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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牛的初生重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张 英 汉

(西北农学院畜牧系 )

摘 要

原产于 陕 西省关中平原的秦川牛是我 国一个著名 品种
,

它不仅役 用性能优 良
,

而且

具有独特的肉用性能
。

秦川牛的初生重是该品种牛的一个重要生物学性状
,

其平均初 生重
:

公 犊 ( N =

3 5 2 头 ) 2 6
.

了 (S
.

E 一 0
.

2 2 ) 公斤
,

毋犊 (N = 2 5 5头 ) 2 5
.

3 (S
.

E一 0
.

2 1 ) 公斤 ; 分

别占成年毋牛平均体重 的6
.

13 % 和 5
.

81 %
。

影响秦川牛初生重的重要 因素是
:

犊牛 性 别 (P < 0
.

00 1 ~ 。
.

0 05 )
,

母 亲 ( P <

0
.

0 0 1 )
,

父亲 (P< 0
.

0 2 5 )
,
出生年度 (P ( 0

.

0 2 5 )
,

场别 x 出生年度 (P< 0
.

0 2 5 )
,

性别 x 年度 x 季度 (P< 0
.

0 2 5 )
。

母牛从 3 岁 (初产 ) 到 11 岁 (第 9 胎 )
,

所产犊牛初生

重逐渐增加 至最大重量
,

其平均值
:

公犊 2 8
、

9 公斤
,

母犊 2 6
.

4公斤 ; 此后 则逐渐下降
。

秦川牛的初生重是该品种牛一重要生物学性状
。

据国外研究
,

牛的初生重既与产犊

难 易性和犊牛存活性能等种群生活力有关
,

也是其成年体重的一个指示性状 ; 既是研究

犊牛哺乳期
、

育成期生长发育规律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料
,

也是对试验用外购小牛
,

用以

进行某些科学研究 (如营养需要试验
,

增重特性试验等 )
、

估计其日龄的主 要 参 数之

一
。

因为
,

只有了解其 日龄 (范围 )
,

才可能对试验结果作出符合客观规律性的科学解

释
。

初生重还总是显示出品种特征
。

鉴于上述种种原 因
,

国外学者对许多品种牛的初生

重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

而且报导很多
〔卜 卜 7 、 . 、 。〕 。

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报

导较少
。

本文 旨在通过对秦川牛初生重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

初步揭示该品种这一生物学性

状的表现
,

从而为秦川牛品种特性的深入研究和选育工作提供科学资料
。

材料和方法

(一) 材料来滋

在秦川牛核心产 区的陕西扶风农牧良种繁殖场
、

乾县秦川牛场和周至县楼观台秦川

.

¹ 本项研究由邱怀教授指导
,

原文经他审阅 , 杜建昌畜牧技师
、

窦忠林技术员 等 给 予 很 大帮

助
,

在此一并致谢
。

º本刊编辑室收到此稿时间: 1 98 4年 9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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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场
,

统计了从 1 9 7 5年 1 月到 1 9 8 2年 4 月秦川牛本品种选育群的初生重资料
。

这些犊 牛

来 自非近交的 26 头秦川种公牛和 3 37 头母牛所产
,

共 6 40 头犊牛 (其中公 3 5 2头
,

母 2 88 头 )

初生重记录
。

(二 ) 牛群饲养

上述牛场均为舍饲
。

粗词料
:

冬季 以小麦秸为主
,

兼有少量野 干草和 玉米 青贮料

(每头 日均 0
.

5一 2
.

。公斤 ) ; 夏季还加喂首着青草或野青草
。

精 料 每 头 日 平 均 2
.

0公

斤
,

其组成
:

玉米50 一 60 %
,

大麦 15 一 20 %
,

豌豆巧一20 %
,

还有少量骨粉
、

食盐 (各

2 % ) 等
。

基础母牛营养水平有季节波动
,

其情况见表 1
。

表1 陕西扶风农牧良种繁殖场秦川牛群饲养水平波动情况

(单位
:

公斤
、

克
、

千大卡 /每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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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竺竺一
-

尸
i型臂

二了些⋯坐立
5 一 “

{
5

·

3 3 { o
·

9 4
⋯
‘

·

0 ‘
1 9 4

·

6
⋯
2 3

·

6 。⋯
”

·

7 7 ‘ }
‘6

·

“。{
‘3

·

4 8。⋯3 7 ‘
·

8

(三 ) 资料的统计分析
l
一般统计参数的计算依参考文献 〔2 〕提供的方法

,

对三场资料作统计分析
。

2
.

公牛对后裔初生重的影响
,

是对扶风场和乾县场各两头公牛
,

在1 9 7 9一 1 9 8。两年

度所产犊牛中
,

经随机抽样所得的公
、

母犊牛各10 头的初生重资料
,

进行2 0 x 10 方差 分

析 (误差 自由度 = 7 2) 川
。

3
.

