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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广西河池市肉牛产业进入崭新的

发展阶段，肉牛产业科技示范基地初步建立，肉牛繁育

技术推广与应用率逐年提高，规模养殖示范效应明显，

如今肉牛产业逐渐成为河池市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和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但是在部分地区，小规模肉

牛养殖中仍然存在一定发展困境，甚至成为影响河池市

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瓶颈问题。

一、小规模肉牛养殖的定义

规模化养殖是指经当地农业、工商等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具有法人资格的养殖场对畜禽动物进行养殖，养

殖场养殖目的为满足市场肉牛产品需求；养殖要求为在

当地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进行饲养；养殖数量为大型养

殖场肉牛年出栏量始终维持在一定水平，一般年出栏量

在 200 头以上，中型养殖场肉牛年出栏量在 30 ～ 200

头之间，小型养殖场肉牛年出栏量在 30头以下。

二、河池市小规模肉牛养殖与发展优势

（一）区位优势与气候优势

河池市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广西实施西部

大开发的重点区域，也是大西南通向沿海港口的重要

通道，全市有壮族、汉族、仫佬族、毛南族、苗族等

多个少数民族，境内地形多样，结构复杂，地势西北

高东南低，岩溶面积大、分布广，全地区年平均降雨

量一般在 1200 ～ 1600mm之间，年平均气温一般都在

16.9～21.5℃，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大部分地方没有

严冬，无霜期长，全市有森林面积 101.7 万公顷，林木

树种资源丰富，活立木总蓄积 2616 万立方米，故该地

区饲草料资源丰富，能为肉牛养殖提供优质牧草，且河

池市是桂、黔、川交通的重要枢纽，交通便利，即使是

县乡地区，也能满足当地上下游企业肉牛养殖、屠宰、

运输、销售等需求，河池市具有肉牛小型规模化养殖发

展的气候优势与区位优势。

（二）政策优势与技术优势

“十三五”时期，河池地区出台《河池市肉牛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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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施方案》，将百万肉牛养殖作为“十大百万”产

业的重点扶贫产业，肉牛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并在农业

农村部《关于加快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

意见》政策指导建议下，鼓励各级乡镇及基层地区立足

本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依托自然条件，建立肉

牛产业科技示范基地，引导政府与科研院所签订肉牛产

业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加强产学研合作发展，为小型养

殖场提供技术支撑和资金补贴。如今在良种繁育、品种

改良、优良品种提纯复壮、疫病防控等方面取得显著技

术研究与应用成效，成为打造农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可见，河池市具备肉牛小型规模化发展的政策优势与技

术优势。

三、河池市肉牛养殖现状与小规模养殖问题

（一）现状

河池市近年来肉牛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在 2020

年，全市投资 5亿元重点推进 14个肉牛示范项目，在

2021 年全市建有 10个种牛繁育基地，全市肉牛饲养量

62.9 万头，牛存栏 10头以上 3435 户，50 头以上 227

户，100 头以上 98户，500 头以上 12户，1000 头以上

8户，5000 头以上 1户，总出栏 19.43 万头，与去年相

比增长 8.55%，种牛整体存栏 1.4 万头，种牛繁育场杂

交改良率达 85%。

（二）问题

当前河池市肉牛养殖形势一片向好，但是在实际养

殖过程中，部分小型规模化养殖场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牛犊来源途径不稳

定。当前河池市肉牛小型养殖场对母牛发情周期判断不

准确，使母牛错过最佳配种时间，直接导致母牛存栏量

不充足，降低母牛繁殖率，难以始终坚持自繁自育养殖

道路；第二，粪污处理不彻底。多数小型养殖场仍然习

惯于采用人工清粪方式，对肉牛粪便进行处理，处理工

作强度大，耗时耗力，且清除不彻底，养殖场异味大，

细菌多，容易给环境造成污染；第三，精饲料饲喂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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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为实现肉牛快速育肥目的，小型养殖场户习惯于给

饲喂优质精饲料，导致肉牛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摄入过多，而青贮饲料喂养过少，优质饲草饲喂资源不

