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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秦川牛的保种和改良问题

邱 怀

(西北农学院畜牧系 )

摘 要

产于 陕西省渭河流域八百 里秦川的秦川牛
,

是千 百年 来我国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

的宝贵财富
,

中外驰名
。

近年 由于 “奶牛热 ” 的兴起
,

在秦川牛中心产区 出现 了用黑 白

花奶公牛或其他兼用品种 对秦川牛进行杂交现象
,

给这一品种 资源的保存带来 了严 重后

果
,

如不 采取切 实有效 的保护措施
,

将 有灭种的可能
。

为此
,

特提 出如下的保种 方案
:

以现有的扶风
、

乾县
、

蒲城
、

礼泉四 个国营秦川牛场 为一级保种基地
,

要求总共饲养种

公牛 50 头
,

基拙母牛 4 5。头
。

采取相 互协作
,

执行统一的保种方案
; 实行小 群闭 锁

、

合

亚 随机留种
、

随机交配的方式
,

使每代近 交系数的增量控制在0
.

25 % 以 下
,

在40 个世

代
、

15 0年 内的平均近交 系数不超过10 %
。

使秦川牛的有效群体含量不减 少
,

优 良基因

不丢失
,

近交退化现 象不 发生
,

把秦川牛这一优 良品种 的基因库在国营牛场 中 保 存 下

来
。

为 了保证秦川牛保种工作的顺 利开展
,

还必须采取以 下三项必要措施
:

¹ 建立保种

选育 区
,

作为二级保种基地
。

选育区 由原来的13 个减为 7个
,

包括 东
、

西 两 片
,

四 场
、

七县
、

70 个 乡 (社 ) , 1 . 5 万头左右 的基础母牛
,

进行联 片选育
。

º拨给国营牛场保种 费

和保种选育 区优惠费每年各15 万 元 ,

扶持保种工作
。

» 成立秦川牛育种委 员会
,

加强 保

种
、

改 良工作的具体领导
。

为了迅速改进秦川牛生 长较慢
、

增重不 高
,

屁部 尖抖
,

大腿肌 肉不够充实
,

母牛乳

房发育较 差等缺点
,

在保种选育 区的一定范 围 内
,

可引 用红 色被毛的乳 用短角牛和丹麦

红牛对秦川牛进行导入杂交
,

提 高产乳
、

产肉性能
,

丰富秦川牛的基因库
。

经过改 良的

秦川牛
,

预 计年平均产奶量 可达 2 ,

00 0一3 ,

00 。公斤
,

乳脂率4 . 5 % 以上
, 日增重 1公斤以

上
,

屠宰率60 %左 右
。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巾全会以来
,

随着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和巩固
,

农 民

养牛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

全国各地出现了 “奶牛热 ” ,

国营奶牛场都要 扩 大 奶牛

群
,

广大农村奶牛饲养量发展很快
,

以致奶牛成了 “紧俏货
” 。

物稀为贵
,

最近奶牛的

价格高得出奇
,

还不易买到
,

这是一种情况
。

另一种情况是
,

关中几所秦川牛场从前门

庭若市
,

外地来牛场买种牛的纷至沓来
,

应接不暇
。

现在有的秦川牛场却成 了 门 可罗

雀
,

种牛卖不出去
,

以致牛场亏损
,

难以维持
。

这是什么原因呢 ? 一句话
,

是价值规律

在起作用
。

因为奶牛的经济价值高
,

收益大
,

所 以群众都喜欢养奶牛
,

不愿 意 养 秦川

牛
。

目前有些良种基地县的干部和群众也纷纷提出改 良秦川牛组要求
,

提高它 加经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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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可见秦川牛的保种问题已显得非常突出
,

群众对秦川牛的改 良问题已 感 到十 分迫

切
。

如不因势利导
,

作好区划
,

哪些地方是保种区
,

哪些地方是改 良区
,

如何保种
,

如

何改 良
,

这些问题如不及早解决
,

则群众将自发地对秦川牛进行盲 目杂交 (实际上最近

在秦川牛中心产区已出现了用黑白花奶公牛或其他品种对秦川牛进行 杂 交 改 良 的 现

象)
,

势必造成混乱
,

难以收拾
,

秦川牛这一优良品种资源将象上海的荡脚牛
、

云南的

邓川午一样
,

全都用黑 白花牛或其他品种来改良
,

就会有灭种的可能
。

到那时
,

我们将

愧对列祖列宗
,

愧对子孙后代
。

我想就 以下两个问题
,

谈谈自己肤浅的看法
。

一
、

秦川牛为什么要保种 ? 怎样保种 ?