场别 (H )
、

年度 (L )
、

犊牛性别 (s) 和季度 (P ) 及其互作 对 初 生重 的影

响
,

也是对上述两场 1 9 7 9一 1 9 8 0两年度所产犊牛随机抽样
,

作 2 ‘ X 4 (误差 自由度
=
48 )

方差分析 〔幻
。

其中按牛场饲料种类和牛群体况的变化
,

将 6 二n 月作为一个
“
季度

” ,

其余月份 (1 2一 5 ) 作为另一 “季度 ” 统计分析的
。

结果和分析

(一) 秦川牛的平均初生盆

秦川牛的平均初生重 (表 2 )
:

公犊 2 6
.

7公斤
,

母犊 2 5
.

3公斤
,

分别 占成年母牛平

均体重的 6
.

13 %和 5
.

81 % (两者平均为 6
.

00 % ) , 公犊比母犊重 1
.

4公 斤 ( 5
.

3 6% )

两性别 间差异极显著 (P < 。
.

0 0 1)

表 3 列出了秦川牛初生重同几个国内外品种牛初生重的比较情况
。

计算表明
,

除了

秦川公犊初生重比娟姗公犊大 (+ 2
.

6 % ) 而外
,

与另外的品种犊牛初生 重相 比均 明显

的小 (一 2
.

8 % 一与娟姗母犊 比
,

一 7 2
.

3 %一与弗里生公犊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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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秦川牛初生孟统计 (单位
:

头 ; 公斤 ; % )

性性别别 头数 (N ))) 平均重 (X ))) 标准误 (S
.

E
.

))) 占成年母牛体重重

公公公 3 5 222 2 6
。

777 0
.

2 222 6
。

1 333

母母母 2 8 888 2 5
。

333 0
.

2 111 5
。

8 111

合合计计 6 4 000 2 6
。

111 O
。

1 666 6
。

COOO

表3 秦川牛同其它品种牛初生孟的比较
.

(单位 : 公斤)

益二矍⋯二日翌1竺⋯里⋯哩⋯竺中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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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兰 二⋯里i三一⋯

一

里竺卜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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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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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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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资料
,

秦川牛引自本文表 2 , 南阳牛资料摘自《南 阳黄牛 》一河南省南阳地 区 黄 牛研究所

(1 9 79) ,

河南人民 出版社
,

第四版 , 南阳牛统计头数为
:

公犊69 头
,

母犊 70 头
。

其它品种牛资料引自参考文献 〔7 〕
,

原文中无有统计头数等
。

(二) 影晌秦川牛初生重的诸因素及其互作

本次研究所涉及的影 响秦川牛初生重的因素及其互作包括
:

¹ 母牛产 犊 年 龄 (胎

次 ) 及母牛个体差别
; º 父亲 (种公牛 ) , » 场别

、

年度
、

季度
、

性别 及其 互 作对初生

重的影响
。

1 .

母牛产犊年龄 (胎次 ) 及母牛个体差别对所产犊牛初生重的 影响

秦川母牛的性成熟并不晚
,

在较好饲养管理的条件下
, 9 月龄即可排 出成熟卵子并

怀孕
,

完成正常的妊娠过程
,

产 出健康的犊牛
〔r 。

在 一般国营牛场条件下
,

秦 川 牛的

体成熟要到 5 岁以后
, 6 岁至10 岁为壮年期

,

而后则进入衰老阶段
。

这种情沉 与母牛在

不同年龄 (胎次 )所产犊牛初生重的变化趋势相吻合
。

对连续产犊 1一 n 胎的 64 头秦川 母牛所产犊牛 (公 139 头 ,

母 15 。头 ) 之初生重统计

分析看出 (表 4 ) ,

母牛从 3 岁 (初产 ) 至11 岁 (第 9 胎 ) ,

其犊牛初生重有增加趋势 ;

而n 岁时 (第 9 胎 ) 所产犊牛最重 (公犊2 8 . 9 士 1 .

38 公斤
,

母犊 26 . 4 士 1 .

08 公斤 ,

平均

27
. 8 士 1

. 7 2公斤 )
。

以后胎次的犊牛初生重有下降趋势
。

但13 岁的母牛所产母犊初生重

达 27 . 5公斤
:

与上述趋势明显不符
。

究其原因
, 一 为统计头数少 (仅

一

为3 头 ) ,

加大了

取样误差
; 二为母牛个体间差异所致

。

扶风场中
,

母牛所生犊牛 (从 1 到 n 胎 ) 之初生重
,

其平均值 (不计性别之n 头犊

牛平均值 ) : 低者仅23 . 4士 0 .

