
.

70 公

斤
,

母牛。
.

55 公斤
,

阉牛0
.

59 公斤
。

每公斤增重的饲料消耗量分别为7
.

83
, 8

.

69
, 9

.

63 个

饲料单位
。

第一批 g 头试验牛的平均屠宰率为58
.

2 4 %
,

净肉率为50
.

50 %
。

眼肌面积平

均为 9 7
.

0 2 e m
2 ,

其 中公牛为l o 6
.

5 3 e m
2 ,

母牛8 9
.

9 3 em
2 ,

阉牛9 6
.

9 5 e ln
2 。

骨肉比为 I *

6
.

1 3 ,

脂肉比为 l
, 6

.

2 5
。

9 一1 1根助骨样块的水份含量为5 3
.

7 5 士 8
.

2 3 %
,

脂肪2 8
。

0 8

吐 10
.

2 %
,

蛋 白 质17
.

47 %士 2
.

05 %
,

灰份 0
.

7 7 土 o
.

n %
。

肉质品味良好
。

月同体体尺及

各部内脏器官的发育均正常
。

秦川黄牛是我国著名的役肉兼用品种
,

中外驰名
。

它具有全身皮 毛 紫红
、

体质 结

实
、

结构匀称
、

肌肉丰满
、

体大力强
、

适应性好
、

遗传性稳定等特点
。

不仅挽曳力大 (最

大挽力
:

公牛3 60 一 45 0公斤
,

平均 39 8 公斤
; 母牛19 0一 35 5公斤

、

平均 2 52 公斤 )
、

而且有

着 良好的肉用性能
。

据 1 9 5 6年秦川牛调查队资料
, 1 0头老残秦川牛的平均屠宰率为 4 1

.

8 3%

( 3 7
.

7 3一 5 3
.

6 5 % )
,

净肉率为 3 3
.

1 7%( 2 9
.

5 8一4 5
.

0 3 %)
。

但是
, 1 9 5 7年以后

,

由于不重视秦川牛这一优 良品种的选育和繁殖
,

与秦川牛的形

成密不可分的首蓓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
,

留料标准也一再下降
,

品种单一
,

营养缺乏
,

良种选育辅导站等育种机构被迫撤销 ; 用奶用公牛或其它品种公牛 (如山地黄牛 ) 杂交

秦川牛的现象亦屡见不鲜
。

所有这些因素均导致了秦川牛的血统混杂
、

数量减少和质量

的严重退化
。

参加本课题研究的除养牛教研组邱怀
、

篙买道
、

毛玉胜
、

苏 慧珊
、

李建巾外
,

黄启贤
、

雷天富
、

魏忠义
、

渊锡藩
、

张一玲
、

张英 汉
、

曹彬云 等同志参加了屠宰试验
,

霍启光
、

李辉 眺
、

张玉凤等 同志协助测定肉的化学

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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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 “ 四人帮
” 以后

,

成立了全国黄牛品种育种委员会
,

把秦川牛的育种工作纳入

了国家计划
。

今后
,

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实现 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

动物

性食品将会逐步取 代一部分植物性食品而在消费品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

这就有可

能将秦川牛 由役肉兼用转 向肉役兼用
,

进而培育成我国自己优 良的肉牛品种
。

为了全 面了解与肉用性能有密切关系的早熟性以及秦川牛本 身的肉用性能
,

我们进

行了 “秦川黄牛早熟性和肉用性能的研究
” 。

一
、

试验材料和方法

本试验从 1 9 7 9年元 月开始
,

在省扶风农牧良种繁殖场进行
。

试验牛是 1 9 7 8年11 一12

月间分别从秦川牛良种基地县的蒲城
、

临渔
、

扶风和省扶风农牧良种场选购的 6 一 7 月

龄断奶犊牛
,

共 30 头
,

公母 各半
。

1 9 7 9年元 月 l 日至 22 日 ( 共22 天 ) 进行了予备试验
,

对牛群进行了一般性健康检查
、

驱虫
、

编号
、

去势等工作
。

这样就形成了由15 头母牛
、

10

头公牛和 5 头阉牛所组成的试验牛群 (表 l )
。

表 1 试验牛的分组和词养期

期 别 } 总头数 } 饲 养 时 间 公牛 母牛 阉牛 备 注

预试期 1 9 7 9
.

1
.

1一1
.

2 2

试验 I 期 1 9 7 9
.

1
.

2 3一 9
.

2 1

试验

I 期

辛

常规组 1 9 7 9
。

9
。

2 2 一8 0
.

4
.

1 5

肥育组 1 9 7 9
.

9
.

2 2一 1 2
.

1 5

本组牛至 80 年 4
’

月
“

间进行屠宰试验

本组牛至 79 年 12 月
’

达1 8月龄时进行了

屠宰

.