以前我们只知道秦川牛体格高大
,

挽力很强
,

毛色紫红
,

外形美观
,

遗传性稳定
,

改良其它黄牛效果好
,

却不掌握它的产肉性 能 究 竟 如何
。

近年通过对52 头秦川牛早

熟性和肉用性能的研究
,

才了解秦川牛是一个 相当早熟的品种
,

在中等饲养水 平 条 件

下
,

小母牛平均 9
.

3个月龄即进入性成熟期
,

小公牛12 月龄就能射出成熟的精 子
。

在18

月龄屠宰的秦川牛
,

公
、

母
、

阉牛的平均屠宰率 (5 8
.

3% )
,

净肉率 (5 0
.

5 % )
,

接近

国外著名的兼用牛品种
,

而骨 肉比 ( 1 : 6
.

13 )
、

瘦 肉 率 ( 7 6
.

0 6% )
、

眼 肌 面 积

(97
.

02 平方厘米) 等指标则远远超过世界著名的安格斯
、

夏洛来等肉牛品种
〔”

。

83 年

我省给 日本肥育 的 1 0 0头秦川 阉牛
,

因日本政 !舟不准进口
,

后来将育肥的 80 头活牛 运到

北京附近的大厂县屠宰后
,

将牛肉供给北京市建国
、

丽都等大餐厅和大使馆
,

很受欢迎
,

对秦川牛的肉质评价很高
〔“ ’。 农牧渔业部畜牧局李易芳局长今年 4 月21 日来西 北 农学

院参加五十周年校庆
,
以 “美哉秦川牛

,

誉满北京城
”
为题发表讲话时也谈到了这个情

况
,

说明秦川牛在北京城已创 出了牌子
〔3 〕。 可见秦川牛的这些优良性 状 必 须 保 留下

来
,

并加 以充分发挥和提高
。

这就是为什么秦川牛必须保种的主要理 由
。

怎样保种 ?

陕西省畜牧兽医学会今年 5 月23 一25 日在蒲城县召开了 “
陕西省优 良畜禽保种学术

讨论会” ,

对秦川牛的保种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

提出了 如下 方案
〔‘ ’: 以现

有的扶风
、

乾县
、

蒲城
、

礼泉四个国营秦川牛场为一级保种基地
,

要求总共饲养种公牛

5 0头
,

基础母牛 4 5 0头
。

采取相互协作
,

执行统一的保种方案
。

实行小群 闭锁
、

后并随

机留种
、

随机交配跳方式
,

使每代近交系 数的增量控制在。
.

2 5 % 以下
,

在40 个世代
、

1 5。工 内已 平均近交系数不超过 1 0%
。

使秦川牛附有效含量不减少
,

优良基因不丢失
,

近

亲退化现象不发生
,

把秦川牛这一优 良品种的基因库在国营牛场 中保存下来
。

力了 保证秦川牛保种工作的顺利开展
,

还必须采取以下三项必要措施 :

一要建立保种选育区
,

作为二级保种基地
。

目前秦川牛的 良种选育区达 1 3个县
、

市

之多
,

可 以大 大压缩
。

为了便于进行联片选育
,

东片以蒲城牛场为核心
,

选择蒲城
、

富平
、

渭 南川原地区的乡 ( 社) 为基点 ; 西片 以扶风
、

乾县
、

礼泉牛场为核心
,

选

择扶风
、

乾县
、

礼泉
、

武功川原地区的乡 (社) 为基点
。

共两片
、

四场
、

七县
、

70 个

乡 (社)
, 1

.

5万头左右的基础母牛
。

在保种选育区
,

选择一级以 上的母 牛
,

建立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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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