69 (S
.

E
.

) 公斤 ; 而高者 ( N 二 n ) 达29
. 5 士 1 . 0 2 ( 5

.

E
.

) 公斤
,

两者个体间差异极其显著 (P < 0 .

。。1)
。

这不仅说明了母牛个体差 异 的存

在
,

而且表明此种差异还可达到统计学上有重要意义的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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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秦川母牛年龄 (产犊胎次) 对犊牛初生盆的影晌

(单位
:

岁
,

胎次
,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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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_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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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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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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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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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目洲酬燮目洲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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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华一{一竺一{

一止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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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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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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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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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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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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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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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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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o c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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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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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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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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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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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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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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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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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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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
,

表 5 列出了同一些母牛 ( 8 头) 从初产 ( 3 岁) 到 13 岁 (第n 胎 ) 连续所产

之犊牛平均初生重的变化情况 (不计性别 )
,

其规律性更趋明显
。

与母牛壮年期情况相

比
, 3 岁 (初产) 所生犊牛初生重少 3

.

8公斤 (1 4
.

2 % )
, 4 岁 ( 2 胎 ) 少 1

.

9 公 斤

(7
.

1 多‘) ; 而 1 3岁 (第 1 1胎) 时
,

贝IJ少 2 公斤 (7
.

5 % )
。

这种 情 况与F r a n k e D
.

E
.

(1 9 7 9 ) 报导的美国 lL个肉用种牛及其杂种后代初生重变化趋势相似
。

所不 同 的 是
,

F r a n k e的研究结果显示 ‘们 ,

母牛在 9 岁之后
,

其犊牛初生重就有逐渐下降的趋势
; 而

秦川牛则在 n 岁之后才如此
。

这是否表明秦川牛品种壮年期更长些
,
且更长寿些

,
一

从而

胎儿在母休内环境中
,

发育情况相对说来处于旺盛阶段的胎次数更多些
,

尚需进一步研

究
。

表5 8头秦川母牛所产犊牛初生重变化情况

(单位
:

胎次 (岁)
’

、

头
、

公斤
、

% )

一燮竺暨兰一{竺1坐月二⋯

~
{州二

—牛一
一

}
一卫一}- 互阵兰}一一兰一一{一二月

‘

一

生
一

一一三一一
一

}
一
竺竺}二竺

-

}二竺生
一

}一二些匕一{
户
一

竺立
甲

}
一

兰兰

一一三全巴一 卜兰到三兰圳二
二兰兰一卜一二些一一匡竺

-

}竺生
一一三里二一⋯竺{竺⋯竺阵竺生川兰纠望

-

矍二竺型燮些翌卜竺兰}兰竺
一

}
一

里全生卜一竺燮一一}少川少二
校正系数 l

‘
·

‘6 5 2 1‘
·

。7 63
!
‘

·

0 2 6 8
}

.

‘
·

0 0 0 0
1’

·

。5‘o }‘
·

0 8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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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父亲 (种公牛) 对后裔初生重犷影响

表 6 列出了两个年度 (1 9 7 9一 1 9 8的 扶风
、

乾县两场各两头公牛所生后裔初生重差

异的方差分析结果
,

说明不同种公牛 对后裔初生重有着极为显著的影响 (P < 0
.

0 0 5 )
。

衰6 种公牛对后裔初生孟的影响

变变异来源源 d fff M SSS F III } PPP

11111111111 }}}

犊犊牛性别 (S ))) 111 1 1 7
。

6 1 2 555 1
。

9 1 6 222 < 0
.

2 0 000

一一

种公牛 间 (M ))) 888 3 3 8
.

8 4 5 888 5
.

5 2 0 888 < 0
.

0 0 555

父父犊互作 (s
、

M ))) aaa 9 8
。

3 7 9 222 1
。

6 0 2 999 < 0
。

2 0 000

误误 差差 7 222 6 1
。

3 7 6 4444444

总总 变
‘

异异 7 999999999

3
.

场别 (H )
、

年度 (L )
、

季度 (P)
、

性别 (S) 及其互作对 犊牛 初生 重的影

响

这些因素及其互作对初生重的影响情况列入表 7 中
。

诸单因子
,

除性别有显著影响

(P< 0
。

0 2 5) 外
,

出生年度也影响显著 (P < 0
.

0 2 5)
。

双因子互作中
,

出生年度 (L )

与场别 (H ) 对初生重有显著影响 (P < 0
.

0 2 5 )
。

这说明
,

同一年度不 同场子或同一场

子而不同年度
,

犊牛的初生重显著不 同
。

三因子互作中
,

仅性别 (s) x 季度 (P) x 年度 (L ) 达显著程度 (P < 0
.

