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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的饲养管理方案设计 

 

第一部分 毕业设计背景 

牦牛是牛属中的一个牛种，是以青藏高原为起源地的特产畜牧资源，也是世

界屋脊著名的景观牛种，有“高原之舟”美誉，每年给藏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收益。 

牦牛分布的地区具有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牧草生长季短、辐射强、

氧分压低等特点，草场以高山及亚高山草场为主体。牦牛由于对高海拔地带严寒、

缺氧、缺草等恶劣自然条件的良好适应能力而成为高寒牧区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

料，可为当地群众提供肉、奶、毛、绒、役用等，粪便为当地牧民日常所用的燃

料。由于特殊的生态环境和极强的自然选择，使牦牛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畜种的生

物学特性，对适应高寒草地缺氧、寒冷有独特的体质形态结构和适应高山草原矮

草采食的生理机制。因此，牦牛如何进行饲养管理，提高养殖效益，显得尤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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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目标 

通过对牦牛的饲养管理方案设计，一方面，丰富我的知识面，把学校和书本

上学到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学以致用。另一面，为生产实践提供技术指导，

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基础。通过牦牛的饲养管理方案设计与实施，目标就是

降低了养殖风险，提高了养殖效益，让牦牛产业越来越好。 

第三部分 要求 

人员：熟悉牦牛的饲养管理技术人员，动物医学相关专业人员。 

经费：牦牛养殖场学习，实地考察共计费用 5000 元。 

要求：具备知网查询账号、《牦牛的饲养管理技术》等专业书籍。 

时间：一年及以上。 

第四部分 具体任务 

牦牛的饲养管理方案设计，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设计： 

1. 牦牛栏舍建造与规划； 

2. 牦牛的选育与分群； 

3. 牦牛各个阶段的饲养管理要点 

4. 牦牛饲养管理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 

第五部分 实施步骤 

一、牦牛栏舍建造与规划合理 

（1）场址选择： 

牦牛适合在高海拔藏区饲养，要选择地势高燥，通风，向阳，符合动物防

疫法要求的产地。远离居民区和主要交通干线 500 米以上。 

（2）基础设施完善： 

水源稳定，有贮存和净化设施，水质达标。电力供应充足有保障，交通便

利，有专用车道直通到场。 

（3）场区布局合理： 

1. 场区与外环境隔离 

专门的防疫沟、围栏与外界环境隔开。 

2. 场内布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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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区内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隔离区、粪污处理区完全分开，布局合理。

按坡度、主风向，从高到低，防止交叉污染，减少疾病发生。如图 1 所示。生活

区包括宿舍、食堂、篮球场等；管理区包括会议室、办公室、接待室等；生产舍

包括母牛舍、公牛舍、犊牛舍、育成舍、育肥牛舍等；隔离区包括粪污处理设施、

化尸池等。 

 

图 1 牦牛场的场内布局 

3.规模牦牛场平面规划图： 

 

 

 

 

 

、 

 

 

 

4.设备实施完善 

（1）牛舍:牛舍为有窗式、半开放式、开放式 3 种。 

（2）消毒设施：场门口有消毒池，人员更衣、换鞋室和消毒通道，场内有

行人、车辆消毒槽，有环境消毒设备。 

（3）养殖设备与设施：牛舍内有固定食槽、饮水器、全混合饲料搅拌机、

铡草机、青贮设施、干草库。 

（4）辅助设施：档案室、兽医室、装牛台、人工授精室、地磅。 

5.管理制度与记录完善 

（1）饲料供应管理：粗饲料、精饲料供应和采购计划或牧场实行划区轮牧

办公生活区活
区 饲料区 

隔离区 
粪污处理区 

蔬菜大棚区 

生产区
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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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季节性休牧制度、建有人工草场。 