试验二期分两组
、

常规 组饲养标准与试验一 期同
。

肥育组增加精 料给量
。

. ’

肥育组 5 头公牛中
,

留选 2 头
, 8 头母 牛中

,

在预试期 通头被配 上种已产犊
,

剔出试验群
,

故共屠 宰9 头
,

其中公牛 3 头
,
母 牛 4 头

,

阉牛 2 头
。

试验牛固定专人分槽喂养
,

精心管理
。

精料 由豌豆 ( 20 一30 %)
、

大麦 ( 15 一 2叽 )

玉米 ( 20 一 3 0 %)
、

扶皮(26 一 3 0 %) 食盐 ( 2 %) 和骨粉 ( 2 %) 组成
。

粗料有青干草
、

青贮

玉米
、

青首蓓和麦秸等
。

各阶段 日粮喂量
,

按试验设计如下所示
,

实际喂量见表 2
。

粗料 (平均每头 日喂量 )
:

春季
: 麦秸 3 一 4 公斤

首楷 1 0一20 公斤

冬季
: 首着干等 4 一 5 公 斤

青贮玉米15 一2 0公斤

精料
:

l 岁前 1 一 2 公斤
, 1 岁以上 2 一 3 公斤

,

宰前 2 一 3 月4 公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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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体尺
、

体重的测量和观察记载

从试验开始之日起
,

每隔30 天对所有试验牛按少照统一规定测定八项体尺 ( 包 括 体

高
、

体斜长
、

胸围
、

管围
、

胸宽
、

胸深
、

腰角宽和坐骨结节宽 ) 及体重
。

同时经 常 观

察
、

记录每头牛的健康情况
、

发情及爬跨表现
,

记载每 日实际进食的饲草
、

饲料数量
。

( 二 ) 屠宰 及朋体测量

屠宰前进行体尺
、

体重测量
,

肥度测定和体格检查
;
并于宰前 2 4小时

一

进行绝食
。

屠

宰时 由右颈下缘喉头部割开放血
。

按规定进行剥皮
、

去头
、

断尾
、

截掉前后肢腕
、

附关

节以下管骨
; 然后沿胸骨的剑状软骨纵向打开胸腔和腹腔

,

取出内脏
,

分别称重和测量

肠的长度 ,
将胭体分为两半

。

按全国肉牛屠宰试验统一规定测量和 计算
:

宰后重
、

血

重
、

月同体重
、

净体重
; 月同体

一

长
、

月同体深
、

月同体胸深
、

服体后腿围
; 腰部及大腿部肌肉厚

度
、

背腰脂肪厚度
、

12 一13 根肋骨间眼肌而积
,

以及 9 一n 根肋骨样块 (作测定肉化学

成分用 )
。

同时
,

将恫体上的肌肉按前肢肉
、

后肢肉和躯体肉分别剥离和称重
,

计算净

肉重 , 称量全部去肉后 ( 整个洞体带肉量最多不得超过 2 公斤 ) 的骨重
。

取臀部肉 2 公斤
,

放相同火候的锅煮沸1 00 分钟
,

测定生熟肉之比
。

肉的品味评定采取 9 级评分法
。

取臀部深层肌肉
,

切成长宽厚各 2 厘米的肉块
,

待

水沸时投入
,

不加任何调料
,

煮沸70 分钊
, ,

盛入编 号的碗内
,

以品评其嫩度
、

多汁性和

口味等
,

并按其程度进 行
一

评分
。

(三 ) 肉的化学分析

脂肪采取索氏浸提法
,

蛋 白质采取凯氏定氮法
。

( 四 ) 资料的统计和分析

所得 资料按公
、

母
、

阉牛分组
,

分别统计其平均数
、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

二
、

试验结果和分析

(一 ) 试验牛的初情期和12 月龄的精液品质

根据对10 头试验母牛的观察
,

其初次发情 月龄平均为9
.

3 士 0
.

9 月
,

即 2 80 天左右
。

最早的在 7 月龄即开始发情
。

另据精液冷冻试验证明
,

12 月龄的公牛即可采精
,

其原精液活率为 0
.

4 ,

密度为8
.

9

亿 / 毫升
, 经 一 79

O
C干冰冷冻

,

其复苏后活率仍可达 0
.

3左右
。

通过以上两个材料
,

可以初步看出
,

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
,

秦川牛的性成熟期

是能够提早的
。

(二 ) 试验牛体尺
、

体重的增长和生长发育强度

表 3 和表 4 分别列举了试验牛的各阶段体尺和体尺增长率 以及平均体重和增长率
。

由表 3 可以看出
,

在n 个月 ( 3 2 5天 ) 的试验期
,

除管围一项阉牛的相对和绝 对 增

值较高
,

和母牛胸宽的相对增值较高外
,

其它各项体尺均以公牛的增值最高 (体高增长

率18
.

6冤
,

体斜长22
.

7%
,

胸围 2 8
.

3 %
,

管围 1 7
.

2%
,

胸深 2 3
.

8%
,

腰角宽 42
.

6 %
,

坐骨 结节宽

3 4
.

5%)
,

胸宽增长率 以母牛最高 ( 49
.

