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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我国四川省的西北部地区，牦牛属
于地区标志性的畜种，牦牛养殖是阿坝州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
成。然而，因为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导致地区内草地资源被严
重破坏．牦牛品种也在逐渐退化。不仅影响到阿坝州牦牛养殖产
业化的发展，还无法满足现代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所以，
必须积极研究阿坝州牦牛产业化养殖情况，制定科学发展计划。

一、阿坝州牦牛产业化发展的影响因素
首先，畜群结构不科学。因为传统养殖理念的影响，导致

牦牛养殖户更为重视养殖数量与规模，并未做好养殖模式与养殖
方式等方面的创新与改革，牦牛养殖的密度没有科学的控制，导
致饲养条件无法达到牦牛健康生长的需求。畜群结构不合理、管
理方式落后，进而加剧了牦牛饲养的产业矛盾。其次，阿坝州牦
牛产业的整体生产性能偏低，牦牛长时间的自繁自养以及近亲
繁殖，会直接造成优质品种的持续退化情况。母牦牛的发情率降
低，导致繁殖性能大幅度降低，严重影响到阿坝州牦牛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再者，品种选育与杂交的改良效果不佳。因为传统理
念造成的影响，使得自然交配以及近亲繁殖变成了主要矛盾。并
且，因为草场超载问题严重，存在突出的人草畜矛盾。

阿坝州地区环境条件存在特殊性，气温低，海拔高。冬季
时，牦牛进食青草的时间逐渐缩短，草地长时间的超载过牧，导
致有害植物大量滋生，因此草畜矛盾日益突出。

二、加快阿坝州牦牛产业发展的策略
（一）增强草场保护与建设力度
草场的建设直接关系到牦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相关部

门应当加大草原生态保护的资金补贴奖励机制，保护天然草地的
基础上，积极推广免耕补播、施肥、人工种草以及除杂等各种综
合性的农业配套技术，并且增强草地改良以及割草现代化牧草种
子基地的建设，坚持贯彻“禁牧不禁养、减畜不减收”，从而实
现草原增绿、牧业增效以及牧民增收的效果。此外，应当采取积
极有效地整治措施，增强草场退化、土地沙化以及鼠虫害等各个
环节的治理力度，尽快恢复被破坏的草地植被，保证生态平衡。
相关政府部门还应当积极推广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
度，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实施以草定畜机制，加大出栏淘汰的概
率，严格地控制草地出现的超载过牧等问题。

（二）积极转变生产经营模式
积极引导基层牧民科学流转草场、牲畜以及人口等方面，推

动牧业人口向城镇的不断流转。鼓励广大养殖户科学的租赁无畜
户以及少畜户的草场，促进草场的科学管理，实现牦牛养殖的规
模化发展。应当基于草场以及牲畜的各个生产资料，和相关企业
构建深度合作机制，最大程度上地发挥出各个生产要素的积极作
用。鼓励各个村镇应当建设养殖合作社，按照年龄等因素来划分
牦牛的等级，包括特等、一等以及二等，合作社按照等级等要素
来统一定价并且出售，牧民不可私自出售，不仅能够提升经济收
益，还能够增强牧民的抗风险水平。还应当树立以麦洼牦牛、金
川牦牛等为首的地方特色品牌，积极推广无公害绿色养殖模式，
增强合作社和行业内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增强产业市场核心竞
争力，并且做好畜产品深加工、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以及特色
产品的开发与生产，构建特色牦牛产业链，在提高产品附加值的
同时，吸引更多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同时，政府部门应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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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高原地区养殖的牦牛是通过野牦牛长时间的驯化后形成的特殊畜种，具备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牦牛的肉质鲜美、蛋白质含量较高，脂肪

含量、胆固醇以及热能相对较低，富含各类氨基酸以及矿物质，属于营养价值极高且品质优良的畜产品，深受人们的喜爱。本文主要分析加快我国阿坝州地

区牦牛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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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遵循“全州一盘棋、区域独具特色”的
发展原则，建设阿坝州地区牦牛产品加工园区，利用以商招商、
以企引企的多元化引资模式，加大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引导牦
牛生产企业积极树立现代化的品牌意识，重视技术创新力度，积
极引进现代化的加工、保鲜、包装以及储运等各个环节的技术以
及设备，增强新产品的研发力度，创建地区内的特色品牌。还应
当积极调整与优化加工结构，推动传统加工开发业向综合开发利
用模式不断发展，从而实现多层次的转化增值。

（三）增强产业发展的科技水平
考虑到现有草地资源十分有限，为能够保证牦牛养殖的产量

以及产品的质量，必须增强科技方面的投入力度。首先，应当增
强牦牛养殖基地的建设。积极引进优良品种，和本地的母牦牛进
行自交进而提升牦牛产奶的整体性能，还应当积极推广现代化的
冷季暖棚养畜模式，进一步的延长牦牛的泌乳期等各种先进畜牧
养殖模式，建立健全牦牛专业生产养殖小区以及家庭牧场，建立
健全现代化的牦牛奶牛养殖基地。此外，还应当增强牦牛肉生产
基地的建设力度，根据“以草定畜、草畜平衡”的基本原则，积
极引进具备高产性能公牦牛和本地的母牦牛之间自交，以此来提
升牦牛的产肉性能，积极推广夏秋放养、冬春补饲的养殖方式。
除此之外，应当积极研究与推广现代化的先进饲养技术，推广暖
棚饲养、划区轮牧以及越冬补饲等现代化饲养技术。根据实际情
况积极调整优化牛群结构，以此来推广落实草原生态化的补贴政
策，增强牦牛出栏与淘汰概率，减少非生产畜的实际存栏数量，
增加繁育母畜的实际比例。并且，当地政府部门还应当积极推广
与发展牦牛养殖与旅游业的合作，建立健全牦牛养殖观光旅游产
业，利用阿坝州地区的现有草原资源以及牦牛放牧模式，积极整
合区域内的旅游项目与内容，打造以家庭牧场为核心主题，集成
游、购、食、娱等环节为一体的牦牛观光旅游产业，让游客能够
亲身体验，切身的感受阿坝州的自然风光与民风民俗。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日常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升，促进了牦牛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牦牛属于阿坝州
一大特色畜种，直接关系到区域内畜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所
以，必须积极推广与发展牦牛产业。增强产业结构转型力度，提
升产业科技含量，打造产销一体化的全新产业生产模式，积极推
广现代化的养殖模式，促进阿坝州牦牛养殖的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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