（2）疫病防治制度：消毒防疫制度、免疫接种计划、预防、治疗肉牛常见

病规程和兽药使用记录，包括适用对象、使用时间和用量记录。 

（3）生产记录 ：育肥场购牛时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有牛群周转（品种、

来源，进出场的数量、月龄、体重）记录及繁育场或牧场有配种方案和繁殖记录

（品种、与配公牛、预产日期、产犊日期、犊牛初生重），记录完整。 

（4）档案管理：牛群周转、疫病防治、疫苗接种、饲料采购、配种繁殖、

兽药使用、人员雇佣的档案资料保存完整。 

（5）人员配备：有 1 名以上经过畜牧兽医专业知识培训的技术人员，持证

上岗。 

6.环保达标 

(1)粪污处理：有固定的牛粪储存、堆放场所，并有防雨、防渗漏、防溢流

措施。有沼气发酵或其他处理设施，或采用农牧结合方式做有机肥利用。 

（2）病死牛处理：配备焚尸炉或化尸池等病死牛无害化处理设施，病死牛

采用深埋或焚烧等方式处理。 

二、牦牛的选育、分群 

（一）种牦牛的选育 

1. 种公牛的选育 

牦牛的选育就是选择体型较为健硕的牦牛，通过个体繁殖来使其后代群体具

备更高的优秀基因概率，进而提高牦牛的质量，优化其生产性能。在进行种公牦

牛的选择过程中，应结合生产性能、个体大小、体重以及体型的不同在 2-4 胎

的犊牛中进行初选。在犊牛 2-3 岁以后，结合公牦牛生产性能、外貌特征以及 

体重等的不同再一次进行选择。 

2. 后备母牛、种母牛的选育 

在进行种母牦牛的选择过程中，应尽量选择具备较高生产性能、较好质量以

及较好血缘的母牛。 对于不同类型的牦牛，例如家牦牛与野牦牛，通过其彼此

之间的交配，可以使犊牛具备更高的生产性能以及体质，进而实现品种的优化。 

但是此方式所生产的犊牛，往往具备较大的野性，经常会出现顶牲畜以及顶人的 

现象，因而必须对其从小加强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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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牦牛的分群 

在西藏地区，当地牦牛家畜的种类不同，其生活条件、牧食习性各有差异。

为了放牧管理和合理利用草场，提高牦牛生产性能，对牦牛应根据性别、年龄、

生理状况进行分群，避免混群放牧，使牛群相对安静，采食及营养状况相对均匀，

减少放牧的困难。牦牛群一般分为： 

1.泌乳牛群  

是指由正在泌乳的牦牛组成的牛群。每群 100 头左右。对泌乳牦牛群，应分

配给最好的牧场，有条件的地区还可适当补饲，使其多产乳，及早发情配种。在

泌乳牦牛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当年未产犊仍继续挤乳的母牦牛，数量多时可单

独组群。 

2.干乳牛群 

该牛群是指由未带犊牛而干乳的母牦牛，以及已经达到初次配种年龄的母牦

牛组成的牛群，每群 150～200 头。 

3. 幼牛群  

是指由断奶至周岁以内的牛只组成的牛群。幼龄牦牛性情比较活泼，合群

性差，与成年牛混群放牧相互干扰很大。因此，一般单独组群，且群体较小，以

50 头左右为宜。 

4. 青年牛群  

是指由周岁以上至初次配种年龄前的牛只组成的牛群。每群 150～200头。

这个年龄阶段的牛已具备繁殖能力，因此，除去势小公牛外，公、母牛最好分别

组群，隔离放牧，防止早配。 

5. 育肥牛群  

是指由将在当年秋末淘汰的各类牛只组成，育肥后供肉用的牛群。每群

150～200 头，在牛只数量少时，种公牛也可并入此群。对于这部分牦牛可在较

边远的牧场放牧，使其安静，少走动，快上膘。有条件的地区还可适当补饲，加

快育肥速度。 

  不过上述牦牛群的组织和划分，以及群体的大小并不是绝对的，各地区应根

据地形、草场面积、管理水平、牦牛数量的多少，来因地制宜地合理组群和放牧，

才能提高牦牛生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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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牦牛各个阶段的饲养管理 