8 %)
,

管围增长率则 以阉牛最高 ( 18
.

4 %)
。

由

此说明
,

除个别部位 (管围
、

胸 围)外均以公牛的生长发育为最快
。

就三个不同性别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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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
,

均以宽度 (胸宽
、

腰角宽 ) 的相对生
一

氏速度最快
,

其次是坐骨结节宽
、

胸 围
、

胸

深和体斜长
,

而体高和管围的增值和相对增 长幸较 低
。

由表 4 可以看出
,

前八个月 10 头公牛共增重 1 6 1
.

4 公斤
,

平均每头 日增重为0
.

67 公

斤
,

阉牛 ( 4 头 ) 和母牛 ( 1 1头 ) 分别为 1 2 5
.

7
, 0

.

5 2 和 1 2 7
.

2 , 0
.

5 3 公斤
。

说明体重

的增 长也是 以公牛为最快
。

后三个月 ( 86 天 ) 肥育组公牛 5 头
,

平均共增重 6 4
.

5 了公斤
,

平均每头日增重 0
.

76 公斤
,

阉牛 ( 2 头 ) 和母牛 ( 4 头 ) 相应为6 5
.

3 , 0
.

7 7和 5 0
.

1,

0
.

59 公斤
,

平均 日增重的数厄高于前八个月
,

具阉牛的日增重略高于公牛 ( 0
.

77
, 0

.

76

)
。

但从11 个月 ( 3 25 天 ) 累 计增重的数值看来
,

仍 以公牛为最高 ( 0
.

70 公斤 )
,

其次

为阉牛 ( 0
.

59 )
,

母牛增重最慢 ( 0
.

5 5公斤 )
。

现将试验期公
、

母
、

阉牛各月份的增重

情况绘如图 1 和图 2 ,

以资比较
。

,了
J

,
"

,

7/,·
·

!勺�洲口

—
公 牛

一一一 一一一母 牛
一 一 一 一阉牛

枷柳卿翎

一一一一⋯⋯
增重�公立

广产/

“洲
/
声

才声

J

了了

体 翎

重咧

掬脚�公吞

穿

夕
, , /

刻聊溯卿

“。

卜
, / ‘

/lD L一 一一L

试绷
,

牛月全( , )
护吉一打咭弓一分幸寸一亩下货
(3) (叨 (l I) 。。 口习 (哟 的 (I 白 刀) C幻

图 l 试验牛各月份休重的变化情况 图 2 试验牛 各月份的日增重

从图 2 可以看出
,

无论公
、

母或阉牛
,

其各自日增重均呈现一月高一月低的节律性

变化的趋向
。

( 三 ) 试验牛生长
、

肥 育期的饲料报酬

根据对试验 各期精
、

粗饲料消耗量
、

营养物质摄入量和每公斤增重听需各类饲料和营

养物质消耗的分析 ( 表 5 )
,

可以看出
,

每公斤增重所需要总饲料量
、

精粗饲料数量以

及对干物质和词料单位的摄夕
、量均以预试期为低

,

试验 l 期有所增加
,

而以试验 I 期为

最高
。

在试验 I 期
,

常规组增加幅度较小
,

而肥育组则明显提高
。

这可能是由于试验后期

进行了强度肥 育
,

营养物质进食量过于丰富
,

而此阶段牛体的生长发育强度减缓
,

因而

大量的词料营养物质经二次转化而变成体脂肪
,

所以饲料报酬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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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期 秦川黄牛早熟性和肉用性能的研究 身

按不同性别的分析
,

可以 看出
,

总的趋势是公牛每公斤增重所消耗的饲料 及 养 分

少
,

而母牛最多
,

阉牛次之
。

它们每公斤增重消耗的饲料单位和可消化粗蛋 白质分别为

7
。

5 3 , 5
.

6 9 , 9
.

6 3单位和 g 了2
.

6 , 1 1 3 2
.

4 , 1 0 7 1
.

3克
,

消耗精料分别为 3
.

7 9
,

4
.

7 8 ,

4
.

3 9公斤
。

这种现象与母牛体内积蓄较多的脂肪
,

阉牛其次
,

而公牛最少相一致
。

( 四 ) 屠宰试验结果

9 头牛(公 3 头
,

母 4 头
,

阉 2 头 )的屠宰结果
,

列于表6
。

从表 6 数值可归纳如下
:

1
.

9 头牛的平均桐体重为21 8
.

88 士 2 1
.

0 2公斤
,

净肉重1 8 9
.

6 了士 1 5
.

7 4公斤
,

屠宰

率为 58
.

28 %
,

净肉率 50
.

50 %
。

其 中 3 头公牛的以上各项平均道相应为2 3 0
.

07
,

1 9 8
.

9 6公

斤
,

5 6
.

7 8 %和 4 8
.

6 5%
, 4 头母牛分别为2 0 2

.

3 4 ,
1 7 7

.

5 0公斤
, 5 8

.

5 2 %和 5 1
.