每群80 一1 00 头
,

共20 群 1 , 5 00 头 以上
。

保种选育区 的牛群应以本品种选育为主
,

进

行严格的选种选配和定向培育
,

提高牛群质量
。

二要 拨 给 保种经费
,

扶持保种工作
。

保种是畜牧业生产中的一项基本建设
。

陕酉

省现有秦川牛场的最大潜力
,

只能养基础母牛30 0头
,

距保种要求尚差2 00 头
。

需要扩建

或新建种牛场
。

另根据 目前经营水平
,

每饲养一头种牛
,

平均每年亏损30 0元左 右
,

保

种5 0 0头
,

年需保种费15 万元
; 再则在保种选育区

,

为了鼓励
、

扶持群众饲养秦 川 牛
,

积极配合保种工作
,

每年约需15 万元的优惠费
。

以上所需投资款项
,

国家应列入预算
,

作为专项事业费下达
。

除了国家投资扶持外
,

国营牛场应积极改善经营 管 理
,

精打细

算
,

杜绝浪费 ;
开展一些有利于发展秦川牛的多种经营

,

如办酿造加工业
、

面粉厂等
,

生产的酒糟
、

粉渣
、

夫皮等加工副产品可作饲料
。

有的秦川牛场为了增加收入
,

达到收

支平衡
,

准备压缩秦川牛群
,

发展奶牛
。

这个办法对于办好秦川牛场有弊无利
,

副业容

易冲击主业
,

把好草好料都喂给奶牛
,

亏待了秦川牛
。

在这种情况下
,

不可能养好秦川

牛
。

三要成立秦川牛育种委员会
,

加强保种
、

改 良工作的具体领导
。

1 9 8 3年1 0月25 日全

国地方 良种黄牛育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纪要中也明确指出
,

成立育种组织是搞好家畜育

种工作的首要措施
。

它可 以在当地党政领导下
,

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
,

协助政府开

屁畜禽育种工作
。

因此
, 《纪要 》强调尚未成立育种委员会的省要抓紧成立 起 来 〔“ 了。

省
_

匕由畜牧局牵头
,

组织有关院校
、

科研
、

场站和畜牧行政单位参加
。

承担保种任务的

地
、

县亦应建立相应的组织
。

具体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的保种法律 条例
,

制 定二保 种的政

策
、

规划
、

方案
、

措施
,

检查督促保种工作
,

开展科学研究
,

搞好智力培训
,

并为生众

提供信息
,

做好技术咨询服务工作
,

做到 上
’

下配合
,

左右协作
,

群策群力
,

为秦川牛的

发展开拓广阔的前景
。

二
、

秦川牛要不要改 良? 如何改 良?

保种的 目的
,

并不是单纯地保留原种阴一切特征特性 (不管它有没有缺点)
,

而是

主 保留其固有优良性状的基础上
,

纠正其缺点
,

使之更上一层楼
,

成为更 加 完美 的 品

神
。

这样
.

门保种才具有积极的意义
。

秦川牛虽然是我国优 良的地方品种
,

具有许多突出

尤点
,

但是
,

‘

己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

还存在着生长较慢
、

增重不高
,

民部尖斜
,

大腿肌

肉不够充实
,

母牛乳房发育较差
,

产奶量不高等缺陷
。

这些缺陷
,

通过本品种选育收效

太慢
,

只有适当地采用导 人杂交的方法
,

才能迅速改进上述缺陷
,

提高产
’

乳
、

产 肉性

能
,

丰富秦川牛的基因库
。

这是提高秦川牛的生产性能
,

从种
、

肉
、

乳等方面进行综合

利用
,

疏通渠道
,

打开销路
,

提高饲养秦川牛的经济效益的最根本的办法
。

本品种选 育虽然一般指的是在本品种内通过选种选配
、

品系繁育
、

改善培育条件等

措施
,

以提高品种性能的一种方法
,

但广义的本品种选育
,

并不排斥在某些情况下
,

在

一定的畜群范围内采用导入杂交的方法
,

引进某些基因
,

以更快地加速本 品 种 选育进

程
。

日本的和牛
,

原是役用牛
,

由于 日本国内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

本世纪初曾

引入西 门塔尔牛血液搞肉役兼用
; 到二

、

三十年代又向专门化的肉用方向发展
。

现在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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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牛分黑毛
、

褐毛和无角和牛三种类群
,

其成年公母牛的活重分别为 7 3 。,

43 0公斤 ;

了5 。, 4 50 公斤和 8 0 0
, 5 00 公斤 ; 肥育阶段 日增重可达0

.

95公斤
,

屠宰率可达 6 4
.

