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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ibetan yak populations. Combined with the expe-
riment of the “one year-one child” of Gannan yak, we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measures on how to 
effectively breed Tibetan yak.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we can increase the survival rate of elite 
calves in Tibet, raise the population level, improve the existing status of Tibetan calves and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yak industry by strengthening feeding during pregnancy, im-
proving feeding conditions, raising post-natal care and early weaning of ca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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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西藏牦牛种群现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甘南牦牛“一年一胎”，以及肉牛一年一胎的试验提出

了关于西藏牦牛如何高效育种的一系列办法。本文指出加强妊娠期补饲，改善饲养条件，提高产后护理

水平，以及犊牦牛的早期断奶等措施，可以增加良种牦牛在西藏的存活率，提高种群水平，改善西藏牦

牛的现有状况，促进西藏牦牛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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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年一胎的产生背景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最西部，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拔在 4000 米左右。据统计，截至 2012
年西藏牦牛数量接近 505 万头[1]，占全国牦牛总数的 30%左右，但近年来随着藏区草地过度采食与人们

忌杀生的宗教影响下，牦牛的增长速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与人们对于牦牛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量形

成了巨大矛盾。同时，在当今相对落后的游牧饲养的环境下，西藏牦牛普遍存在着种群结构不合理，优

良品种牦牛所占比例低下等问题[2]。牦牛相对于其他牛种可生育年龄较迟，繁殖力低，为满足人们生活

需要，母牛产犊后挤奶频繁，导致了犊牛胎儿期和出生后营养不良，导致牦牛生产性能逐年下降[3]。从

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我国就如何提高牦牛各生产性能开始了各种研究[4]。总结分析之前的研究成果，结

合当今的饲养条件，大力开展西藏地区牦牛的“一年一胎”试验，将大幅度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为牦牛产业在藏区的崛起起到奠基作用。 

2. 一年一胎育种方法及操作 

母牦牛的适宜配种时机，母牦牛的妊娠期的补饲，母牦牛的产后护理及体质恢复，以及犊牦牛的早

期断奶，是保证牦牛“一年一胎”成功实现的重要因素，同时，结合在海拔高、气温低的高原环境下，

部分地区牧草萌生较慢等实际情况，对于一年一胎的育种工作方法，给出以下指导。 
1) 头年事宜的发情配种时间以及配种时机 
母牦牛的头年发情工作适宜采用同期发情的育种方法，便于控制发情过程中的配种工作。发情时间

宜控制在头年 7~9 月份左右。牦牛的妊娠期大约在 256.8 天，因此 7~9 月份发情配种有利于来年 5~6 月

生产。天气的回暖，保证了犊牦牛和母牦牛在生育过程中的良好环境，避免了冬季极寒的气温，提高了

犊牦牛的存活率，也保证了在生育过程中，以及生育过程后母牦牛有充足的草料进行及时的补饲，恢复

生产性能，简短空怀母牦牛的周期。 
为了及时准确的判断出可进行配种的发情母牦牛，直接采用杂种公牦牛进行试情(牦牛较肉牛相比，

发情现象不明显，不易判断准确)，通常情况下每 100 头母牦牛配备 2~3 头试情公牛即可[5]。雌牦牛在发

情早期出现后，12 小时后进入母牦牛的发情旺盛期。此时才可接受公牛的趴跨动作。雄性牦牛的繁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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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为 4~8 岁。繁殖能力在 4.5 至 6.5 岁之间最强。8 岁以后，它们很少能够在大群体中交配。雌牦牛的初

始交配年龄约为 3 岁，在一个大群体中，1 头雄牦牛对应 15~20 头雌牦牛配种效果最佳[5]。 
牦牛的配种工作遵循自然交配的原则，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人工授精：为了提高授精工作的成

功率，可通过早上和晚上，两次分开输精，以此提高发情牦牛的成功配种率。 
2) 母牦牛的妊娠期补饲 
结合甘南地区牦牛一年一胎的实验，母牦牛在配种成功，产生妊娠现象后 4~10 个月期间对母牦牛进

行补饲工作。补饲饲料的营养分析保证值应满足在：粗蛋白(CP) ≥ 17.00%，粗纤维 ≤ 6.00%，粗灰分 ≤ 
9.00%，钙 0.50%~1.20%，总磷 ≥ 0.40%，氯化钠 0.30%~1.00%，赖氨酸 ≥ 0.70% [3]。 