4 2为 2 头阉

牛相应为23 2
.

16
,

” 9
.

50
,

60
.

12 %和 51
.

7 5 %
。

由此可见
,

除公牛和阉牛的洞体重基本相

似外
,

其它净肉重
、

屠宰率和净肉率均以阉牛为最高
。

图 3 是23 号公牛及 8 号母牛未开

膛前的屠体
,

图 4
、

图 5 是23 号公牛及 8 号母牛的左右两半桐体
。

2
.

9 头牛的侗体产肉率平均为 86
,

6 5无
,

其中以母牛最高 ( 87
.

8 7 %)
,

阉牛次之

( 8 5 一9 1%)
,

公牛最低 ( 8 5
.

7 3 %)
。

3
. ’

分析洞体各组织所占比例
,

可以看出肌肉组织占7 6
.

0 4 %
,

骨骼组织 占1 2
.

3 1 %
,

脂肪组织占n
.

65 %
。

如按性别统计
,

肌肉以公牛所占比例最高 ( 78
.

31 % )
,

其次为母

牛 (7 5
.

0 % )和阉牛 (7 4
.

8 7 % ) ;
骨骼也以公牛最高 ( 1 3

.

5 % )
,

其次是阉牛 (1 2
.

88 % )
,

母牛最低 ( 1 0
.

99 % ) ;
脂肪组织则以母牛最高 ( 14

.

01 % )
,

其次是阉牛 ( 12
.

25 % )
,

公牛最低 ( 8
.

18 % )
。

这与国外资料
一

也是基本一致的
。

从骨肉比看
, 9 头牛的平均值是 1 : 6

.

1 3 ,

其中以母牛最高 ( 1 : 6
.

8 2 )
,

公 牛

( i : 5
.

8 0 )和阉牛(i : 5
.

8 2 )近似 ;脂肉比平均为i :
6

.

5 2 ,

其中以公牛最高 (i : 9
.

5 7》
,

其次为阉牛 ( 1 : 6
.

4 1 )
,

母牛最低 ( 1 召 5
.

3 6 )
。

这也可以说明
,

公牛的瘦肉较多
;
而

母牛则与此相反
,

脂肪较多
。

4
.

肌肉组织的化学成分
,

根据 6 头牛 ( 公牛 2 头
,

母牛 3 头
,

阉牛 1 头 ) 各种组

织的化学分析 (见表 7 )
,

试验牛的肉中含水量为 53
.

75 士 8
.

23 %
,

脂肪 2 8
.

0 8 士 10
.

2 %
,

蛋白质1 7
.

4 7士 2
.

05 %
,

灰 分 0
.

77 士 0
.

1 1 0 % ,
同时从表 7 中可以看出

,

公牛肉水分含量

最高 ( 63
.

45 士 1
.

3 5 % )
,

阉牛其次 ( 5 5
.

3 % )
,

母牛最低 ( 4 6
.

6 3 士 4
.

5 % )
。

脂肪含

量则与此相反
,

母牛最多 ( 3 6
.

9 士 5
.

64 % )
,

公牛最低 ( 16
.

1 士 1
.

8 % )
,

阉牛居中

( 2 5
.

6 % )
。

一

蛋白质含量 (公牛1 9
.

7 士 0
.

5 %分
,

阉牛 1 8
.

4 %
,

母牛1 5
.

6 7 士 1
,

17 % ) 与

水分呈同一趋势
。

灰分含量
,

母牛最高 (。
.

8 士 0
.

14 % )
,

公牛次之 ( 0
.

7 5 士 0
.

05 % )
,

阉牛最低 ( 0
。

7 )
。

这与表 6 所列试俭牛屠宰 试验的结果 也是相吻合的
。

5
.

牛肉质量鉴定和品评
:

不论公
、

母
、

阉牛
,

肉质均细致
、

鲜嫩
,

肉的大理石纹

明显
,

色泽鲜红
。

根据 8 头牛熟肉率的测定
,

其值为 1 : 0
.

5 7 5( 范围1 : 0
.

5 一 1 : 0
.

6)
。

肉的品味评定 ( 见表 8 ) 说明
,

23 号公牛肉的评分最高 ( 7
.

8 7 5 士 0
.

41 )
,

其次是 26 号

阉牛 ( 7
.

2 9 0 士 0
.

6 )
,

最低的是 8 号母牛 ( 7
。

1 05 士 O
。

5 3 )
。

2 3 号公牛肉的嫩度
、

纤维

粗细和味道好坏均呈同一趋势
。

这可能与公牛肌肉组织及水分含量高
,

而母牛脂肪组织

含量高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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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试验牛牛肉化学成份的分析 (百分含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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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秦川牛肉质品味评定结果

评定项 目

肉质嫩度

纤维粗细

味道好坏

总

标准给分
{
评分人数 2 3 号 公 牛 2 6 号 阉 牛

2
.

9 7 士 0
.

7

2
。

4 士 0
.

5 3

1
。

8 2 士 0
.