（一）刚出生时的饲养管理 

牦牛出生后，养殖户应先将牦牛口鼻中的粘液清除,帮助新生牦牛呼吸，并

轻微按压新生牦牛肺部，防止黏液进人新生牦牛气管中川。之后将脐带剪断，使

用 5%的碘酊对断端进行消毒。通常需保证犊牛出生后 1h 获取足够的母乳，防止

体内免疫力不足引发疾病，8 h 左右进行第 2 次母乳喂养。母乳喂养时间应具有

固定的时间，180d 前适宜用母乳喂养，180 d 后可使用代乳品替代，并且可适当

补充些饲料，通常使用优质的牧草或者成品精饲料。另外，饲喂的量要逐渐增加。 

（二）牛犊的饲养管理 

在牛犊的饲养过程中，通常对其进行自然哺乳,从而使其得到更好地生长发

育。可以通过保证母牦牛的健康以及提高牧地产草量的措施来有效提高母牦牛的

泌乳量。在牛犊 2 周龄以后,就可让其自由采草。对于 3 月龄以上的犊牛,其对牧

草的采食量会逐渐增大。到了犊牛 6 月龄时则需为其断奶。在断奶以后,需要做

好犊牛的补饲工作,从而满足其生长发育的营养需求,进而保证其健康成长。但是

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养殖户必须要加强对饲喂量的控制,以防犊牛营养过剩,进

而影响其健康。对出生迟哺乳不足 6 月龄或乏弱的牦牛犊，可适当延长哺乳期后

再断乳，但一定要对母牦牛在冬春季进行补饲。 

（三）成年牦牛饲养管理 

成年牛主要进行育肥，高原地区的牦牛育肥主要是通.过放牧进行。这种育

肥方式特点是肥育期长、增重低、精料少、成本低廉、相对效益高口。通过这种

育肥方式进行育肥，需要 3~6 个月，每天保持放牧 12 h 以上，放牧地选择有水

源和牧草丰富的地方，尽量减少牛群的走动距离。如果有条件，可将牛群按照性

别和体况等进行分类放牧,有利于牛群均匀发展。通常比较合理的牛群结构是按

照年龄和性别进行搭配，1、2、3 岁的牦牛占牛群总数的 10%左右，成年的母牛

占 15%，公牛占 5%左右，这样的分配使牛群在生产中能合理分布，也可以进行随

时调整。放牧在不同的季节应有所调整，冬季通常是在中午较为暖和的时间放牧，

天气较好的时候可适当到远处放牧，如果天气不好，需就近放牧。放牧后的牛群

需要补充一些饲料，减少牛群掉膘。补饲的同时应给牛群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和

微量元素等，放牧牛群在清晨时严谨空腹饮水。当母牛处于妊娠阶段时应在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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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牧，并且在地势平坦的地带放牧。当在夏秋天气较为暖和的季节，尽量选择草

场边缘的地带进行放牧，放牧应早出晚归，使放牧时间达到--年中最长，使牛多

采食牧草，同时需要补饲--些食盐。由于牦牛生性胆怯、易惊，比较容易受到外

界环境的影响，通常在放牧时只需要 1 名放牧员，且尽量不要紧跟牛群，防治牛

群不能安静采食，但也不能离牛群太远，防止牛群受到狼群或其他动物的惊扰受

到损伤。最好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可以观察到牛群而又不至于惊扰牛群。 

牦牛出栏时需根据具体情况选取相应的时间，通常是在每年秋末进行出栏。

这时的牦牛膘情最好，而且可避免冬季的管理和饲养。在日常饲养中还应及时对

一些没有育肥价值的牛进行处理，尤其是老弱病残的牛。 

（三）妊娠期的饲养管理 

6 月上旬转向高山夏季草场，是牧区气温较高的季节，用盐砖或盐盒的方式

给牛补盐，促进多吃草、上膘、发情，高山凉爽是配种的季节。9 月中旬转人秋

季牧场，此时要检查母牛配种情况。配或未配上的，抓紧进行补配。对妊娠的母

牛由于胎儿生长发育较慢，其营养要求并不高此时对母牛的饲养可根据空怀期喂

养但在后期由于胎儿的形成要对母牛的进行加强饲养。防止在后期中出现胎儿体

重偏低，母牛泌乳量不足的现象。在妊娠后期母牛应与其他牛群分开放牧或饲养，

防止挤压。 

四、构建牦牛饲养生物安全体系 

（1）制定严格的消毒制度 

严格的消毒制度，是及时切断传染源，有效操纵疫病的发生和传播的要紧措

施。
 

   1.要对整个牛舍和用具进行一次全面完全的消毒，方可进牛。场门、生产区

入口处消毒池内的药液要经常更换（可用 2 的氢氧化钠液），保持有效浓度、车

辆、人员都要从消毒池经过。
 

  2.严格隔离饲养，杜绝带病源的人员或被污染的饲料、车辆等进入生产区。从

别处进入牛场内的人员需紫外线消毒 15 分钟。
 

  3.牛舍内要经常保持卫生整洁、通风良好。每天都要打扫洁净，牛舍每月消毒

一次，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行一次大的消毒。常用消毒药物有：可佳消毒液、10

—20 的生石灰乳、2—5 的烧碱溶液、0.5—1 的过氧乙酸溶液、3 的福尔马林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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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或 1 的高锰酸钾溶液。
 

