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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对无角牦牛屠宰性状和肉品质的测定，为无角牦牛新品种的选育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选择 １８ 月龄和 ３０ 月
龄的无角牦牛，进行产肉性能和肉品质测定。 ［结果］１８ 月龄无角公牦牛和母牦牛的屠宰率分别为 ５１．９５％和 ４８．５３％，３０ 月龄无角公牦
牛和母牦牛的屠宰率分别为 ５０．２８％和 ４９．６８％。 与其他地方牦牛品种相比，无角牦牛具有较高的屠宰率和产肉性能。 ［结论］利用当地
牦牛品种为母本培育的无角牦牛在产肉性能方面具有较高的遗传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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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角牦牛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科

研人员以青海省当地牦牛群体中的无角母牛为母本，选用优

秀的无角公牦牛进行杂交，建立育种核心群，并采用强度选

择的方法通过 ４ 个世代横交固定而获得的牦牛群体。 目前

无角牦牛群体数量已达到 ３ ０００ 多头，其独特的无角性状和

优良的生产性能深受牧民的喜爱。 无角特征使其更适于规

模化、集约化饲养，避免由于牛群争斗及伤害饲养人员而造

成的经济损失［１］。 笔者测定了 １８ 和 ３０ 月龄无角牦牛的产

肉性能及肉品质，旨在为无角牦牛新品种的培育与利用提供

基础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动物　 供试无角牦牛按年龄段分为 １８ 月龄 ６ 头、
３０ 月龄 ６ 头，每个年龄段公母各半。 所有供试牦牛的饲养管

理条件一致，采用放牧饲养方式，体况良好，健康无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产肉性能测定。 屠宰试验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在青海省

大通种牛场进行，选取 １８ 月龄及 ３０ 月龄无角牦牛进行屠宰

试验。 供试牦牛在屠宰前禁食 ２４ ｈ，禁水 ８ ｈ，然后测定宰前

活重，按照全国肉牛繁育协作组制定的《肉牛屠宰试验统一

规定》进行屠宰测定。 依次去除头、蹄、皮毛及内脏后，称量

胴体重。 屠宰率是指胴体重占宰前空腹活重的百分比。
１．２．２　 肉品质测定。 牦牛屠宰后取背最长肌，按照农业行业

标准 ＮＹ ／ Ｔ １３３３—２００７《畜禽肉质的测定》测定 ４５ ｍｉｎ 和

２４ ｈ ｐＨ、滴水损失、熟肉率、剪切力等肉品质指标。
１．２．３　 数据统计与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对试验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产肉性能测定　 从表 １ 可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加，无
角牦牛宰前活重和胴体重显著增加，１８ 月龄公、母无角牦牛

宰前活重差异极显著（Ｐ＜０．０１），公、母无角牦牛胴体重差异

显著（Ｐ＜０．０５），屠宰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３０ 月龄无角牦

牛公牛和母牛宰前活重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但胴体重和屠宰

率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陆仲璘等［２］报道，青海高原型牦牛

１８月龄公牛平均宰前体重为 １３２．６７ ｋｇ，平均胴体重 ６０．００ ｋｇ，
平均屠宰率 ４５％。 无角牦牛的育种母本为青海高原牦牛，无角

牦牛无论是宰前活重还是胴体重和屠宰率都远高于青海高原

牦牛，由此可见无角牦牛具有较高的产肉性能。
２．２　 肉品质分析　 牦牛肉品质是决定肉类商品价值的最重

要因素。 肉的食用品质主要包括肉的颜色、风味、保水性、
ｐＨ、嫩度等。 其中，ｐＨ 是肉品质测定中最重要指标之一，其
反映屠宰后肌糖原糖酵解的速率，糖酵解速率越快，其值越

低［３］，通常可根据其范围判断肉的新鲜程度等［４］。 从表 ２ 可

以看出，无角牦牛公、母牛 ｐＨ４５ ｍｉｎ、ｐＨ２４ ｈ在 １８ 和 ３０ 月龄差异

均不显著（Ｐ＞０．０５），牦牛屠宰后 ２４ ｈ 后 ｐＨ 均有所下降，且
降幅较大，但略低于甘南黑牦牛［５］，这可能是由品种差异以

及宰前应激等因素造成的。 肉的滴水损失也是分析肉品质

的重要指标，与肉的 ｐＨ 呈负相关，滴水损失越大，肉品损耗

　 　 　安徽农业科学，Ｊ．Ａｎｈｕｉ Ａｇｒｉｃ．Ｓｃｉ． ２０１８，４６（１８）：７４－７５



越严重［６］。 该研究中无角牦牛的滴水损失为 １．１３％～１．９２％，

表 １　 不同月龄无角牦牛产肉性能的测定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ｅ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ｐｏｌｌｅｄ ｙａｋｓ