3 4

8 号 母 牛

5 3

{
3

·

6 7 士 0
·

‘5

5 3 } 2
。

7 6 士 0
。

4 4

2
。

6 6 士 0
。

6 5

2
。

0 6 土 0
。

5

5 3 } 1
.

8 4 土 0
.

3 3 1
.

6 7 士 0
.

5 1

432

7
。

8 7 5 士 0
.

4 1 7
。

2 9 0 士 0
.

6 1 7
。

1 0 5 士 0
。

5 3

6
.

胭体测定
,

列于表 9
。

从表中可见公牛的各项体尺均大于母牛及阉牛
。

母牛

及阉牛在桐沐主要体尺方而相差无几
。

眼肌面积 (平均为 9 7
.

02 o m ’
) 也以公牛最大

( 1 0 6
.

5 3c m ,

)
,

阉牛其次 ( 仑6
.

9 5 c m
,

)
,

母牛最小 ( 8 9
.

9 3c m ’
)

。

这与其产肉性能呈

一致趋势 (图 6 )
。 .

7
.

试验牛内脏器官的绝对
一

重量及其占体重的百分比如表 10 所示
。

一些主要器官

( 心
、

肝
、

胃
、

小肠 ) 均以母牛的相对值较高
,

公牛的脾脏
、

肠壁重量
、

肾脏重量相对

滇较高
, 而阉牛的肺脏及一

, 三 ,
四胃等的相对值则较高

,



1 2 西北农学院学报 1 9 8 0年

表 9 试验牛屠休体尺测量 单位
:

厘米
,

厘米
2

性性性 牛牛 头头 胭休休 侗体体 腑休休 后后 后 腿 宽宽 肌肉厚度度 刀旨肪厚度度 眼肌肌
别别别 号号 数数 长长 胸深深 体深深 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腿 面积积

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 ¹¹ ºº 腰部部 大腿腿 背部部 腰部部部

公公公 2111 333 1 26 。 000 8 2 。 000 7 8 。 000 7 6 。 000 5 7 。 000 5 0 。 000 8 。 000 21 。 000 0 。 4333 0 。 888 9 9 。 3000

zzz卜卜 222222 12 5 。 000 7 7 。 000 7 7 。 000 7 7 。 000 5 9 。 000 退6 。 000 8 . 555 18 。 000 0 。 5 000 0 。 7 333 8 6 。 000

22222 33333 126 。 000 8 6 。 000 8 5 。 000 7 7 。 000 5 7 。 000 46 。 000 9 。 555 24 . 555 1 。 2000 0 。 9 000 1 34 。 333

平平平均均均 125 。 6 777 8 1 。 6 777 8 0 。 000 7 6 。 7 888 5
。 6 777 4 7 。 3333 8

。 6 777 21 。 1了了 0 。 8 222 0 。 8 111 10 6 。

5333

母母母 222 444 120 。

000 8 0
。 000 7 9 。 000 7 4 。 000 5 7 。 000 4 8 。 000 6 .

555 20 。 333 1 。 3888 0 。 9 666 7 4 。

888

牛牛牛 77777 1 20 。 000 7 6 。 000 7 8 。 000 7 7 。 000 5 6 。 000 4 6 。 000 R
_

000 20 。 000 0 。 6 000 1 。 0 555 9 0 。 000

888888888 135 。 000 7 7 。 OOO 了8 。

OOO 7 0 。 OOO 6 1 。 OOO 5 0 。 00000000000 22 。 000 1 。 6222 1 。 1 000 1 2 5 。 99911111 4
。。。

121 _

000 7 9 。 000 7 8 。 000 7 5 。 000 5 5 。 000 46 。 000 12 。 000 18 。 000 0 。 6 333 1 。3222 6 9 。 000

平平平均均均均均均均均 7 8 。 000 7 8 。 2 555 7 4 。 000 5 7 。 2 555 47 。 555 7 ,

555 20 。 111 1
. 2000 1

。 1111 8 9 。 9 333

11111111124 。 0000000000000 8 . 55555555555

阉阉阉 2444 222 120 。 000 了9
。 OOO 7 9 .

000 8 4 。 OOO 5 7 。 000 5 8 。 000 6 。 888 19 。 000 0
。 4555 0 。 6 000 9 3 。 111

牛牛牛 266666 1 27 。 000 8 5 。 000 8 8 。 000 8 1 。 000 5 7 。 000 5 0 。 000 7 。333 2 1。 000 1 。 4 999 2 。 2 777 1 0 0
。 888

平平平均均均 123 。 555 8 2 。 000 7 9 。 8 888 8 2 。 555 5 7 。 000 5 4 。OOO 7 。

0 555 20 。

000 0 。 9 777 1 通遗遗 9 6 。 9 555

ZZZ SSS XXX 999 124 。 4444 8 0 。 000 8 0 。 000 7 6 。 7 888 5 7 。 3333 5 8 。

8 999 8 。

23332 0 。 4222 0 。 9 222 1 。 8 000 9 7 。

0 222
口口口 SSSSS 4

。 6 555 3 。 3555 3 。

5 999 3 。 7 666 1 。 6 333 3 。 6 666 1 。 5 888 1。 9 444 46 。2 999 46 。 666 20 。2999