3 %
,

年

产妈量 l , 0 00 ~ 1 , 500 公斤
,

适应性较强
,

能耐粗
、

耐牧
、

耐寒和耐热
,

气温到达 33 ℃

时
,

脉搏仍无变化 〔6 ’ 7 ’“ ’。 因此
,

除国营秦川牛场必须坚持本种 选 育
,

不得 引入外血

外
,

在保种选育区
,

在一定范围内
,

可选择与秦川牛毛色相同的乳 肉兼用红牛品种
,

有

计划
、

有 目的地进行一次导入杂交
。

对非选育区的秦川牛
,

也要进行有计划
、

有组织的

杂交改良工作
,

其中西安
、

咸阳
、

宝鸡
、

渭南等大中城市及工矿区 附近的秦川牛
,

可用

黑白花奶公牛进行杂交改良
,

向乳用方向发展
。

采用导入杂交时 , 一般导入的外血不宜超过1/s 一 1 / 4
。

导入外血过高
,

不利于保持

原另种特性
。

如原品种与导入品种在主要生产性能及特性方面差异不大时
,

在回交一代

(含1 / 4外血) 后就可暂时在引血群内横交
; 如差异过大时

,

则应在回交二代 (含1 /s 外

皿 》 后进行横交
t . 〕。

采用导入杂交方法
,

收效较快
。

我们秦川牛课题研究组在农牧渔业 部 的大 力支持

下
,

1 9 82年在周至县楼观台种牛场进行秦川牛引入外血的试验研究
,

用被毛红色的兼用

型返角牛配了 30 头秦川母牛
,

生下了20 头杂种牛
,

其中公牛 8 头
,

母牛12 头
,

现在年龄

已达12 一1 5个月
。

从毛色和外形来看
,

酷似秦川牛
。

但后躯已得到显著 改进
,

民 部宽

平
,

乳头较粗而长
,
四肢端正

,

蹄趾较大
。

附近的 群众见了很喜爱
,

都要求用短角牛给

他门的秦川母牛配种
。

今年在乾县秦川牛场用短角牛又配了20 头母牛
,
以便比较在不同

饲养水平条件下杂种牛的生长发育和生产性能
。

今年农收渔业部批准我们进口 丹麦红牛公牛3头
,

母牛 7头
,

准备明年开展杂交组合

试脸
。

丹麦红牛是由丹麦本地牛
、

安格勒牛和乳用短角牛进行杂交
,

经 1 05 年的纯繁选育

而
r

戈
,

是丹麦主要奶牛品种之一
,

其饲养量和产奶量仅次于丹麦黑 白花牛
。

它以产奶量

后
r 、

乳脂率和乳蛋白率高和肉用性能好而闻名于世
。

1 9 8 3年丹麦全国有注册登记的丹麦

红土 1 0 8 , 7 0 7头
,

平均产奶量为5 , 7 9 2公斤
,

乳脂率 4
.

1 5写
,

乳脂量 2 7 1公斤 厂‘。 ’
“ 二。 牙呀合

4 寸

百标准乳为 5 , 9 4 8
.

3 5公斤
。

如将1 9 5 1年全国参加协会 4 2 , 5 3 1头中国黑白花奶牛 !, 口平 J万

矛仍量 (5
,

33 3
.

9公斤
,

乳脂率 3
.

3 % ) 折合成 4 %标准乳
,

与丹麦红牛 1 9 8 3年 4 %标准

乳相比较
,

则前者为 4
, 7 7 3

.

8 4公斤
,

比后者少产 1 , 1 7 4
.

5 4公斤含有 4 %乳脂 率 的 标准

乳
;

丹麦红牛的乳蛋白率也较高
,

平均为 3
.

50 一3
.

60 %
,

比中国黑 白花奶牛的乳蛋 白率

(3
.

25 % ) 要高0
.

25 ~ 0
.

35 %
。

丹麦红牛的体格也较高大
,

丹麦良种登记的该品种成年

母牛平均体高为1 36 厘米
,

胸深 7 5厘米
,

腰角宽59 厘米
,

体重67 5公斤 ￡’“ 〕 ,

比成年秦川

母牛分别高 1 1
.

5
、

1 1
.

1
、

1 5
.

5厘米和 2 9 4公斤
。

丹麦红牛除具有高产奶量
、

高乳脂率和高乳蛋白率等特点外
,

其肉用性能 也很好
。

n 月龄公牛平均活重 44 8公斤
, 6 一n 月龄平均 日增重 1 ,

31 6克
,

眼肌面积平均为60 平方

厘米 (超声波测定)
。

1 9 82年最高 日增重达 1 , 5 00 克
,

眼肌面积7 2
.

