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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是西藏当家家畜之一，在畜牧业生产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牦牛，就很难说具有西藏

特色的畜牧业［1］。近年来通过采取科学养畜、草原

建设与保护、牦牛本品种选育，利用培育品种公牛

的冷冻精液进行种间杂交，商品率和经济效益明显

增长，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但拉萨市牦牛

产业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和困难，为使今后全市

牦牛生产跨入一个稳定、高产的新阶段，在充分调

研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拉萨市牦牛产业发展的

思路与对策建议。

1 拉萨市牦牛产业发展现状

1.1 拉萨市牦牛产业发展总体目标

根据牦牛资源分布特点，立足拉萨实际，当前，

拉萨市牦牛产业要按照“有政策、有资金、保种业、

调结构、倡科学、重繁育、提水平、壮产业、做品牌、

促增收”的总体思路，以提高牦牛个体生产性能为

重点，以调整和优化牦牛群体结构为主线，以增强

牦牛饲草料有效供给能力和牦牛疫病综合防控为

保障，以牦牛产品加工增值为着力点，以牦牛产业

科技创新和技术集成示范应用为支撑，以牦牛业增

产增效和牧民增收为目标，建立并逐步完善牦牛种

质资源保护体系、良种及本品种选育技术、半舍饲

养殖技术、特色产品精深加工和牦牛产业科技支撑

体系。在进行牦牛良种生产时，应充分利用当雄县

牦牛冻精站资源，为全市乃至全区提供优良牦牛冻

精；改扩建现有的 2个牦牛良种基地，即林周牦牛

选育场和墨竹工卡斯布牦牛原种场，提供良种活

畜；组建 2~4个不同模式、不同规模的养殖小区，摸

索出一种适合拉萨发展牦牛的模式；组建几个规模

化牦牛育肥基地，用最佳增肥路线，以期提高牦牛

产肉量；加大牦牛产品深加工研究，使畜产品附加

拉萨市牦牛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阿秀兰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畜牧兽医总站，西藏 拉萨 850000）

摘 要：当前，拉萨市牦牛产业发展仍面临着生产条件恶劣、牧草枯草期较长、养殖基础设施条件差、营养均衡供给能力不平衡、科技支撑能

力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产品附加值较低和牦牛产业转型升级难等诸多问题。为使今后拉萨市牦牛生产跨入一个稳定、高产的新阶段，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该文提出了拉萨市牦牛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牦牛产业；发展思路；对策建议；拉萨市

中图分类号：F307.3；S823.8+5 文献标志码：A

Idea，Strategy and Suggetion on the Developing of
Yak Industry in Lhasa City

Axiulan
（Lhasa Animal Husbandry and Veterinary Station，Tibet Lhasa 850000，China）

Abstract：The yak industry in Lhasa city faces so many problems，including poor product condition，long grass withering period，weak breeding in⁃
frastructure，nutrition imbalance，weak technological support，underdevelopment production management，low additional value ，difficult transfor⁃
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so on. In order to push the yak production of Lhasa city to a stable and high yield stage，the author proposed some ideas，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based on sufficient survey.
Key Words：yak industry；developing ideas；strategy and suggestion；Lhasa city