计计计 C %%%%% 3
。 7 444 4 。 1999 4

。 4999 4 。 9 000 2 。 8 555 7
。4999 19 。 222 9

. 555 5 0 。 3111 43 。 1555 20 。9 111

表 10 试验牛内脏重量和比例

一

冬 : 二
·

单位
:
公斤

、

厘米

项 目 公 母 牛 阉 牛

3

40 8
。

4

345 。 7 5

2

3 8 5 。 5

数重

前

头宰

1
。 3 8

0 。 4

。 23

。 32

二亡丁可漪
一

⋯⋯} 1
‘

⋯
1
一

1
。
一

}
15
一

⋯
。
一

“

1
4
一

1
。
一

1
8

一
⋯

1

一

⋯
。
一

⋯一}
4
一

{
J

。, 24
-

1八一曰

一一�了��」氏

和卜一�一了n
U八b一门了

.

月任一八匕,d产�J八h�一:Jc合一,�八日曰一�少2

%

量重

前

重宰

占

肝
重 量

占宰前重%

。

8 9

。

1 3

。

1 0

。

0 6

月任1�00动1

脾
重 量

占宰前重%

9 6

2 3 5

0
。

8 1

0
。

2 3

。

9 8

。

2 5

乃”nU

月叫jl |曰’1一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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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讨 论

1
.

根据初步观察
,

10 头秦川母牛平均在9
.

3 土 0
.

9/ 卜月龄表现第一次发情
。

按 日龄

计算相 当于 2 80 天左右
。

平均性成熟期的体重约为 2 3 0 公斤左右
。

与娟姗 (3 6 0 夭
,

16 4 公

斤 ) 短角 ( 3 3 6天
, 2 4 3 公斤 )

,

黑白花 ( 4 0 1 天
,

2 5 1公斤 )
,

非洲瘤牛 (6 4 5天
, 3 3 8公

斤 ) 等品种相比
,

可以初步认为秦川牛并不是晚熟品种
。

再从 18 月令屠宰的牛只其体

脂肪组织沉积情况看
,

亦可以证明秦川牛在此之前即进入体组织的成熟阶段
。

此外
,

在

予试期阶段 ( 7 月令左右 )
,

有 4 头试验母牛被同龄公牛偷配受孕均于 1 5 一 1 6 月龄产

犊
,

母牛及犊牛生 长发育都还正常
。

由此亦可初步说明秦川母牛是可以适 当提前配种

的
,

纠正了以往认为公
、

母牛非到 2
.

5 岁 ( 扎一对牙 ) 不能配种的传统说法
。

这对提高

黄牛繁殖率
,

促进黄牛生产均有重要意义
。

2
.

试验期公牛的头 日增重平均为 0
.

70 公斤
,

母牛 0
.

55 公斤
,

阉牛0
.

59 公斤
。

与英

国
、

新西兰
、

美国等国家对几个优良肉牛品种所作的日增重鉴定结果比较
,

可以初步认

为
,

秦川牛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
,

虽然不及夏洛来 ( 1
.

00 公斤 /头
、

日 )
、

西门塔

尔 ( 1
.

03 公斤/ 头
、

日 )
,

但 与海福特 ( 0
.

6 5公斤/ 头 日 )
、

安格斯 ( 0
.

62 公斤 /头
、

日 )

等品种相比
,

并不逊色
。

3
.

从试验期每公斤增重所消耗饲抖 ( 公牛平均 3
.

79 公斤精料
, 7

.

83 个饲料单位
,

母牛4
.

78 公斤精料
,

旦
.

69 个饲料单位
; 阉牛 4

.

39 公斤精料
, 9

.

63 个饲料单位 ) 来看
,

与

国外肉牛品种 (海福特和安格斯需n
.

5公斤/每公斤增重
,

夏洛来9
.

4公斤 / 每公斤增重
,

夏洛来每公斤增重需6
.

3个饲料单位
,

契安尼娜 7
.

1 和西门塔尔 又
.

8 个饲料单位 ) 相比
,

是花费了较多的饲料
。

这可能与后期 ( 宰前 8 6天的肥育期 ) 喂料稍多
,

造成了一部分饲

料转化成脂肪而降低了饲料报酬有关
。

4
.

试验牛的肉用性能
,

根据屠宰测定
,

屠宰率平均为 58
.

28 %
,

净肉率 5 0
.

5 0 % ,

骨肉比为 1 : 6
.

13
,

脂肉比1 : 6
.

52
。

这些数值与瑞士 S c kw a rb 等人所报导的西门塔尔
、

黑白花等牛的屠宰率 ( 54
.

2 一 6 3
.

8 % )
、

骨肉比 ( 1 : 3
.

