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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为解决目前南阳黄牛遗传资源存在的问题提供依据。[ 方法] 从遗传资源的含义与作用出发 , 结合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现
状 ,探讨南阳黄牛遗传资源的概况 , 并提出了保护对策。[ 结果] 其保护对策应主要包括建立南阳黄牛保护区 ; 建立南阳黄牛冻精冻胚保
种基因库 ; 对国内外获取南阳黄牛遗传资源的活动进行管制等。[ 结论] 该文为南阳黄牛遗传资源的保护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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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Counter measures of Nanyang Yellow Cattle Genetic Resources
LV Xiao-jun (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 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basis for the solution of existing problems inthe genetic resources of Nanyang Yellow Cattle . Starting
fromthe meaning and role of genetic resources , and combined with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ultry and livestock genetic resources in Chi na , this study has
explored the genetic resource situation of Nanyang Yellow Cattle , and put forward conservation countermeasures , which inclu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yang YellowCattle Protected Zone , establishment of frozensemen and frozen embryo conservationgene bank of Nanyang YellowCattle , and administra-
tion of activities involving the genetic resources of Nayyang Yellow Cattle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 This study has provi ded basi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nyang Yellow Cattle genetic resourc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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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畜禽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其中许多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贵资源。19 世纪以来, 发达国家一直对

我国畜禽遗传资源进行掠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

一直试图利用各种手段来获取我国的畜禽遗传资源( 如精液、

胚胎、血样、DNA 样本) 。我国的畜禽遗传资源的优良特性, 已

成为世界各国窥视的对象。忽视畜禽遗传资源管理, 将在一定

程度上危及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主权和安全。

1  南阳黄牛遗传资源概况

1 .1  南阳黄牛的地理分布及特征  在现代分类学上 , 黄牛

属偶蹄目、反刍亚目、牛科、牛属。黄牛的起源、演化和分化

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课题, 并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在

《中国牛品种志》中, 中国黄牛按照地理分布被分为北方黄

牛、中原黄牛和南方黄牛3 大类。南阳黄牛是分布在南阳地

区的地方特有种, 是我国五大良种之一, 且是分布最南的品

种。这与历史上南阳农耕特别发达有关。南阳黄牛具有皮

质优良、肉质鲜嫩、耐粗饲、遗传性稳定、抗病力强等特征, 是

我国家畜基因库中的宝贵财富, 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名录。在现存的资料中, 最早出现南阳牛形象是在汉代

画像石刻中。南阳黄牛的形成与其他家畜品种一样, 都是遗

传因素、生态环境条件、人为选择和社会经济条件长期作用

的结果。南阳黄牛原产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市广大农区, 产

地位于豫西南, 居伏牛和汉水之间 , 许昌、周口、漯河、驻马店

等地市也饲养相当数量的南阳黄牛。

1981 年3 月, 国家标准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标准《南阳牛》”。南阳黄牛体格高大, 骨骼结实, 结构紧

凑, 肢势端正, 皮薄毛细, 皮板致密, 素有“南皮”之称。蹄圆

大而坚实, 行动敏捷。公牛头部雄壮、方正、多微凹, 口大而

方正, 眼大有神 ; 母牛头部清秀 , 较狭长 , 多凸起。公牛颈短

厚, 稍呈弓形, 颈侧多皱纹; 母牛颈薄, 长度适中水平状。公

牛肩部宽厚, 胸骨突出, 肩峰隆起8 c m 左右 , 前躯欠发达; 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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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一般中后躯发育较好, 但乳房发育欠佳, 产奶量较低。毛

