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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山南畜牧总站陈站长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后，更详

细地了解到“雅砻牛”的育种历程。西藏山南市“雅砻

牛”培育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黄牛杂交改良,早期利用

过兼用西门塔尔牛和娟姗牛进行改良，到 20 世纪 90 年代

后，一直利用荷斯坦进行杂交改良，通过近三十年的级进

杂交和横交固定而形成的奶牛群体。该新品种的尽快育

成，需要引入专业的奶牛育种团队。 

 

图 1 “雅砻牛”培育历程座谈会 

为了解“雅砻牛”的育种历程，在山南畜牧总站的带

领下，我们首先参观了已经建成的山南“雅砻牛”的种公

牛站和育种基地。基地占地 400 余亩，建有饲草种植基地



和种公牛站和育种基地，同时还配套建成了液氮生产、草

料库、犊牛岛、种公牛栏舍和母牛栏舍。目前该基地存栏

10 余头“雅砻牛”种公牛，计划将在年底在采购 40 余头种

公牛，并进行种公牛采精。目前虽然已经建成，但想要正

常运营，还需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支撑。 

 

图 2 “雅砻牛”的种公牛站和育种基地 

 

图 3 “雅砻牛”种公牛 



在山南畜牧总站的带领下，我们走仿了山南市结巴乡、

索珠乡的纳莫、果雄、支下、许隆等地，进一步了解“雅砻

牛”的群体现状。发现目前的“雅砻牛”群体，在体型外貌

方面一致性较差，个体的生产性能水平差异也较大，没有建

立育种群体，缺乏开展生产性能测定的基础设施和条件。在

乡村间一头 2 岁的“雅砻牛”公牛体重大概 300 多公斤，成

年母牛的体重 400 公斤左右。尽管“雅砻牛”群体的生产性

能偏低，但他们经过长期的改良，已经适应了当地的高原气

候，母牛的繁殖和产奶性能好。当地藏民喜欢养殖“雅砻牛”，

是因为“雅砻牛”方便放牧和管理，早上把牛赶到山上或有

草的地方，傍晚牛群就会自找家门，再加上该群体产奶量要

高于牦牛和本地黄牛，能够生产更多的酥油。 

通过调研和座谈，发现存在以下问题：（1）培育主体单

一。目前承担雅砻高原牛培育主体任务的是山南市畜牧兽医

总站，缺少企业主体参与，仅靠行政事业单位推广选育进程

缓慢。（2）育种档案不全，育种群管理不达标。生长发育记

录、繁殖记录、生产性能等记录不完善，核心育种群没有严

格按育种方案要求进行标准化管理。（3）资金投入不足。前

期投入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改造，目前对生产性能测定、

冻精输配推广、品种选育淘汰更新等方面资金投入不足，影

响选育工作进程。（4）群体较为分散。山南市雅砻牛分布较

散，规模场的养殖户较少。  



为保障新品种培育顺利进行，建议（1）加强联合育种合

作，实现培育主体多元化，建立成果共享机制。通过联合科

研单位、专业院校和育种企业进行合作育种，在生产性能测

定、疫病防控等方面实行专业化分工合作，建立合作项目成

果申报共享机制。（2）明确选育目标，重点是乳用目标。应

当把产乳量、乳脂率、乳蛋白率等纳入进行综合评价，把产

乳性能和高原适应性作为选育目标。（3）加强技术培训，完

善育种档案，提升管理水平。加大对专业育种人员的培训力

度，严格按照个体信息登记、生产性能测定、横交固定系谱

登记、组建核心育种群等方面，建立完善基础育种档案，切

实提升综合管理水平。 

 

 （牛遗传育种团队 朱波副研究员） 

 

 



 

图 4 “雅砻牛”改良公牛 

 

图 5“雅砻牛”改良母牛 



 

图 6 自回家门的“雅砻牛” 

 

图 7“雅砻牛”体型外貌差异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