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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奶牛良种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

张兆顺

(成阳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成阳712000)

摘要：主要探讨了奶牛良种发展的现收以及奶牛良种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提

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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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业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畜牧业现代化程度

的重要标志。近几年来，陕西省奶业快速发展，奶

类产品丰富多样．乳品消费稳步提高，对丰富城乡

市场、优化农业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全

国奶业总产量约达800多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

的5％。

陕西省奶牛业经过2000—2003年的迅猛扩

张和2005—2007年的去劣存优，目前已走上良

性、健康发展的道路。存栏量稳步增长，种公牛培

育进程加快，奶牛遗传改良工作稳步推进．平均单

产水平不断提高。

1 现状

1．1奶牛品质大幅提高

自2001年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畜牧

业产业化的决定》以来，我省奶牛业取得长足发

展，奶牛存栏量逐年递增，平均单产稳步提高。

2011年底，全省存栏奶牛80余万头，居全国第6

位。我省奶牛平均单产6 500 kg。

1．2奶牛分布区域相对集中

我省奶牛主要分布在包括西安、宝鸡、咸阳、

渭南、铜川和杨凌在内的关中地区，由于该地区气

候适宜、饲草饲料资源丰富，加上良好的基础和优

秀的种质资源，使得该地区的奶牛业发展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目前，该地区共存栏奶牛54万头，

占我省总存栏量的83．4％。

1-3 良种繁育体系进一步完善

目前全省奶牛良种繁育技术和推广网络已基

本形成。陕西省家畜改良站完成改制工作，与上

海光明荷斯坦牧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的陕西秦申

’金牛育种有限公司已开始运转，我省公牛品质再

上一个新台阶。各县畜牧兽医站、家畜改良站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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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承担本县的牛品种改良工作。在两级改良站内

又在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专门设立了5家

冷冻精液转运供应站，其主要工作是负责奶牛冻

精的规划、选择、调运、发放，共成立了300多个乡

级奶牛冷配站点，全部达到“三有标准”(有固定场

所．有专门人员，有专用设备)。目前，全省共有牛

人工授精员1 200余名，经过技能鉴定合格856

名，持证率73．3％，奶牛人工授精率达到100％。

1．4奶牛良种补贴项目全面开展

为加快奶牛良种化进程，优化畜牧产业结构、

提高我省奶牛市场竞争力，自2005年以来，我省

先后开展了陕西省奶牛良种补贴项目、十万份高

产奶牛冷冻精液推广项目、全国奶牛良种补贴项

目等，激发了奶农选用优质冻精的积极性，加速了

奶牛良种繁育的进程，实现了奶农受惠、奶牛单产

水平提高的双重目标．截至目前发放补贴冷冻精

液85万份，可改良奶牛38．51万头。与此同时，

实施奶牛良种补贴项目组织的技术培训，不仅增

强了项目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广大

奶农饲养管理水平也明显提高，牛群健康状况和

原料奶质量显著改善。

2 存在问题

2．1奶牛良种率低

畜产品质量的竞争，核心是家畜良种的竞争。

良种是奶业发展的基础，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超

过40％，只有提高奶牛良种化水平，才能不断促

进奶业健康的发展。近几年，我省奶牛存栏量每

年以10％多的速度增长，平均单产水平每年也有

8一lO kg的增长，与国际水平相差甚远。一般国

家单产在6 000 kg以上，发达国家甚至达到

9 ooO一10 000 kg。奶牛良种率底是导致我省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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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平均单产水平低下的直接原因。目前。我省80

余万头奶牛存栏中，真正属于优良品种的荷斯坦

奶牛不到1／3，总数在26万头左右，而发达国家

的良种覆盖率接近100％。

2．2后裔测定不规范

全世界每年后裔测定荷斯坦公牛在0．50万

头左右，其中美国0．15万头。加拿大500头。两

泾阳县在过去的20年中，每年实际参加后测的青

年公牛数仅有lo余头，最少为3头，最多为18

头，圈种率为70％左右，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经

过后测“验证”}另外，后测公牛与母牛的交配缺乏

随机性，公牛女儿在参加后测的牛场中分布不均

衡，大部分公牛的女儿数都在30头以下，因而估

计育种值的重复力大多较低；缺乏准确的标准化

生产性能测定和完善的记录体系，后测公牛均是

使用自报的女儿牛生产性能，缺乏公正性和可靠

性。

2．3冷冻精液市场管理混乱

品种改良是提高奶牛生产能力的前提和基

础，而生产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牛的遗传

水平。种公牛对奶牛群遗传改良的贡献，可以达

到总遗传进展的75％以上。按照国内目前的生

产水平，每头公牛年生产的冷冻精液可满足7 000

头左右母牛的改良需要，所以改良效果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冻精的质量。多年来，我省对冷冻精液

