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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放养管理技术
乌兰巴特尔

(青海省海西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德令哈，817()()())

文献标识码：l{ 文章编号：1003—7950(2013)05一

牦牛饲养管理水平和技术措施，受牦牛分布地K牛怂环境条件车u传统的乍

产h-』℃以及乍产者的文化科技水平、生产经验、劳动技能、风俗习惯．旌至宗教信

仰等刚素的制约和影响．地I列Ⅵ存在很大篾蚌既彳I现代畜牧科学技术的推广和

J-证川，义钉原始传统的F{然牛产，J武．现代和原始的,t-产技术村|7J J{存．这足我

闱牦牛饲养管理的一大特点仇从总体而。1i．牦牛的饲养管理比较帮【放．没彳r脱

离”靠火养青”的范畴，仍依靠人然草地牧草扶取维持乍命、牛K、繁确等所需的

营养物质

l放牧注意事项

牦牛表现为粗暴、性野、胆怯、易惊，合群性强，经训练建、，的条件反射小埸

消失，较能听从指挥 因而大群牦牛放牧．一般只需一个放牧驰，小易发生丢失

根据牦牛易惊的特性．牦牛群进入放牧草场后，放牧员小11[紧跟牦牛群，防止牦

牛到处游走而不安静采食以l}I度放牧强度为宜。 为防止牛群越境和野兽的偷

袭，放牧员町选择一处与牦牛群有一定距离．能顾_5乏伞群的高地进行i)：护、嘹掣

牦牛群的放牧tt程．因牦牛群的类型和季宵小Mm笮f【K别总的原则足：“夏

秋季‘一ff{晚!n．冬春季“迟}j{早Ⅱt”．以利于采食、抓膘和保膘

2划区轮牧

按零岢划p(轮牧是幽内充分利J}3、合理利J{j草场资源．提高家裔牛广‘力的仃

效途径这点时牦牛产区冷零长、高寒、牧草生长期短(13()～140{I)：厄为蕾要在

、‰前大部分地【x牲裔过载，牧草没彳『休养乍息的机会．导致草场退化，杂争、毒草

丛牛．优势牧草衰退，产草繁降低；同时长期住一块草场放牧，内外寄q，虫感染半

岛，降低r牦牛的牛产力 运用划片轮牧，保持牦牛仃草吃町逐步提高草场和牦

牛的生产力

在牧草小均匀或质量蔗的草场上放牧时．要采取散牧的方式．}j=牛群在草场

I‘相对分散自由采食，以便使每头牛都能采食较多的牧草冬春季是牦牛一年中

最乏弱的时间，除跟群放牧外．冉条件的地IX还应加强补饲．特别是大风oi火’L．

剧烈降温．寒冷对乏弱牛造成的危害严萤．一般应停止放牧，在棚圈内补饲，使其

安全越冬过舂

3安全越冬过春的主要措施

3．1 入冬准备 要}人真逐群检☆牛的膘情，做垂，尊场安排．疫柄防治、草料时1：备

等方m1 I：作．为安全越冬过存做好准备

3．2整群和草场安排 入冬Iji『．对火上繁殖，J、伤残、年老体弱、钉严艰缺陷和难

以越冬过存的牦牛府结台整群淘汰．提岛商^^卒、H{栏苹，避免损失这样¨f以H

省}{j冬存草场面积，以利于J￡他牲备安全越冬过存 ㈣时对q-广+雌牛群、犊幼牛

群、怍生产牛群要【置别对待，合理安排草场一般前两类安排好的草场．fr利于母

牛妊娠、幼牛牛长发育．达到少流产、少死亡的日的：后一类牛群冈抵抗力较强，

IⅡ往较蔗的草场放牧。

3．3加强补铡冬存补侧臆从冗』】份外始至占革萌发，约5个』j左fI补铡对象

以犊、幼及妊娠母牛为主 }i补饲蛀采取先少后多，逐渐增加；补铷曼定时．以收

收稿口期：2013-03—20

牧后补锕较好，11n壁免减少果食的I埘问 冬释补蜘埘提高牦牛r肉}建、繁殖，J硬

m栏苹彳I叫缸效粜

3．4修建棚圈牦牛产IK冬春季仃火7 L寒冷，7 L温低．多大风。7．符尢棚嘲．敛使

牦牛掉膘快 冈此4t钉条件的地【天．n：冬存啦场I．背风向⋯的地力修建棚嘲．以

防止风霄侵袭带来的损失

3．5建札饲草料璀地牧草中K过程一f·，受7 L温、风霜、m。’i、II照、辐射等7 L候

Ⅲ索的影响．营养物质的转化积累一年叫季足小均衡的 要扭转牦牛、Jk乍广‘tf，

“复壮、秋肥、冬瘦、存死亡”的忠’r{：循环现状．就膻住划IK轮牧、合理利川啦场的

M时．{i条件的地IK建口饲草料种植基地

4合理组群

为r放牧管理和合理利用啦场，提高牦牛牛产陀能．埘牦牛ht根据性别、年

龄、乍理状况进行分群．避免混群放牧．使牦牛群棚对安静采食及营养状况*Mf

均匀．减少放牧的陆4难

4．1 泌乳母牛群 足指|}|I卜往泌乳的牦母牛封i成的牛群每群l()()头左fl肘泌

乳母牛群．成分配给最好的革场，彳『条什的地I■还一叮适“{补饲．提高泌乳雌牛的

产乳特．技‘一发情配种 往泌乳牦牛群中，彳J卡H、_一郎分足“{‘卜术广‘犊仍继续挤

乳的坶牦牛，数靖多时町译独组群

4．2 f：乳母牛群泼牛群足指有术带犊牛m¨：乳的母牦牛．以及L经达到初眦

年龄的母牦牛组成的牛群．每群150～200头

4．3幼牛群 足指¨1断奶至崩岁以内的牦牛!ll成的牛群幼龄牦牛，m睛比较活

泼，合群性较篾，1j成年牛混群放牧卡H札卜扰很大Ⅲ此．一般单独封l群．IL群体

较小，以50头左7I为宜

4．4青年牛群 足指llI周岁以f‘至韧削年龄以前的牦牛组成的牛群每群l 5()～

2(m头这个年龄阶段的牦牛已县备繁殖能力．闲此．除去势小公牛外．公雌牛鲑

好分刖组群．隔离放牧．防止‘#雕

4．5 育肥牛群是指⋯将在“{年秋未淘汰的各类牦牛纠【成、育肥后屠’弘的牛群

每群150～200头．矗：牦牛数鞋较少时．种公牛也c叮，{二入此群 对于这部分牦牛-叮

n：较边远的草场放牧．使』￡安静．少止动，快I‘膘 fi条件的地lx还【1『以适、_补

例，nlI快行肥速度

各地K J越根据7t候特征、地形地貌、巾场衙积、管jq!水平、牦牛数啦的多少．

束【太I地制’f1I：地合理组群和放牧，才能提高牦牛，1-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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