收稿日期：2021-03-25
作者简介：阿秀兰（1975-），女，高级畜牧师，农推硕士，研究方

向为牦牛繁殖，E-mail：529191058@qq.com。
·· 103



文献综述 2021年第3期 西 藏 农 业 科 技

值增加，获得更高的商品率；建立健全疫病监测和

防控体系，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进一步制定和完

善加快牦牛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1.2 拉萨市牦牛产业发展现状

2017年底，拉萨市草原面积 207.10万 hm2，

其中草原可利用面积 202.08 万 hm2，鲜草总产

429 396.97万 kg，每 667 m2产干草 52.41 kg，干草总

产量 158 876.88万 kg［2］，按养殖一头牦牛日平均需

7.5 kg干草计算，则每头牦牛需要天然草场 3.482
hm2。2019年末，拉萨市牦牛存栏 75.74万头［3］，其

中 能 繁 母 牛 约 33.54 万 头 ，占 牦 牛 总 数 量 的

44.28%，不足 50%。全市各县区均有牦牛分布，其

中，当雄县牦牛数量最多，占全市牦牛数量的

41.81%，林周县占 16.42%，墨竹工卡县占 18.08%，

堆龙德庆区占 5.89%，达孜区占 5.79%，尼木县占

6.06%，曲水县占 2.99%，城关区占 1.79%，柳梧新区

占 1.02%，空港新区占 0.14%［4］。拉萨市牦牛优良

类群主要以斯布牦牛为主，还有一部分当地品种，

如当雄牦牛、林周斯林牦牛、尼木杂纳牦牛等，但均

未进行资源审定。

拉萨市现有 1个牦牛冻精站，2个牦牛选育场。

当雄县牦牛冻精站建于 1963年，现饲养有帕里、斯

布、半血野牦牛、嘉黎、青海大通和当雄牦牛 6个优

良类群共 51头牦种公牛，围栏草场 70 hm2，天然牧

草地 725 hm2。截至目前，累计向社会提供优良牦

牛冻精 50多万粒/剂。林周县牦牛选育场建于

1985年，已向全区推广良种牦牛 5 000头，累计产

生选育后代达到 47万头。墨竹工卡县斯布牦牛选

育场始建于 2013年，主要从事斯布牦牛本品种选

育及保种，2020年末存栏1 925头。

1.3 拉萨市牦牛产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目前，拉萨市牦牛养殖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如

生存环境恶劣、牧草枯草期长、基础设施差、年营养

供给不均衡等。根据 2020年拉萨市牦牛畜群结构

调查，全市牧区出栏的牦牛自食率超过了 70%［4］，

自食率高、商品率低是拉萨市牦牛养殖的真实反

映，导致全市牦牛肉类全年均衡供给能力严重

不足。

2 拉萨市牦牛产业发展总体思路

根据全市牦牛资源分布特征和现有基础设施

条件，在牦牛主产区，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逐步完善

基础设施，以肉、奶为主打产品，集中力量攻关产

肉、产奶的核心关键技术，使其成为集中供给区；在

半农半牧区，充分利用现有秸秆作为饲草，在适合

种植牧草的地方，大面积种植优质牧草，进行半舍

饲高效养殖，推动牦牛养殖业转型升级；在牦牛优

质种源区，加大对现有种质资源的保护力度，采取

本品种选育来推进良种扩繁、培育及推广进程，确

保充足的种源。一是确定在当雄、林周和墨竹工卡

等县，重点对这 3个县的天然草场进行保护性建设

和合理开发利用，建立牦牛良种扩繁选育基地，进

行牦牛良种生产，尤其是充分利用当雄县牦牛冻精

站资源，为全市乃至全区提供优质细管冻精；在林

周、墨竹工卡县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区，重点对这两

个县现有优良类群的牦牛进行保护。二是在当雄、

林周、墨竹工卡和尼木建立牦牛半舍饲养殖示范小

区，在尼木和当雄县建立牦牛生态草原牧养示范小

区，在曲水、达孜、堆龙等县（区）建立犏牛养殖示范

小区，优化和改革牧区草原传统利用制度，转观念、

转方式，使其升级改造，进而提高生产性能；以牦牛

主产区为主，建议在当雄、墨竹工卡、林周、达孜和

尼木等县（区）建立牦牛短期育肥基地，调整现有牦

牛畜群结构比例，通过短期育肥、错峰出栏，提高牦

牛养殖效益，增加农牧民增收。三是在曲水和林周

加大优质饲草料的种植面积，通过“南草北调”，运

至牧区饲喂牦牛，解决牦牛吃不饱的问题。

3 拉萨市牦牛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建立饲草供给供应体系

要发展草地畜牧业，首先要牢固树立草业先行

的发展理念。为提高牦牛生产能力，必须要让牦牛

一年四季吃饱，营养达到全年均衡。为确保牦牛饲

草料的有效供给，一是要合理放牧，让天然草场得

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以期提高草场生产能力；二是

有效地进行人工种草。根据《拉萨市草业发展规

划（2017—2022）》，结合实际，拟定在林周和曲水

县进行优质饲草的集中连片、大面积种植。到

2022年，力争全市优质饲草种植面积达到 1万 hm2，

其中青饲玉米 0.2万 hm2，紫花苜蓿及其他牧草

0.8万 hm2。建议在当雄、林周、尼木和墨竹工卡等

县建设草场围栏各0.27万hm2。

3.2 建立品种改良及高效繁育技术体系

减少种公牛饲养量，及时淘汰种用价值不高的

种公牛；改变长期以来自选、自育、自繁的封闭式繁

育模式。采用野血牦牛冻精对当地母牦牛进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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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授精，或者用含 1/2野血牦牛的种公牛进行本交