0 2 5)
,

说明即使是同一性别的犊牛
,

在不同年度
、

季度 出生
,

其初生重也有显著变化
,

这似反

映了年度间和季度间饲养管理的不均衡
。

讨论与结语

R o y J
.

M
.

B (1 9 8 0 ) 在 《犊牛 》 (T h e Cal f) 一 书中
,

列举了世界上一百多个乳

用
、

肉用和役用品种牛及瘤牛的初生重资料 (没有中国牛的数据) 〔们
。

按初生 重 占 成

年重的百分率来说
,

小者3
.

3 % (苏丹南部山地瘤牛
,

初生重仅 5 公斤)
,

大者达 6
.

6 %

(S o ut h D e y o n 牛
,

初生重45 公斤 )
,

总是显示出品种特征
。

根据R o y的 资 料
,

按照

公犊牛平均初生重的大小
,

可将不同品种牛划分为大
、

中
、

小三 个
“
体 重 类 型 ” :

( 1 ) 大型品种 (38 公斤 以上 )
:

如夏洛来牛
、

利木赞牛
、

弗里生牛和西门塔尔牛等
。

( 2 ) 中型品种 (25 一38 公斤 )
:

如娟姗牛
、

短角牛
、

更赛牛
、

海福 特牛 和安 格斯牛

等
。

( 3 ) 小型品种 (25 公斤以下)
:

如苏联西伯利亚牛
、

利比亚牛和辛赫拉 ( Si n h
-

al a) 牛一类似印度 山地牛等
。

秦川牛公犊平均初生重26
.

7 公斤
,

当属中型品 种类 型
。

这也从初生重角度证明了邱怀教授对秦川牛品种体格大小划分的观点
。

根据本次研究结果
,

为要作某些比较研究
,

笔者试提 出以下校正式
,

借 以校正因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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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场别 (H )
、

性别 (S)
、

出生年度 (L )
、

季度 (P) 及其互

作对寮川犊牛初生孟的影响
~

竖塑奎翌一⋯些
一

竺川
一

竺 望竺一{一
E 卜

一
J - 一

一竺一竺犯卜
一一竺一⋯一

-

一
一⋯

—
一

}

—一宜
一卜

~

止匕一一

阵三竺竺竺
一

卜一生竺兰一
一
卜一竺些里一

.

_

一一竺一
一

匕一二一一 }_ 土些兰一
_

}一 生些竺一
一

{一
~

型型竺一
2 IC

。

2 5 0 0 5
。

7 4 8 8 < 0
.

毛、2 5

H {
sP }

7 6
。

5 6 2 5 2
。

G9 3 4 < n 。

2 0 0

1 2 1
.

0 9 0 0 3
。

3 C8 5 < O
。

IGO

S L 4 5
。

5 6 2 5 1
。

2 4 5 3 < O
。

2 0 0

P L 0
。

G6 2 5 0
。

0 0 1 7 > 0
。

5 0 0

S H 8 1
。

0 0 0 0 2
。

2 1 4 8 < 0
.

2 0 0

一上生一
.

}一
- 二一

一

二
L H { 1

0
。

OOCO 0
。

0 0 0 0

2 17
。

5 6 2 5 5
。

9 4 8 7 < 0
。

0 2 5

S P L 1 9 6
。

0 0 0 0 5
。

3 5 9 2 < 0
。

0 2 5

S PH 1 0
.

5 6 2 5 0
。

2 8 8 8 > 0
。

5 0 0

S LH 4 2
。

2 5 0 0 1
。

1 5 5 2

P L H 1 6
。

0 0 0 0 0
。

4 3 7 5 > 0
。

5 0 0

S P L H 0
.

5 6 2 5 0
。

0 1 5 4 > 0
。

5 0 0

误 差 3 6
。

5 7 2 0

总变异

牛性别和 母牛产犊年龄 (胎次 ) 所 引起的系统误差 (因为在实践中
,

这种误差既不可避

免
,

又不可忽视) 如下
:

x = 1
.

o 55 A x 早
· · · · · · · · · · · · · · · · · · · · ·

⋯⋯ ¹

X = A x 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º

式中
: X 为 “

校正初生重
” ,

X 早 为母犊牛原始初生重
;

X 忿 为公犊牛原始初生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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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为母牛不 同产犊年龄 (胎次) 校正系数 (查表 5 最下行) ;

1
.

0 5 5 为常数
。

“校正 初生重 ” 也是把不同胎次所产犊牛性册不同所造成的偏差加以纠正
,

从而校

正到均为
“成年母牛所产之公犊重

”

这词一个水平丰
,

由此而大大提高资料的可比性
。

但需说明
,

该式只适用于秦川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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