   4.每年进行 2-4 次结核病定期预防消毒，常用消毒药为 5 来苏儿、10 漂白粉、

3 福尔马林溶液，监测为阳性牛进行隔离治疗。 

（2）建立系统驱虫制度 

1.从外地引进的牛要进行检疫和驱虫后再并群，牛场内应泯灭老鼠、蚊蝇及

吸血昆虫。 

2.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行一次全牛群的驱虫，寻常结全转群时实施。 

常用驱虫药：丙硫咪：每公斤体重 5—10 毫克，驱牛新蛔虫、胃肠线虫、肺

线虫；毗喹硐：每公斤体重 30—50 毫克，驱虫血吸虫；别丁：每公斤体重 40—

50 毫克，驱肝片吸虫；贝尼尔：每公斤体重 3—5 毫克，配成 5—7 的溶液，深

部肌注驱伊氏锥虫、梨形虫和牛泰勒虫；1 敌百虫溶液喷于患部，可杀死牛皮蝇

蛆和牛螨。犊牛 1 月龄和 6 月龄各驱虫一次。 

（3）日常饲养药物预防 

  药物预防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采用安全、价廉、有效的药物拌入饲料、饮

水或保健添加剂中，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目前用于预防的药物有化学药品、

抗生素、中草药等。但因长期使用易产生耐药性及毒副作用等，故不主张长期使

用该方法(除免疫球蛋白制剂外)。 

（4）制定科学疫苗预防制度 

依照所饲养地区传染病的种类及发生季节、流行规律，特制定本预防打算，

适时进行预防接种。免疫参考程序： 

1.口蹄疫：春、秋两季各接种一次。 

2.炭疽：炭疽二号芽胞苗免疫期为一年，每年春季用炭疽芽孢苗作一次预防

注射。 

3.牛出败：每年给牛注射牛出败氢氧化铝菌苗 1-2 次，在 3、11 月各注射一

次。非疫区从外地引进牛须经隔离观看 1-3 个月，确诊无病方可入群。 

4.气肿疽：免疫力 6 个月，每年春秋两季各免疫一次，6 月龄以下犊牛免疫

后，到 6 月龄时再注射一次；剂量按说明书。 

（5）牦牛的疾病防治 

很多养殖户认为牦牛身体健壮无需过多防疫控制。实则不然，常见一类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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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如布病、口蹄疫、牛瘟等，细菌、病毒引起如沙门氏菌病、牛粘膜病、传染性