足，可能导致肉牛出现消化不良和腹泻性疾病；第四，

疫病防控不科学。养殖场消毒消杀不规范，兽药使用不

科学，抗生素使用过多，疫苗接种不规范，给疫病传播

创造了条件；第五，部分地区养殖场管理者受教育程度

低，不能全方位配合相关单位动物疫病应急管理工作顺

利开展，尤其是乡镇地区，村级技术指导人员缺乏，不

能为养殖户提供肉牛科学化养殖指导，不利于河池市全

市肉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四、河池市小规模肉牛养殖改进措施

（一）完善繁育复壮体系，严格控制能繁母牛出栏

为有效解决当前河池市肉牛小型养殖场牛犊来源途

径不稳定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地方财政扶持，

开展后备种公牛培育和能繁母牛饲养，对全部基础母牛

进行身份登记，宰杀母牛必须由县级以上畜牧主管部门

批准，严格实施实行“宰一补一”制度，以杜绝滥宰母

牛的现象发生，严格控制能繁母牛出栏，从而增加纯种

繁育和提纯复壮概率，最大化降低从外界引入犊牛的频

次，使得小型规模化养殖场犊牛来源更加稳定。其次，

要壮大肉牛核心群，遵循“遗传稳定、特性明显、血缘

清楚”原则。保证肉牛育种改良过程中近亲交配只用

1～ 2次，以保持品种优良性状，同时有目的地培育牛

群在类型上的差异，防止有共同缺点的公母牛交配，提

升畜群有益性状，淘汰纯合劣质基因型品种，将有益性

状继续保持和扩大到后代中，最终实现优质品系繁育，

为育肥牛提供来源。最后，基层政府部门要加大对能繁

母牛的补贴力度，鼓励保险公司加强与养殖户联系并展

开合作，实现母牛保单全覆盖，降低补贴进入门槛，以

此让养殖户能够后顾无忧地养殖能繁母，提高养殖户养

殖积极性。

（二）推广并应用生态养殖技术，科学处理牛粪

针对小型养殖场肉牛粪污处理不彻底问题，河池市

相关部门在今后工作中，需加强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

指导应用，大力推广“微生物+”生态养殖技术，鼓励

小规模养殖户学会利用“微生物+发酵床”生态养殖模

式、“微生物+高架网床”养殖模式，在小散户中推广

平养发酵、堆肥发酵技术，“一对一”指导业主使用微

生物处理畜禽粪污技术，必要时可申请、利用财政专项

资金建成发酵床、高架网床、沼气池、氧化塘、化粪池

等基础设施，深入养殖场开展技术指导。鼓励养殖户将

收集到的粪便就地就近处理还田，实现粪污全部还田利

用。此外，为最大化保证小型规模化养殖场户科学处理

牛粪，可定期举办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培训班、培

训会议，持续深入开展生态养殖技术，邀请外县专家、

本地专家参会，手把手教会示范户使用微生物益生菌，

从而保证肉牛养殖污染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三）饲喂优质饲草，提高青贮饲料在日粮中的