47 一 4
。

5 ) 相比
,

屠宰率相近
,

而秦川牛骨骼所占的比例 ( 1 2
.

31 % ) 还较低
。

但不足之处是
,

秦川牛的脂肪含量 稍 高

( 平均为n
.

65 % )
,

特别是母牛 ( 1 4
.

01 % )
,

这对国外市场需要来说是个欠缺
。

秦川牛的眼肌面积平均为9 7
.

0 2 士 Zo
.

2 9c m
’ ,

其中公牛为i o6
.

5 3c m ’ ,

母 牛 8 9
.

9 3 c m
’ ,

阉牛9 6
.

9 5c m
’ ,

比西门 塔尔 ( 86
.

4c m
’

) 和夏洛来牛 ( 9 2
.

9 〔m
’

) 的眼肌 面积都高
,

比

日本和牛 ( 平均为 43 c户
2

) 高一倍多 ( 1 2与
.

6 % )
。

由于眼肌面积的 大 小 同产肉性能呈

正 相关
,

所以 秦川牛的桐体产肉率高达8 6
.

6 5 %
,

也较国外一些著名的 肉牛品种要高得

多
。

这说明秦川牛产巾性能的潜力很大
,

经过选育提高和纠正其尖斜况和大腿肌肉不够

充实等外貌缺点后还能进一步提高
。

秦川牛的产肉性能 也高于国内其他著名的 良种黄牛
,

如表11 所示
。

由表 n 可以 看

出
:

秦川牛的产肉性能
,

除平均日增重略低于南阳牛
,

胭体产 肉率
,

骨肉比略低于鲁西

牛
,

饲料报酬低于晋南牛外
,

其他各项指标均高于其他品种牛 ‘ 特别是眼肌面积比晋南

牛和黑龙江的朝鲜牛分别高6 3 ,
“肠和60

, 不% ?
但表林 所列救据头数不多

,
有待令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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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验证
。

5
.

据初步分析
,

试验牛肉中平均 含水分 5 3
.

7 5 士 8
.

23 %
,

脂肪2 8
.

0 8 士 1 0
.

2 %
,

蛋

白质 1 7
.

4 7 士 2
.

0 5 %
,

灰分 0
.

77 士 0
.

n % , 胭体中肌肉(未去掉皮下脂肪及肌肉间脂肪 )

占7 6
.

0 4 %
,

骨骼 占1 2
.

31 %
,

脂肪 占 1 1
.

6 5 %
,

牛肉的生熟比为 1 : 0
.

5 7 5 ,
以及牛肉品

味的评分为7
.

1 05 一 7
.

8 7 5 ( 最高为 g 分 )
,

可以说明
,

秦川牛肉的品质还是良好的
,

所

感不足的是脂肪含量稍高
。

表 n 秦月!牛与国内其他 良种黄牛产 肉性能的比较

, 目

⋯
秦 J11 牛

⋯:
阳 牛

{
“ 西 牛

⋯
晋 南 牛

{愁譬君
试 验 头 数 {

1
。

5

1 0

1
。

5 1
。

5

5

1
。

5

月了门了

内h�,山,‘0八nn
�

.

⋯
,自冲了八U工b口�

月怪尸aQ甘一�
月区On�目了

阉.8.2

⋯7
、

母2

4

2

1
。

5

公

,��“�

内bnl
�J

口么民乙
川乙口勺月性O八�

0
�几
U
几b月诬

公.9

⋯5
‘怪尸O内j月皿一�口月任只

一

公3
、

母4
、

7 0 0
·

o }6 1 0
。

0

5 3

4 0

8 1

4

5 9

6 8 8

6 0
。

5 1 6
。

J任丹OJ任八“n“,自二Jno几00山八」

:⋯
OOn丹b八h尸O尸勺00

屠 宰 年 令 (岁 )

性 别

屠
一

宰 率 ( % )

净 肉 率 ( % )

胭体产肉率 ( % )

骨 肉比 ( 1 , 一 )

眼肌面积 ( c m
’)

平均日增重 (克 )

9 7

6 1 3

总 饲 料 量

精 料

粗 料

干 物 质

饲 料 单
.

位

可消化蛋自质
(克 )

3 2
。

2 7

4
。

3 2

2 7
。

9 0

7
。

5 8

8
。

7 2

1 0 2 8
.

1 2

1 8
。

2 4

3
。

2 4

1 5
。

0 0

7
。

2 0

5
。

5 6

5 8 8
。

5 1

1 2
。

2

心白一

蔺一

每增斤重公所需�公斤�

养试育n
。

饲
。

始为令富开规令月常丰年中12较稍肥验一1饲养期 325 天

{其中肥育 期 86
明 }天

, _

平均 日给

⋯
精料2

’

6公斤
。

肥育期 了

个月
,

平
均 日给精
料 2公斤

。

肥育期80
天

,

平均
日给精料
2

.

2 3公斤

1 0 8 1
.