色有黄、红、草白3 种, 但面部、四肢和腹下毛色一般较浅。

鼻镜多为肉红色, 少部分带黑点或黑斑。角型有萝角、扁担

角、平角, 以萝角型居多。蹄壳以琥珀色、黄蜡较多, 少部分

带黑条纹。

1 .2 南阳黄牛遗传资源的保护现状 南阳黄牛的显著特点

是耐粗饲、遗传稳定及抗逆性强, 在比较粗放的饲养管理条

件下即可发挥出较好的生产潜力。多年来, 已向全国22 个

省、市输出南阳黄牛种牛及冻精。南阳黄牛在东北严寒地区

和南方湿热地区均可正常生长繁殖 , 具有很强的生态适应

性。改革开放以来, 南阳黄牛在数量和品质方面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随着养牛新技术的普及和不断改良, 存栏数量大

幅度增加, 分布面积扩大, 南阳黄牛已成为产区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产业, 但由于南阳黄牛与国际上其他著名的肉牛品

种相比生长速度较慢, 肉质与国际标准还有一定差距。因

此, 近年来为发展南阳畜牧业, 南阳市先后引进优质国外肉

用牛夏洛来、利木赞、西门塔尔、皮埃蒙特、契尔尼娜、德国黄

牛等与南阳黄牛进行杂交, 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但由于

过度追求肉牛的经济效益, 加之经济体制的变化, 原有公有

制种牛场已名存实亡, 对养牛户缺乏科学指导 , 乱交滥配现

象严重, 以及缺乏强有力的资金、技术、安定的社会环境支

持, 严重打击了农户养牛的积极性, 导致南阳黄牛数量尤其

是公牛的数量日趋减少、品种严重衰退、南阳黄牛大量优质

基因资源丢失 , 严重影响了进一步的育种和改良工作。同

时, 长期近交为主的繁殖方式也造成了南阳黄牛品种单一化

程度高 , 抗逆性降低。从某种意义上说, 一个物种影响国家

资源的兴衰, 一个基因决定一个产业的成败。可以预测 , 南

阳黄牛大量优质基因资源的丢失 , 对未来南阳黄牛产业的发

展将造成巨大的损失。另外 , 忽视对黄牛遗传资源的管理 ,

对于发达国家利用各种手段获取黄牛遗传资源缺乏制度约

束, 更谈不上与发达国家惠益分享。

2  南阳黄牛遗传资源的保护对策

2 .1 建立南阳黄牛保种群 利用南阳市现有养牛场资源 ,

安徽农业科学 ,Journal of Anhui Agri .Sci .2007 ,35( 34) :11110 - 11111                   责任编辑  理雪莲 责任校对 俞洁