这种情况下补饲的母牦牛所产犊牦牛发育情况明显优于未补饲母牦牛所产犊牦牛，利于犊牦牛进行

早期断奶工作。对于母牦牛的补饲工作，应做到每头母牦牛每天补饲精饲料一千克，分早晚两次补饲[3] 
[6]，对妊娠后期牦牛进行补饲，可以增强母牦牛的体质并增加泌乳量，促进犊牦牛生长发育，为犊牛的

后期发育奠定基础同时保证了母牦牛产后能迅速恢复体能，保证了产后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发情，进行下

一年的配种工作[7]。 
同时在母牦牛的妊娠后期，可以通过降低畜舍中牦牛数量，达到保胎的作用，避免母牦牛之间因为

碰撞或者滑倒造成了犊牦牛的流产，且冬季西藏夜间伴有结冰等情况，应当时刻防止母牦牛滑倒，摔倒

等情况的出现，在有舍饲的条件下，适当铺设垫料，防止母牦牛摔倒。当母牦牛出现分娩症状时，应提

前做好接生的准备工作。 
3) 母牦牛的产后护理及体质恢复 
母牦牛在分娩过程中消耗更多的能量，生产时间较长的个体更为严重因此母牦牛在分娩后，应及时

向母牦牛提供水和营养，但不能立即食用。分娩后的母牦牛立即让它站立起来，并饲喂或者灌服 10~15
Ｌ的温热的麸皮盐水，或者益母花散，来快速地补充水分，可帮助排出恶露，促进身体恢复，同时应做

好产后的清洁和消毒。同时注意产后的观察和护理。观察分娩后母牦牛是否出现异常出血，如果持续的

流血，应及时查明原因，并进行处理，在分娩后的要检查胎衣的排出情况，如果 12 h 后胎衣还未排出，

则要按照胎衣不下来进行治疗，在分娩后的 7~10 天要注意观察母牦牛恶露的排出情况，如果恶露的颜色

和气味异常，应假设是否发生子宫炎，及时给出处理方案[8]。 

母牦牛在生产过程后，消化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水平，但因此时犊牦牛对乳汁的需求，母牦

牛对营养的需求量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此时不宜饲喂过多，日粮主要以易于消化的优质干草为主，同

时加入一些蛋白质含量保持在 1%~14%，含有丰富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的精饲料[8]。保证母牦牛

的身体状况始终保持在良好状态。对于部分生产过后 2~3 个月，仍未出现发情现象的母牦牛可适当注射

LRH-A (促排卵素 2 号)，可提前母牦牛的发情时间[9]，结合肉牛的“一年一胎”的育种方法，可以适量

注射复合维生素，防止维生素的流失，同时可注射促性腺激素(gonadotropin, Gn)和氯前列烯醇(PG Clo-
prostenol)进行人工诱导发情[8]。 

4) 饲养管理条件 
对于母牦牛的饲养工作，根据季节的变化，灵活选择饲养方法，春夏两季可按照传统放牧方法，秋

冬季节可适当采用舍饲或半舍饲的管理方法。按照夏秋季节清晨放牧，延长放牧时间，冬春季节推迟每

日放牧时间，提前让动物归圈，做到“夏秋季早出晚归，冬春季迟出早归”[10]。秋冬季节西藏地区气候

寒冷漫长，牧草资源相对短缺，对妊娠期母牦牛进行舍饲与半舍饲的喂养，保证母牛在冬季妊娠期不存

在掉膘现象，保证了母牦牛在来年配种工作中，母牦牛能迅速恢复身体机能，同时也保证了犊牛较高的

存活率。 
舍饲的搭建可学习借鉴“天祝白牦牛的舍饲管理技术”。选取地势平缓，处于背风面、无遮阴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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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采光，远离村庄，水源和动物诊疗场所的地理位置，避免潮湿环境[11]。天祝县境内一般采用 10 × 7 m2

规格为畜棚建设标准，前墙高 1.5 m，后墙高 1.9 m，中梁柱高 2.5 m，采光面积保证达到 20 m2 以上，采

光材料可选用透明 PE 塑料、万通板或玻璃材质。墙壁可用砖混结构，半坡式或弓形支架；侧墙留门，门

高 1.8 m、宽 1.2 m；留置通风口和换气窗[12]。 
舍饲饲养过程中应控制母牦牛的日粮饲喂量，保证饲料中含有充足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母牦牛妊