4平方厘米
〔‘Z J 。

在正确选择母本
,

合理培育犊牛
,

加强饲养管理等条件下
,

经过改良的秦川牛
,

预

计平均年产奶量可达2 ,
0 00 ~ 3 , 0 00 公斤

,

乳脂率4
.

5% 以上
,

日增重 1 公斤 以 上
,

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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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60 %左右
。

这样的秦川牛
,

一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

到那时
,

一大批乳肉

兼用的
、

毛色紫红的新型秦川牛将 出现在广阔的原野上
,

为提高关中人民生活水平
,

为

广大农 民勤劳致富作出更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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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m e V iew s o n th e Pr e se r v a tio n a n d Im P r o v e m e n t o f

Q in e h u a n B re e d

P r o f
.

Q iu H u a i

(N o r t hw e s t e r n C o lle g e o f A g r ie u ltu r e )

A bs tr a e t

Q 1 n e h u a u e a t tle o r ig in a te d in 8 0 0 11 (40 0 k m ) Q in e h u a n Pla in a lo n g

t五e w e ih e R i v e r v a lle y in Sh a a n x i Pr o v in e e 15 t h e v a lu a b le s e r e a te d b了

t h e in d u st r io u s a n d h a r d
一 w o r k in g C h in e s e Pe o p le fo r th o u s a n d y e a r s 5 0

th a t th e b r e e d 15 fa m o u s n o t o n ly h o m e b u t a ls o a b r o a d
.

S in e e t h e sp -

z
·

主n g in g u P o f th e a D a ir 丁 C a t tle C r a z e , , in r e e e n t y e a r s , a Ph e n o m e n o n

1 0 c r o s s b r e e d in g b e t w e e n Q in e h u a n h e ife r s a n d th e bu lls o f H o ls te in o r

。 t h e r d u a l
一

Pu r Po s e b r e e d h a s e m e r g e d in th e e e n t r a l p r o d u e in g a r e a s

。 f Q in e li u a n e a t tle
, w h ie h h a s b r o u g h t a b o u t t h e s e r 主o u s e o n s e q u e n e e

t o t h e p r e s e r v a t io n o f Q in c h u a n b r e e d r e s o u r e e s .

T h u s , if t h e r e w e r 。

n o Pr a e tie a l a n d e ffe e tiv e P r o te e tio n m e a s u r e s t a k e ll , th e r e w o u ld b e

th o e x t in e tio n o f t h e b r e e d
.

F o r t h is r e a s o n , t h e fo llo w in g s e li e m e fo r

th e p r e s e r v a t io n o f th e b r e e d s h o u ld b e a d o p t e d
: th e e x is tin g 4 s ta te -

r u n Q in e h u a n e a t tle fa r m s lo e a t e d in F u fe n g / Q ia n x ia n
/ P

u e h e n g / L iq u a n

e 。认 n tie s m u s t b e ta k e n a s t h e fir 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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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r o it 15 r e q u ir e d th a t 5 0 h e a d o f b r e e d in g b u lls a n d 4 5 0 h e a d o f e le m
-

。n t a r y h e ife r s b e r a is e d a n d th a t th e u n ifie d b r e e d p r e s e r v a t io n p r o
j
e e t

b o e a r r ie d o u t 二ith j
o in t e ffo r t s in e o o p e r a t io n .

M e a n w h ile
,

it 15 a ls o

r 。 : o m m e n d e d th a t t h e p r o
j
e e t o f th e e lo se d b r e e d in g in s m a ll li e r d /

e o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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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e o n t r o lle d b e lo w 0
.

2 5 P e r e e n t a n d th e m e a n in b r e e d in g e o e ffie ie n t

in 40 g e n e r a tio n s (1
. e .

1 5 0 了e a r s) m ig h t n o t b e o v e r 1 0 Pe r e e n t
.

A s

a r e s u lt
, t h e d e e r e a s e m e n t o f t li e e ffe e t iv e e o n te n t o f t h e e o lo n y / l

o s t

o f o x e e lle n t g e n e s
/
o e e u r e n e e o f in br e e d in g d e p r e s s io n e a n b e a v o id e d

,

a n 叹 th e p r e s e r v a t io n o f g o o d g e n e p o o ls o f t h e e x e e lle n t b r e e d o f Q in
-

e h u a n e a t t le w ill b e o b ta in e d a s w e ll in th e s ta te 一 r u n e a tt le fa r m s .

A n 往 th e r e fo r e , th e fo llo w in g th r e e n e e e s s a r y m e a s u r e s rn u s t be ta k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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