采取养牛场公有、职工分散饲养方式 , 建立200 头规模的南

阳黄牛保种群, 实行统一配种, 统一防疫, 统一登记, 统一饲

养技术指导。鉴于南阳黄牛生长速度较慢的特点, 可以按市

场价格给予相应补贴以提高职工养牛积极性。

2 .2  建立南阳黄牛保护区 在南阳市宛城区的新店、瓦店

等地、卧龙区的青华、陆营等地、邓州市都司镇等地、方城、社

旗建立保护区, 以自然村为保种单位, 对黄牛种后代的繁殖

进行生产性能的选择, 可采取由技术人员指导进行黄牛家系

等量留种轮式交配的方式, 后代仍采取等量留种, 同时自然

村之间进行有计划定期交换公牛, 确保随机交配, 防止因近

亲交配造成基因丢失 , 以保持群体基因频率长期稳定。保护

区内禁止开展任何形式的经济杂交, 以保证种群的数量和质

量, 但可以在保护区之外利用具有优良肉用性状的外来品种

进行大面积的杂交改良和经济利用。

2 .3 建立南阳黄牛冻精冻胚保种基因库 在南阳黄牛育种

中心及保种站核心群体中, 选择健康的、生产力正常、3 ～6 岁

符合南阳黄牛国际标准特级的种公牛、种母牛。种公牛按照

《牛冷冻精液制作程序》, 采制冻精颗粒3000 份以上, 冻精颗

粒质量技术标准符合《牛冷冻精液国家标准》。种母牛依照

同期发情、超数排卵、人工授精、冲胚采集、检胚分级、冷冻保

存等程序, 采制冻胚, 全部达到I 级可用胚, 建立南阳黄牛地

方基因库。对基因库实行严格的管理, 对于获取和利用基因

资源的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严格审批。

2 .4 建立专门的社区信托基金 南阳黄牛保护区设立社区

信托基金, 由政府负责监督、管理。社区信托基金主要由国

家拨款、社会各界的捐赠以及南阳黄牛遗传资源的货币惠益

等组成, 用于南阳黄牛保种群、南阳黄牛保护区、南阳黄牛冻

精冻胚保种基因库的建设以及南阳黄牛遗传资源的其他保

护, 实行专款专用。

2 .5 管制获取南阳黄牛遗传资源的活动 遗传资源的获取

主要指为了研究、生物开发与保护、工业应用或商业等目的

而取得并利用移地和就地条件下保护的遗传资源及其衍生

物或其无形成分。对于获取活动必须贯彻事先知情同意制

度, 事先即在生物开发活动开始之前的合理期限内寻求知情

同意, 事先获取申请者寻求相关主体知情同意的时间要求。

南阳黄牛保护区作为遗传资源的实际提供者, 提供遗传资

源,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未经保护区同意不得私自提供南

阳黄牛的遗传资源。另外, 对于国内单位和个人的获取活动

必须经省级农业部门批准, 对于国外单位和个人的获取活动

必须经国家农业部门的批准。

2 .6 按共同商定条件分享南阳黄牛遗传资源惠益 共同商

定条件是指遗传资源的提供国通过获取与惠益分享管制立

法而确定的, 相关主体与遗传资源获取者达成获取与惠益分

享协定时必须遵守的最低条款和条件。它是任何一项获取

与惠益分享安排的核心。合理确定共同商定条件的最低标

准, 是确保共同商定条件有效实施的前提之一。从遗传资源

提供国的角度看共同商定条件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和其他

实际提供遗传资源的主体。在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

面, 我国以直接的方式参与共同商定条件, 即国家主管部门

代表国家作为一方主体与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就获取与惠

益分享的条款和条件达成协定。而遗传资源的实际提供者

不是作为独立主体, 是作为附加主体参与到国家与遗传资源

获取申请者之间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协定之中。所以, 国家农

业部门代表国家对外签订协定, 而南阳黄牛保护区作为遗传

资源的实际提供者 , 是以附加主体参加到协定中。同时 , 遗

传资源的实际提供者也是惠益分享的主体, 将货币惠益按照

一定的比例分别纳入国家信托基金和社区信托基金, 非货币

惠益由南阳黄牛保护区负责管理 , 用于南阳黄牛遗传资源的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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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理想的材料。把愈伤组织继代在培养基5 上 , 继代培

养中愈伤组织的生长状况是10 d 后组织开始膨大;13 ～15 d

后愈伤组织生长明显减慢并开始逐渐变绿, 说明愈伤组织

细胞在15 d 后开始进入分化阶段;25 ～28 d 愈伤组织块变

为深绿色 ; 此后, 组织块开始逐渐坏死, 少量组织块也从边

缘生长出新的组织。继代培养中愈伤组织常褐化。这主要

与愈伤组织中的次生代谢产物代谢有关。次生产物中酚类

物质在接触空气中氧气时 , 会自动氧化或由于机械损伤使

酚氧化酶和底物接触 , 从而使酚类物质被氧化后产生醌类

物质( 这类物质为棕褐色) , 从而毒害自身的现象[ 3] 。所以,

要通过继代培养以扩大繁育系数 , 继代培养以13 ～15 d 最

为合适 , 同时在操作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机械创伤 , 以防止

褐化。

  表3  不同器官的外植体在培养基5 上愈伤组织形成状况

外植体
接种总数

个

诱导出愈伤组织

总数∥块

出现愈伤组

织的时间∥d

诱导率

%
土芽 15     15 11    100 .0

顶芽 15 15 15 100 .0

叶柄 15 9 13 60 .0

叶片 15 4 17 2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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