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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技支撑绿色畜产品

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建设几个问题的对策建议

金 海  郭天龙  薛树媛  李长青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8337”发展思路明确指

出，立足我区资源优势，将我区建设成为绿色农

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和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近几年，我区农牧业经济进入了历史发展的

最好时期，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丰”，全区

牲畜存栏连续 11 年稳定在 1 亿头只以上，为我区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

不能忽视我国每年牛羊肉供应缺口大约在 220 万

吨以上，供需失衡导致供不应求，只能依靠进口

国外畜产品。如果我们不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

味依靠进口，势必挫伤农牧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积

极性，导致整个行业的溃退，加剧对进口畜产品

的依从度。就目前我区畜产品生产现状，无论从

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与国外相比，国外规模

化养殖程度高，优质种畜利用比例高，科技贡献

率高，从价格上我们没有对抗的优势。现就增强

我区畜产品市场竞争力、建设绿色农畜产品生产

加工输出基地谈几点建议。

一、发挥地方优良畜种潜力，鼓励规模

化进口种畜（种牛、种羊），扩大纯种繁育数

量，提质增量满足市场需求

国外优质畜种经过多年严格的选育而成，

是科技进步的产物。但培育新品种是一项费时费

力、费钱、技术性强、工作量大的工作。我国当

前还没有培育出来与国外品种相抗衡的新品种，

而且今后少则 20 年内也很难突破。过去我国的

外汇储备不够，经济实力差，在品种培育上采用

少量引进国外优质种畜，与国内地方品种进行杂

交，培养新品种，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新品种是

培育出来不少，推广面积但都不大，且与进口纯

种畜禽的产肉、产奶性能相差甚远。

介于以上问题，建议 ：一是保护地方优质畜

种，提高优良畜种乳肉制品的精深加工及功能性

开发，加强畜产品地理标识运营管理，使纯天然

有机畜产品质优价更优 ；二是由政府推动，企业

拉动，扩大国外优质畜种进口，如安格斯肉牛、

何斯坦牛、萨福克羊、杜泊肉羊等公母畜种，建

立规模化繁育基地，直接纯种繁育并利用现代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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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手段迅速扩大数量，生产质量上能与国外进口

产品媲美的优质乳肉产品，改变以前进口优质畜

种单纯为了杂交改良、培育所谓适合本土新品种

的传统做法 ；三是经济杂交可以搞，但导向不是

为了培育新品种，更不能用政府的钱来搞育种。

目标是直接利用经济杂交，满足市场需求，迅速

提供优质畜产品，而不是为了弄出个新品种、命

个名。

二、拓宽畜产品生产渠道，提高畜牧业

科技贡献率，实施“增肉计划”