娠后期，胎儿吸收营养占母牦牛日粮营养水平的 70%~80%，每天应控制饲喂精粮 2 千克，秸秆青贮饲料

10~12 千克[12] [13]。 
值得注意的是，舍饲环境下，应注意牦牛舍的温度，避免牦牛种群出现冷应激的生理反应，做好牦

牛牛舍的通风与保温工作。同时也应该注意牛舍的寄生虫的预防工作，避免出现因寄生虫引起的牦牛贫

血，营养不良、消化系统出现故障等问题[14]。 
5) 犊牦牛的早期断奶 
在以往的饲喂管理条件下，犊牦牛一直由母牦牛喂养，直到 6~12 月龄自然断奶，母牦牛因为长时间

哺乳，导致其当年基本不发情，而且哺乳中后期母乳营养价值较低、泌乳量较少，并不能满足犊牛的生

长需要[15] [16]。因此，将犊牦牛进行早期断奶工作并通过饲喂高蛋白代乳粉、高脂肪代乳粉代替母乳，

保证了犊牦牛的正常体重增长，同时有利于母牦牛在产后减少泌乳所造成的营养物质的流失，减短了母

牦牛的空怀期。 
初生犊牦牛应在 1 h 之内吃到初乳，让其获得被动免疫，提高犊牦牛的抗病能力，提高存活率。结

合肉牛犊牛早期断奶的饲喂方法：2 月龄内，靠母乳吮吸营养，可适当饲喂代乳粉，满足畜体自身需要。

用 65℃的水按照 1:6~7 比例冲泡代乳粉，再冷却至 40℃饲喂犊牛，注意防止拉稀。2 月龄后，犊牛逐渐

变大，天气渐暖，母牦牛进行远牧，为保证犊牛营养需求，每天饲喂犊牦牛 2.0 L 代乳粉，分 4 次平均饲

喂，按每头 0.5 L 分装奶瓶后，逐头饲喂 100 天后，在饲槽内适量添加犊牛代乳料和青干草进行采食训练，

让大部分犊牛能够采食少量青干草和犊牛代乳料，锻炼犊牦牛的反刍机制，观察采食效果；此后逐渐增

加青干草和犊牛代乳料添加量(青干草 0.2 kg，犊牛代乳料 0.2 kg)，添加量随着犊牦牛日龄的增加而增加

[17]。 
断奶标准：犊牦牛代乳料采食量持续稳定在 0.25 kg 以上、青干草 0.3 kg 时，即犊牦牛 5 月龄，可将

母牦牛与犊牦牛彻底分开，断奶后持续对犊牦牛进行全程补饲跟踪[17]。 
依靠早期断奶的模式，以及进行代乳粉对犊牦牛的补饲方法，可以保证犊牦牛在正常发育情况下的

早日断奶，可以将牦牛以往的“两年一胎”生产模式提高到“一年一胎”，显著提高了母牦牛在当年的

受胎率，缩短了牦牛的生产周期[18]。并且在早期断奶的措施下，根据《早期断奶对青海湖区放牧牦牛和

犊牛血液生理指标的影响》来看，试验犊牦牛的体长以及体重，胸围，体长等生理指标，并未和未断奶

组产生显著差异，因此在断奶并且补充代乳粉的情况下可以加快犊牦牛的生长，缩短母牦牛的空怀期[19]。 

3. 结论 

通过对甘南地区牦牛“一年一胎”试验的研究，结合肉牛“一年一胎”的繁殖实验，以及犊牦牛的

早期断奶工作，总结归纳了我国目前西藏高原地区牦牛高效繁殖存在的普遍问题。对于藏民养殖牦牛提

出了新的建议与标准：在养殖牦牛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科学养殖，减少单纯放牧造成的资源的不必要

浪费，充分了解藏区的天气、环境特点，保证母牦牛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加强对母牦牛产后的护理工

作，缩短育种年限，对犊牦牛进行全新的早期断奶的饲喂方法，改善饲养及居住条件，将牦牛养殖同市

场有效的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牦牛养殖业的现状，推动牦牛养殖业的发展，将牦牛

产业打造成西藏地区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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