这两种方式对家养牦牛进行提纯复壮。建议：充分

利用当雄县牦牛冻精站，提供优质牦牛冻精；重点

改扩建林周牦牛良种场和墨竹工卡县斯布选育场，

发挥曲水色甫沟牦牛养殖场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当

雄、林周、墨竹工卡和尼木等县新建牦牛冻配点 80
个，到 2025年力争完成牦牛冷配 1.3万头，本交 0.8
万头［5］，从而使牦牛主产区良种覆盖率达到 30%
以上。

3.3 建立科学饲养与管理技术体系

利用暖棚、放牧+补饲、半舍饲等饲养技术，保

障充足的饲草，确保牦牛全年营养均衡供给，从而

改变“夏活、秋肥、冬瘦、春乏”的难题。

一是建一批牦牛半舍饲养殖示范小区。主要

在当雄、林周、墨竹工卡、尼木等县建牦牛半舍饲养

殖示范小区，重点通过犊牛适时断奶补饲、加强母

牦牛营养调控、提高带犊母牦牛当年发情配种，有

效缩短母牦牛生产周期，力争实现母牦牛“三年两

胎”或者“一年一胎”。以示范区为核心，辐射带动

周边牦牛养殖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二是建立一

批牦牛草原生态牧养示范小区。牦牛生产大县具

有广阔的天然草场和数量非常可观的牦牛，要充分

利用这些优势，改进传统放牧模式，即在暖季加大

错峰出栏，这样一方面可以有效减畜，使草畜处于

动态平衡，另一方面也可保证冷季牦牛安全越冬，

使牦牛业可持续发展。建议在当雄、尼木等县建立

生态牧养示范小区。三是建立一批规模化牦牛育

肥基地。在当雄、曲水、林周、达孜和尼木县，依托

当地资源和基础条件，建立规模在 300~500头的牦

牛育肥基地。通过设定最佳的牦牛育肥增重路线，

提供牦牛生产力和产品产出能力。减少公牛饲养

量，调整适龄母畜比例，优化牦牛畜群结构，使其呈

现“年龄金字塔式结构”，满足生产所需的递补需

要，合理周转，力争一年四季都有牦牛肉，从而形成

良性循环。四是高度重视黄牛、犏牛的改良工作。

母牦牛生产性能低下，在一定程度上，与牦牛过度

挤奶有关。建议在现有黄牛、犏牛养殖基础较好的

区域，采取经济杂交的方式，对本地黄牛用娟珊牛

（或黑白花牛）冻精进行黄牛改良，提高其产奶性

能、产奶量及酥油供给能力；对当地犏牛用安格斯

牛进行改良，提高其产肉性能，从而有效缓解奶、肉

的问题，尽量少挤牦牛奶或不挤奶，达到牦牛和黄

牛、犏牛的互补。建议在堆龙、达孜、曲水、城关和

柳梧新区开展黄牛、犏牛养殖示范小区建设。

3.4 建立牦牛产品加工技术体系

牦牛肉富含高蛋白、低脂肪，深受西藏农牧民

的青睐，也是当地老百姓最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

2019年，肉类总产量约3.37万 t，其中牛肉约2.88万 t，
牛肉占全市肉类总产量的 85.46%［3］。拉萨城镇居

民年人均拥有量 45.6 kg，其中牛肉 24.1 kg［3］。由此

可见，牦牛是拉萨当家家畜。

因西藏独特的地理和高海拔气候特征，牧草生

长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导致牦牛产品也具有显著的

季节性，从而使牦牛肉市场供给呈现季节性不平

衡。建议充分利用当雄县高原蓝有限公司牦牛肉

标准化屠宰线，错峰进行集中屠宰后，进行保鲜贮

存，并在西藏牦牛肉短缺期（5~8月）及时上市，平

抑市场需求紧张，有效保障牦牛肉的全年均衡

供给。

3.5 建立疫病监测及防控技术体系

对炭疽、牛出败、肉毒梭菌及气肿疽进行常规

防控外，每年春秋两季重点还对牦牛进行口蹄疫强

制免疫。进一步规范产地检疫程序，以检促防，有

效推进防疫工作；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兽药、饲

料、市场的监督检查，规范全市养殖经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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