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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

  本报讯（通讯员 高雅琴）由我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主持培育成功的牦牛新品种“大通牦牛”，日前

顺利通过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全国畜禽品种审定委员会牛专业委员会的审定，成为我国第一个也

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通过人工授精培育而成的牦牛新品种。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项育种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

平。 

   

  1．该品种是以稀有野牦牛为父本，当地家牦牛为母本，以杂交一代横交为主，经过20多年的系统选育而

成，迄今已自群繁育到三个世代。该品种体躯高大，头大角粗， 甲高而较长宽，前肢端正，后肢略屈，体侧

下部密生粗毛，裙毛密长，尾短，尾毛长而蓬松。 

   

  2．产量高。初生重13kg，6月龄重75—85kg，18月龄150kg，与相同条件下大通当地原有的牦牛相比，分

别提高17％、25％和27％；6月龄公、母胴体重分别为38kg和36kg，18月龄公、母胴体重分别为71kg和68kg。

平均净肉重56kg，比同等条件下大通当地原有的牦牛提高39％。屠宰率平均为46％以上。 

   

  3．繁殖性能优。适配年龄2.5岁，初产年龄3.5岁，经产牛三年二胎，产犊率75％，繁殖年龄比同等条件

下大通当地原有的牦牛提前一年，产犊率提高25个百分点。目前，育种核心群规模己达2200多头，种公牛150

头，繁育群母牛存栏达12000头。近五年内已向全国牦牛产区出售公牛3667头、冷冻精液27万支（粒），每年

改良近10万头当地牦牛。 

   

  4．抗逆性强。能很好地适应青藏高原海拔3500—5000米以上的高寒环境并表现出极强的抗逆性，越冬死

亡率减少到1％以下，减少了3—6个百分点。 

   

  5．首次将野牦牛驯化为改良复壮家牦牛的种用公牛，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人工授精牦牛公牛站，首次将

人工授精技术大面积运用于牦牛育种和生产实践，人工授精受胎率达到82％，创造了国际牦牛人工授精受胎率

的最高记录。首次建立健全了由野牦牛种公牛站、育种核心群、繁育群（场）、推广扩大区四个部分组成的牦

牛育种、复壮繁育体系，为长期的育种工作奠定了基础。 

   

  6.首次利用13个座位的微卫星标记、染色体核型、血液蛋白多型座位，对野牦牛和家牦牛进行了比较研

究；对野、家牦牛的精子超微结构、肺组织呼吸代谢、睾丸生精水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制定了《大通牦

牛国家标准》和《野牦牛（1/2野牦牛）冷冻精液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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