角膜结膜炎 

1. 一类传染病 

（1）牦牛布氏杆菌病 

布氏杆菌病简称布病，是由布氏杆菌引起的人畜共患病。在牦布病免疫学预

防方面，先后用布氏杆菌 M5 号菌苗、19 号菌苗、S2 号菌苗等进行气雾或饮水免

疫；用 MB32 弱毒菌苗，进行皮下接种，室内、外气雾免疫，免疫期达一年以上。

巴氏杆菌病又称出血性败血症，是由多杀性巴氏杆菌引起的多种动物共患的一种

败血性传染病。本病的特征，急性经过时呈败血性变化，慢性经过时则表现为皮

下组织、关节、各脏器的局限性化脓性炎症。多呈散发性或地方流行性，一年四

季均可发生，但秋冬季节发病较多。 

早期发现该病除隔离、消毒和尸体深埋处理外，可用抗巴氏杆菌病血清或选

用抗生素及磺胺类药物治疗。 

（2）牦牛牛瘟 

牛瘟俗称炀肠瘟、胆张瘟。是由牛瘟病毒引起的偶蹄兽尤其是牛换刀性、发

热性、败血性传染病。病的特征是各粘膜特别是消化道粘膜的发炎、出血、糜烂

和坏死。政府组织大批兽医人员，参加牛瘟防治工作，并组织专门力量，研制适

合于牦牛免疫的疫苗—绵羊适应山羊化兔化牛瘟苗(绵羊兔毒)，控制了牦牛牛瘟

流行，至 1955 年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牛瘟。 

（3）牦牛口蹄疫 

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侵害偶蹄兽，具有高度的接

触传染性。牦牛极易感染口蹄疫，人也可感染发病。临床上以口腔粘膜、蹄部和

乳房皮肤发生水泡和溃疡为主要特征。 

口蹄疫病毒具有多型性，在牦牛中流行的口蹄疫病毒型为 O 型和 A 型(A 型

死亡率低，O 型死亡率高)。口蹄疫病毒对外界环境抵抗力很强，尤其能耐低温，

在夏天草场上只能存活 7 天，而冬季可存活 195 天。 

2.细菌、病毒引起疾病 

（1）牦牛沙门氏菌病 

沙门氏菌病又称副伤寒，是由沙门氏菌属的一种或多种血清型的沙门氏杆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3%E6%B0%8F%E6%9D%86%E8%8F%8C%E7%97%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6%B0%8F%E6%9D%86%E8%8F%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3%E8%B9%84%E7%96%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99%E9%97%A8%E6%B0%8F%E8%8F%8C%E7%97%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9%AF%E4%BC%A4%E5%AF%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99%E9%97%A8%E6%B0%8F%E8%8F%8C%E5%B1%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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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人和动物的一种疾病的总称。尤其是对幼畜危害严重。犊牛大肠杆菌病是

由病原性大肠杆菌(埃希氏大肠杆菌)引起的一种犊牛急性传染病。临床上主要表

现为剧烈腹泻、脱水、虚脱及急性败血症。犊牦牛大肠杆菌病在牧区普遍存在，

多发生于生后 1～4 日的犊牛。 

国内对犊牛大肠杆菌病的治疗，方法颇多。晏哲生等应用抗生素、呋喃类药

物和分离的致病株自制高免血清；四川甘孜灌服三颗针液防治犊牦牛下痢，西藏

昌都地区用复方黄莲治疗犊牛“拉稀病”，疗效均高。牦牛传染性胸膜肺炎是由

牛丝菌霉形体引起的一种接触决策慢性或亚急性传染病，其特征主要是呈现纤维

素性肺炎和胸膜肺炎症状。 

（2）牦牛粘膜病 

牛粘膜病又称牛病毒性腹泻，是由披风病毒科瘟疫病毒属的粘膜病毒引起的

牛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多数呈隐性感染。急性病例呈现发热、白细胞数减少、

口腔及其他消化道粘膜出现糜烂或溃疡、腹泻等症状。慢性病例常有持久感染症

状。 

在免疫学预防研究方面，陈永等研制牛病毒性腹泻—粘膜病 Oregon C24V

冻干弱毒疫苗，用来预防牦牛粘膜病有很好的免疫效果。但该疫苗成本较昂，对

怀孕母牛不够安全。西南民族学院试用猪瘟兔化弱毒疫苗免疫牦牛粘膜病取得满

意效果。 

（3）牦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 

牦牛传染性角膜结膜炎是一种地方性流行性眼病。通常呈急性经过。临床特

征为眼红膜和角膜眼显发炎、大量流泪、不同程度的角膜浑浊或呈乳白色。国内

用 3～5%弱蛋白银溶液或氯霉素眼药水或青霉素溶液滴眼均有效。定期检疫并做

好防疫接种。一旦发现感染疫病的牦牛需及时隔离治疗，切断病菌防治扩散。因

此，牦牛养殖需立足于多方面、全过程综合分析，深刻意识到牦牛疾病防控的重

要性，加强防治工作。尽管牦牛不容易患病，但养殖人员也要注意疫苗防治，加

强疾病预防。通常疫苗在牦牛拔剪毛或 5-6 月，有助于降低患病率，再配合适当

的驱虫药物有助于对牦牛胃肠道寄生虫控制。 

第六部分 预期效果 

牦牛的饲养管理方案，紧紧围绕牦牛栏舍建造与规划、牦牛的选育与分群、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A%8A%E7%89%9B%E5%A4%A7%E8%82%A0%E6%9D%86%E8%8F%8C%E7%97%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0%E6%9F%93%E7%97%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5%85%8D%E8%A1%80%E6%B8%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98%E5%AD%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8C%E9%83%BD%E5%9C%B0%E5%8C%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A%8A%E7%89%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9B%E7%97%85%E6%AF%92%E6%80%A7%E8%85%B9%E6%B3%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6%B0%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8D%97%E6%B0%91%E6%97%8F%E5%AD%A6%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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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各个阶段的饲养管理要点、牦牛饲养管理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四个方面展

开，在牦牛饲养过程中，降低养殖风险，提高牦牛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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