月龄
Ｍｏｎｔｈ
ｏｆ ａｇｅ

性别
Ｓｅｘ

宰前活重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ｋｇ

胴体重
Ｃａｒｃａｓｓ

ｗｅｉｇｈｔ∥ｋｇ

屠宰率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１８ ♂ １３９．００±２．６５ Ａ ７１．００±２．６９ ａ ５１．０７±１．４９

♀ １２８．３３±２．０８ Ｂ ６７．００±５．０４ ｂ ５０．３０±２．０２
３０ ♂ １７６．００±８．５４ ａ ８８．７０±７．４１ ５０．３５±１．８６

♀ １６２．３３±４．０４ ｂ ８２．２３±３．３７ ５０．６４±０．８２
注：相同月龄同一指标不同性别间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

０．０５）；相同月龄同一指标不同性别间标有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
显著（Ｐ＜０．０１）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ｏｎ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ｘ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
ｉｔａ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ｏｎｔ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ｘ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１）

这与钟光辉等［７］报道的牦牛滴水损失（１．０６％～２．６１％）接近，
但与陆仲璘等［２］报道的大通牦牛滴水损失（３．５８％ ～６．９７％）
差异较大，这可能与牛肉含水量及试验环境温度有关。 熟肉

率也是反映肉持水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也是反映肉品

加工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无角牦牛的熟肉率为 ５８．７４％ ～
６１．７７％，这与陆仲璘等［２］ 报道的大通牦牛熟肉率（６０．６３％）
以及钟光辉等［７］ 报道的 ３． ５ 岁四川红原牦牛的熟肉率

（６１．７４％）相近。 剪切力是反映肉嫩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该

研究中 １８月龄无角牦牛肉的剪切力为 ９０．４７～１１２．９９Ｎ，略高于

其他牦牛品种［８］，且 ３０ 月龄牦牛肉的剪切力高于 １８ 月龄牦

牛，这可能是因为随年龄的增长，肌肉纤维密度增加的幅度由

营养状况、年龄和体重决定；肌肉内肌纤维与结缔组织含量随

年龄的增长，肌肉肌纤维的含量有所下降，而结缔组织的含量

有所增加，从而增加了牛肉的韧性，导致剪切力增加。

表 ２　 无角牦牛的肉品质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ｎｔｈ⁃ｏｌｄ ｐｏｌｌｅｄ ｙａｋｓ

月龄
Ｍｏｎｔｈ
ｏｆ ａｇｅ

性别
Ｓｅｘ ｐＨ４５ ｍｉｎ ｐＨ２４ ｈ

滴水损失
Ｄｒｉｐ ｌｏｓｓ∥％

熟肉率
Ｃｏｏｋｅｄ ｍｅａ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剪切力
Ｓｈｅ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Ｎ

１８ ♂ ７．３７±０．１３ ５．３３±０．５６ １．９２±０．１５ ５８．７４±０．３７ ９５．３４±７．５２
♀ ７．０１±０．２１ ５．５０±０．８２ １．８９±０．７２ ５９．６６±０．４２ ９０．４７±１２．４８

３０ ♂ ７．１８±０．３８ ５．９９±０．６４ １．１３±０．２９ ５９．７６±１．５２ １１２．９９±１３．７７
♀ ７．１４±０．２０ ５．３９±０．１５ １．４３±０．２４ ６１．７７±３．７６ ９３．１７±１７．２７

３　 讨论与结论

牦牛的屠宰性状（如宰前活重、胴体重、屠宰率）是反映

牦牛产肉性能的主要指标。 该试验结果表明，不同年龄无角

牦牛的产肉性能存在较大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加，宰前活

重和胴体重显著增加，而屠宰率的增加幅度较小，这与其他

学者在不同品种牛上的研究结果［９－１１］ 相一致。 该研究发现，
１８ 月龄无角牦牛公、母牛宰前活重差异极显著，胴体重差异

显著； ３０ 月龄无角牦牛公牛和母牛宰前活重差异显著，虽然

胴体重公母牛之间差异不显著，但公牛胴体重高于母牛，说
明性别会影响无角牦牛的产肉性能。 雌激素可以促进脂肪

的合成和增加血液中高密度脂蛋白浓度，减少血液中胆固醇

含量，从而影响牦牛的生长发育［１２］。
该试验结果表明，与其他地方牦牛品种相比，无角牦牛

具有较高的屠宰率和产肉性能，但与我国 ５ 大黄牛品种的产

肉性能相比，无论是胴体重还是屠宰率都要低很多，后者 １８
月龄平均体重比前者高，屠宰率在 ５５％以上。 究其原因，牦
牛产肉性能较低，是由于受到高寒牧区恶劣的气候、严酷的

自然环境以及低投入限制等因素的影响，而牦牛作为青藏高

原的主体畜种，与当地藏族牧民生产生活休戚相关，是高寒

牧区不可替代的优势畜种。 因此，从遗传资源的保存、开发

利用的角度来看，挖掘牦牛生产性能的遗传潜能，开展牦牛

育种，培育产肉性能较高的无角牦牛新品种，以适应今后规

模化、集约化饲养的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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