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大量质量低劣。来源不

明，无档案记录的冷冻特液流人市场，造成受胎率

低下、系谱档案混乱，奶牛品种改良工作进度缓

慢，甚至品种混杂、近亲繁殖等现象时有发生。经

在省内个别县调查发现，由于县级家畜改良单位

的不作为或指导错误，导致人工授精率低，牛群品

质长期得不到提高，自行生产牛冷冻精液，在本县

推广，改良当地奶牛，使该县奶牛改良工作甚至出

现倒退，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相比较许多大墅

奶牛场由于有可靠的冷冻精液来源，加上制定了

科学的改良计划牛群整体水平得以较快提高。

z，4监督检查机制不到位

国家奶牛良种补贴是国家实施提高奶牛品

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富民工

程。国家奶牛良种补贴的实施对提高奶牛质量，

提高产奶量发挥出巨大作用。但在应用过程中存

在着入选公牛生产的冻精缺乏监管，质量品质差，

受胎率低，我省个别地方受胎率不到30％，冻精

发放程守混乱，缺乏质量检测，基层贮存设备老

化，管理责任心不强，致使冻精活力下降，导致复

配率过高，影响了国家良种补贴项目的实施效果。

可见，成立相应的专门机构来监督管理国家良种

补贴项目实施，对于促进我省奶牛良种化步伐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5优秀遗传材料缺乏

多年来，陕西省境内从事公牛饲养、选育的单

位只有两家一一西安市育种站和陕西省家畜改良

站。2007年以后省穴只有陕西省家畜改良蛄一

家从事公牛饲养、选育的单位。由于资金缺乏。难

以从国外引进优秀后测注册公牛。公牛的选育只

能从国内选育，致使公牛品质难以提高，与国内同

行缺乏竞争优势。入选国家良种补贴公牛头数偏

少，公牛优秀遗传材料的缺乏，也成为制约我省奶

牛良种化进程的主要问题。

3 对策

3．1加强选种选配，提高良种率

从虮牛选种选配方匾下功夫，想方设法提高

良种率。首先，在奶牛配种上要加强管理，尽量做

到全区统一供精或指定供精，对使用高产奶牛冻

精的应予以补贴，确保精液质量；其次，在奶牛的

引进上，应加强管理，最好由政府和专家出面协

调，防止坑农害农现象发生，保证买入的每头牛都

是高产的良种牛{最后，对全县奶牛开展普查鉴

定，每年对优秀母牛进行登记，建立系谱档案，发

给畜主良种登记卡片，详细记录每头牛的情况。

要千方百计保持核心牛群的稳定，对核心牛群开

展选种选配，实行统一管理。

3．2加强遗传改良计划的组织领导与协调

奶牛群体遗传改良计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具

有长期性、连续性和公益性。要积极争取广泛的

支持，确保工作开展的连续性，切实做好奶牛群体

遗传改良计划的组织实施与协调工作。省上应当

成立奶牛群体遗传改良计划工作小组和专家小

组，组织与协调全省遗传改良计划的实施。各级

畜牧主管部门、技术支撑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负

责我省奶牛群体遗传改良工作的具体实施，组织

开展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和后裔测定等

工作。

3．3夯买奶牛品种改良的基础性工作

个体系谱资料记录、体型鉴定、生产性能测

定、综合遗传评定，不仅是科学判断奶牛个体种用

价值、建立良种核心群、培育种公牛和生产优质胚

胎的前提条件，也是推进奶牛品种改良T作的基

础。因此，要建立品种登记、体型鉴定和遗传评定

工作规范，制定相关标准，推进奶牛生产性能测

定，建立健全奶牛良种登记制度，为奶业群体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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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提供准确完整的基础数据。

3．4增加培育种公牛的资金投入

种公牛遗传品质直接关系到牛群遗传改良效

果，奶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种公牛对奶牛群体

遗传改良的影响比重高达75％。选育种公牛最

可靠的方法是后裔测定，即通过公牛“女儿”的生

产成绩衡量种公牛质量。因此，加快推进公牛后

裔测定、遗传评定和奶牛生产性能测定，是增强我

国自主选育培育优秀种公牛能力的需要。也是改

变种公牛长期依赖国外进口局面的需要。

3．5健全良种繁育体系

优秀的种公牛遗传材料的推广和应用，对提

高奶牛品质具有重要作用。奶牛品质的提高，优

秀遗传材料的应用需要一支健全的繁育体系来推

广应用和实施，建议将繁育体系建设长期纳入畜

牧业的工作重点，以尽快提高我省奶牛品质，加快

奶牛良种化进程的步伐。

3．6加强技术人员的管理培训

政府部门要加强配种员的管理和培训工作，

配种员必须有从业资格证书，钦到持证上岗。配

种员必须明确每一头公牛的优点及每一头母牛的

缺点，正确使用每一支冻精，能按技术标淮严格操

作。要加强养牛知识的普及推广，使农民能初步

掌握识别奶牛优劣的方法，防止上当受骗。基本

能按农业部颁布的《高产奶牛饲养管理规范》进行

饲养管理，充分发挥奶牛的优良遗传潜力。

3．7引进高新技术，加快良种化进程，提高奶牛

质量

一是应积极发挥奶牛大县、乳业强县的优势，

积极参与省市高产奶牛快速繁育项目，应用优质

种牛精液，提高奶牛受胎率和产奶量。同时积极

争取省市的支持，开展胚胎移植工作，以加快我区

奶牛良种化进程。二是要多与省市一些科研单

位、院校合作、开展高产奶牛MOET育种方法(超

数排卵+胚胎移植)，迅速提高奶牛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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