占比

在饲喂环节，需让养殖技术人员掌握提高饲料利用

率的方法。根据肉牛日龄、生长状况，合理搭配饲料，

以此补充肉牛能量、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相关部

门和服务中心应该为小型养殖户宣传科学喂养方法，不

能过多饲喂精饲料，而是应该提高青贮饲料占比，鼓励

养殖户自行加工青贮饲料，将农作物秸秆、副产物、

牧草、豆类、根茎作为青贮饲料原材料，在适当的时

期对青贮原料进行刈割，适时收割的原料含水量通常

为 75% ～ 80%，以豆科牧草作原料时，适宜青贮的含

水量为 60% ～ 70%，如果是玉米带穗青贮，一般在蜡

熟期较为适宜。之后将青贮的原料切碎（禾本科和豆科

牧草切成 2 ～ 3cm，茎秆牧草切成 3 ～ 4cm），使植物

细胞渗出汁液润湿饲料表面，切碎的原料在青贮设施中

都要装匀和压实，原料装到高出窖口 40 ～ 50cm，让其

尽早进入密封状态，利于乳酸菌的繁殖和抑制好氧微生

物的活力。此外，还需科学饲喂，宣传科学喂养方法，

适当控制精料配比，比如对于两个月龄以内的肉牛，应

该适当控制精料配比，玉米面饲喂量不能低于 55%，

维生素添加剂含量不得低于 3%，青贮饲料饲喂量不能

超过 20% ；在育肥期间，青饲料配比可适当增加，在

25% ～ 30%左右，同时适当添加菜籽饼、棉籽饼、香味

剂、骨粉、碳酸氢钠等，配比比例按照具体养殖阶段和

日龄灵活调控。

（四）科学消毒，优化免疫机制和疫病防控机制

做好消毒消杀管理，利用 0.1%过氧乙酸溶液对水

槽、水箱、地板进行消毒，24小时内使用完毕，也可以

利用 3%苛性钠溶液，对食槽、料槽、墙壁、顶棚进行

消杀，还可以配置 10% ～ 20%石灰乳，对化粪池、下

水道、养殖场进出口进行消毒，也可以配置 10% ～ 20%

漂白粉溶液，对污水池、运输猪卡车和养殖场地面进

行消毒。也可以利用 4%甲醛水溶液对饲养工具进行消

毒，或者将其配置为 1%水溶液进行熏蒸消毒。同时，

规范疫苗使用方法，科学使用牛流行热疫苗、口蹄疫灭

活疫苗和布什杆菌病活疫苗等多种常见疾病疫苗，规范

疫苗注射剂量和注射方式，建立肉牛疫苗注射档案，以

此提高疫苗接种效果，必要时当地财政部门应该投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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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给乡镇地区建设专项实验室，以此提高乡镇地区

流行病学诊断速度，为后续扑杀与净化工作打下坚实基

础。最后，相关基层畜牧兽医人员还应该引导各养殖场

户提高中药治疗法的利用比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减抗

提质理念，引导小型养殖户科学使用兽药，逐渐减少

对抗生素的依赖，对于轻症、隐性症状腹泻病牛，可

以利用藿香 15g+茯苓 15g+白术 15g+党参 20g+焦山楂

20g+炒葛根 15g+木香 20g+车前草 25g+紫苏 10g，按

照 1:800 的比例加入纯净水，大火煎煮 25min给病畜灌

服，每头灌服量约为 80mL左右，每日 3次，连续使用

5～ 7d可有效缓解腹泻病症，对于重症病畜，再利用抗

生素进行治疗，以此实现标本兼治的目的。

（五）保证基层单位动物疫病应急管理工作顺利开

展，设立村级防疫员

对于当前小型养殖场管理者受教育程度低，不能全

方位配合相关单位动物疫病应急管理工作顺利开展这

一问题，河池市当地政府应该对各单位，各部门各人员

进行权责分配，鼓励多部门进行联防联控，比如：明晰

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综合执法大队、交通局、市监

局、防控中心的权利与义务，保障专人专岗，对小型养

殖户进行技术宣传、养殖指导和粪污生态化处理，鼓励

其摒弃传统养殖模式，及时开展早期疫病监管与预报，

并在交通部门指挥下增强应急指挥调度时效性。此外，

在乡镇地区派用专业技术人员，对该地区肉牛疫病防控

与诊断进行指导。同时设立村级防疫员（防疫员主要由

当地年轻大学生、医学在校生和返乡青年学生，以及毕

业生组成），主要宣传国家对养殖业的优惠政策，确保

乡镇地区每季度开展一次肉牛疫病防控培训，村级地区

每个月开展一次专项肉牛疫病防控培训活动，以此提高

村级防实效性，确保村级防疫员队伍专业化、年轻化，

使得村级防疫员成为基层畜牧兽医队伍的补充力量。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河池市对于当前小规模肉牛养殖，需加

大地方财政扶持，开展后备种公牛培育和能繁母牛饲

养，做好母牛繁育，加强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指导应

用，降低养殖污染，合理搭配饲料，提高青贮饲料在日

粮中的占比，优化免疫机制和疫病防控机制，及时开展

早期疫病监管与预报，并设立村级防疫员，以此转变养

殖户管理理念，使其全方位配合相关单位动物疫病应急

管理工作顺利开展，从而实现小规模肉牛养殖的科学

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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