0

肥育期95
天

,

平均
日给精料
2

.

5公斤
。

原是黑龙
江朝鲜牛

。

6
.

秦川牛内脏器官发育正常
,

与国内外其他品种相比
,

没有本质的差异
。

由于本次试验系初次开展
,

经验不足
,

存在一些缺点
,

有待今后进一步改 进 和 补

充
。

( 1 ) 早熟性方面
,

这次试验公母牛头数较少
,

而且观察项 目不多
。

今后拟通过

初倩期
、

体成熟期屯生殖器官外部和内部变化以及性激素的测定等方法进行研究
。

( 2 ) 饲料方面
,

应按不同阶段根据营养需要
,

以优质青干草 ( 包括首蓓干草 )

和青贮料为主
,

适 当减少精料给量
,

以提高饲料报酬
, 并根据秦川牛生长发育节律性规



舫 少
:

、
」

卜 、

: 奄北农学牟学担
; 切昼咚

律
,

采用交替饲养法 (节律性 词养法 )
,

定期改变饲养水平
,

以提高牲畜的食欲 ,
:

促进

生坛炭有和提高词料转化率
d

” 一
言 、

’

各 ) 试验牛在屠宰前应增加生理
、

生化指标的测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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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7 9
。

N o 3 0 )

1 1
。

W a g n o n A
。

B e e f C a llle p r o d u e ljo n ( T he M a e in illa n C o m p a n y N e w Y o rk )

12
.

日本和牛登记协会 和牛迸步 (昭和52 年 3月 )

5 t u d ie s o , 2 th e E a r ly R ip e n e s s a n d

B e e f Pe r fo r m a n e e o f Q in e hu a n C a t tle

(F ir st R e p o r t )

S u m m a r y

Qin c hu a n C a tt le 15 a fa m u o d ra ft
一

b e e f d u a l p u印 o se br e e d
.

In o r d e r 10 in -

v e s tig a te lh e e a r ly r ip e n e ss a n d be e f p e r fo r m a n e e o f thfs b : e e d
, a fa t te n in g

e x p e r im e n t w a s m a d e by u s e in g 3 0 e a ttle tha t W e r e S ix m o n lhs o ld ( m a le s 1 0 ,

fa m a le s 1 5
, S te e r s s ) fr o m Ja n u a r y l , 1 9 7 9 to D e e e m b e r 1 5 , 1 9 7 9

.

T h e fir st

g r o u p o f 9 te s le d e a l飞Ie ( m a le s 3 ,
fe m a le s 4 , S te e r s Z ) tli n t W e r e 1 8 m o n lh s

o ld w a s k ille d fr o m D e e e m b e r 1 4 t o D e e e m b e r 1 8 , 1 9 7 9 , 5 0 a s 10 m e a a u r e lh e

b e e f p e r fo r m a n e e .

T h e r e s u lt sh o w s 飞h a t 1 0 te s te d C o w s sh o w e d lhe firs t e s *r u s

w he n th e C o w w a s a b o u t 2 8 0 d o a、 o ld
, a n d lhe te s l。

、

! b
; {; 。

·

。 、; !己
。; a e u la te m a tu r a e

s p e r m th a t C a n b e fro z e n by d x y ie e (
一 7。℃ ) \v he n }; t

.

: { 。、。、a ‘c
d 1 2 m o n lhe s

o 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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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 r in g lhe e x p e r im e n l p e r io d ( 3 2 5 d ; y s )
, lh e a v e r a g e d a ily g a in o f [h e b u lls ,

C o w s a n d s te e r s W a s 6 9 5 , 5 4 5 a n d 5 8 8 g m
. r e s p e e liv e ly

。

T lie fe e d u n its C o n su -

m
e
d by th e m fo r p e r K ilo g r a n ztn g a in W e re 8

.

4 3 , 9
.

9 6 a n d 9
.

6 3 k g r e s Fe e liv e ly
.

T h e a v e r a g e d r e s in g p e r e e n t o f t he n 了n e C a llle W a s 5 8
.

2 4 %
。

T h e a v e r a g e e ye

m u sele a r e a W a s 9 7
.

0 2 c m
, , o f w h io h 1ll e

b u lls , C u w s a n d s te e r s w e r e 1 0 6
.

5 3 -

8 9
.

9 3 a n d 9 6
.

9 5 e ln
’ r e sp e e 工iv e

ly
。

M e a t/ b o n e

W a s 6
.

1 3 ,
M

e a t/ fa t W a s 6
.

5 2
。

T h
e sa o p le s o f b

e e f fr o m g
一

1 1 r ib s C o n la in a b o u t 5 7 % W a t e r , 2 8
.

0 8 % fa t-

1 7
.

4 7 % g ro ss p r o ,e jn a n d 0
.

7 了% a sh
。

T I,
e

fla v o r a n d iu ie in e s s o f b e e
f a r e g o o d

fo r m a n 。

T h e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C a re a ss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a ll v ila l o r g a n s W e r e

n o r m a 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