（一）实施奶公犊及淘汰奶牛育肥，增加牛

肉产量

首先要综合看待奶牛业和肉牛业的发展，

奶牛业和肉牛业是相辅相成的连带产业。奶牛公

犊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出生后直接卖给药厂抽提血

清或直接宰杀卖肉 , 由于刚出生的犊牛肌肉、体

躯等有关商品价值的部分尚未发育，只能论个或

当做普通牛肉卖掉，而淘汰奶牛未经育肥直接上

市，几十年来造成牛肉资源的巨大浪费。而我国

牛肉需求市场每年却面临近百万吨的缺口。

造成以上生产格局的主要原因 ：一是对奶

公犊、淘汰奶牛育肥认识不够，养殖户认为奶牛

唯一的用途就是产奶，消费者认为奶牛肉品质不

佳 ；二是奶牛育肥技术难度大。奶牛从遗传及生

理特征上与肉牛、肉羊不同，发挥其肉用生产性

能、生产品质上乘的大理石花纹牛肉，需要综合

的营养调控配套技术。查阅文献资料表明 ：全世

界牛肉的 60% 来源于淘汰奶牛和奶公犊，美国有

30% 牛肉来源于奶牛，英国有 80% 的牛肉来源于

奶公牛犊。我区部分奶牛养殖企业对淘汰奶牛的

育肥探索也表明 ：挖掘奶牛肉用价值，是应对奶

价持续走低、增加奶牛养殖收益的首选做法。

我区拥有得天独厚的饲草资源，又是全国

最大的奶源基地，犊牛及淘汰奶牛数量大，因

此，建议向奶牛要肉，实施奶公犊及淘汰母牛育

肥“增肉计划”。这样既为奶公犊的利用找到了出

路，也挖掘了淘汰母牛的肉用价值，迅速增加了

牛肉产量。目前我区奶牛存栏数在 340 万头只以

上，按照 70% 为经产牛，年产公犊 120 万头，公

犊中 70% 用于育肥，育肥公犊出栏体重按 700 公

斤为标准，每只育肥牛按 40% 的净肉率计算，每

年即可增加 30 万吨牛肉 ；泌乳牛按 240 万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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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每年淘汰 30%，年增加育肥牛 72 万头，每头

奶牛产肉由 200 公斤增加到 400 公斤，每年可增

加牛肉 14.4 万吨，共计可增加牛肉 44.4 万吨。如

果采取上述办法，我区每年的牛肉产量可增加到

100 万吨左右，几乎是目前产量 54 万吨的一倍。

（二）挖掘农区肉羊养殖潜力，在农区实施

规模化繁育技术集成示范

2013 年，我区肉羊存栏数达到 1 亿头只以

上，且从 2006 年起，农区肉羊出栏数量超过牧

区，农区养羊业已成为自治区农村经济发展中新

的增长点。对于草原放牧业而言，降低载畜量必

然导致畜产品生产量减少，必定与社会对畜产

品，尤其是肉品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相矛盾。解

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进一步推进农区肉羊

产业的发展速度，突破农区肉羊业发展中存在的

瓶颈，又快、有好地发展农区肉羊业，而牧区要

实现草畜平衡，给予草场恢复生机和建立合理利

用机制的机会，实现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最终

实现建立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目标。近

几年以我区巴彦淖尔市为代表的农区畜牧业在羊

产业上迅猛发展壮大，形成了饲料加工—肉羊生

产—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为此建议挖掘农区畜牧业发展潜力，政府前

期资金扶持引导，在农区形成千家万户分散饲养

与规模化繁育基地并举的农区肉羊发展格局，提

高畜牧业科技含量。在农区推广优势杂交组合利

用，品种上可以考虑以湖羊为母本（湖羊特点 ：

具备多胎特性、四季发情，关键是饲养成本低，

有关于小尾寒羊和湖羊的养殖成本调研结果显

示，寒羊养殖成本为 3.1-3.3 元 / 日、湖羊为 1.8-

2.2 元 / 日，而且更加适合舍饲），与杜泊、萨福

克进行三元杂交，配套两年三产高频繁殖、母羊

繁殖期营养调控、羔羊早期断奶直线育肥、农区

肉羊规模化集中育肥等集成技术，压缩养殖成

本，提高繁殖母羊饲养效益，增加育肥羊的数量。

三、拓宽饲草资源广度，为畜牧业良性

发展做好基础保障

（一）为天然草地施肥改良，提高草地产草

量

草地资源是发展草原畜牧业的物质基础，草

原畜牧业提供了优质的肉乳等畜产品，成为我区

的特色产业，但同时，草原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也

随着“土壤—牧草—畜产品—消费者”这条渠道

被抽提，靠天养畜的模式没有精准地为草原补充

必要的营养元素，造成草原土壤中营养元素的流

失。我们团队的研究数据表明 ：我区草原土壤中

某种矿物质的含量比上世纪 60 年代降低了 80%，

牧草中的含量降低了 90%。这种情况的结果最终

使土壤中营养元素不足甚至缺乏，间接导致草地

牧草品种单一、产草量下降，牧草所含营养物质

降低，草原退化，同时也导致放牧家畜靠天然放

牧进食矿物质元素不足，不能满足繁殖及生长需

要，造成家畜生产性能下降，乳肉品质降低，农

牧民收入减少。

为此建议 ：一是我区应将为草原补充矿物质

营养措施列入草原生态保护项目，在退牧还草、

草原生态补奖机制政策中实施 ；二是系统开展不

同类型放牧草地生产能力普查，配套相关项目研

究，全面诊断不同草地土壤矿物质元素盈亏情

况，制定依缺施肥措施。通过以上办法，可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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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草原产草量提高 1.5 倍以上，能够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草畜平衡。同时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草原土

壤中营养物质单向流失的局面，形成了营养物质

“土壤—产品—土壤”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恢复草

原生产力。

（二）立足当地资源，提高科技转化能力，

开发非常规饲料，缓解饲草资源不足困境     

饲料占养殖成本的 70% 以上，且绝大部分

饲料为粗饲料。由于气候和人为的因素，我区草

原退化严重，特别是西部地区，植被盖度低、品

种单一、产草量下降，本地供应的饲草资源远远

不能满足当地畜牧业的需求，必须从外地调运饲

草，导致养殖成本增加，如遇雪灾等自然灾害，

饲草调运不畅，常常致使家畜因饲草料不足，体

况下降、母畜流产甚至大面积饿死，给牧民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

我区具有潜在饲料开发价值的非常规饲料

资源主要为以柠条、沙柳、蒿类为代表的灌木、

半灌木类 ；以狼针草、芨芨草、猪毛菜为代表的

家畜直接不易采食的牧草类 ；以土豆渣、酒糟、

番茄渣为代表的农副产品类。以上资源营养价值

高，有些豆科植物蛋白质含量可以媲美苜蓿。这

些资源因质地粗硬、含有抗营养物质、发苦、发

涩或没有合适的储备方法等原因不能直接被动物

采食利用，往往被丢弃，不仅污染了环境，而且

造成了资源浪费。

为此建议，开展从配套农机具开发到发酵菌

种筛选，生产、保存等关键技术集成研究，调制

加工发酵饲料或全混合发酵饲料。即免除了调用

饲草的费用，又因地制宜利用了当地资源，可为

我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饲料保障。 

四、制定牛、羊肉胴体等级标准（强制

性标准），保障我区畜产品优质优价

我区纯天然、无污染的大草原孕育了优质

的家畜品种（如乌珠穆沁羊、苏尼特羊、巴美肉

羊、昭乌达羊、三河牛等），产出了蛋白质高、

脂肪低、氨基酸种类多、功能性成分丰富的肉制

品（如豆蔻酸、软脂酸、硬脂酸、油酸、亚油

酸和亚麻酸的累计组成占肌肉总脂肪酸含量的

93.2%-96.93%，其中油酸和硬脂酸含量最高，分

别为 48.07% 和 17.04%）。但是从价格上没有和

农区规模化、工厂化生产的牛羊肉以及国外进口

的人工草地饲养的牛羊肉有所区别，没有做到优

质优价，即没有对纯天然无污染的畜产品给予价

值上的肯定。研究表明，畜产品的风味、营养价

值、质量、保健性能与畜禽摄入的饲料种类与质

量有直接的关系。我区天然草地牧草质量及种类

丰富，放牧的牛羊肉营养价值与保健作用远远高

于新、澳等单一人工草地上放牧产出的牛羊肉。

当前需要充分挖掘放牧牛羊肉中的营养物质、风

味物质、功能性物质成分与含量，与其它肉差别

化区分，并参考上述指标制定牛羊肉强制性等级

标准，划分等级使我区优质畜产品从价格上得到

认同，与普通肉制品拉开梯度，保护养殖户合法

收益，为草原畜牧业注入发展动力。

为此建议，制定地理标识牛羊肉产品胴体

等级标准，加大对牛羊畜产品附加值的研究和开

发，挖掘潜在价值，细划市场，发挥我区地缘优

势，生产纯天然、有机、功能性畜产品，应对国

外进口乳肉制品的冲击，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牛羊

肉等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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