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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揭示冷季牧归后补饲精料对藏系绵羊生长性能的影响，选取６０只体况相近的３岁藏系绵羊（公母

各半）随机分成单一放牧组和归牧补饲组，每组公、母羊各１５只。单一放牧组羊只采用冷季单一放牧，牧归补

饲组羊只采用与放牧组相同的放牧活动，并在牧归后按每只１５０ｇ·ｄ－１的饲喂量补饲某品牌精料补充料，为

期７０ｄ。结果表明，牧归后补饲精料极显著提高藏系绵羊的前期增量、前期日均增量、后期增量、后期日均增

量、全期增量、全期日均增量、增量比例 和 冷 季 养 殖 净 收 益。牧 归 补 料 组 公 羊 的 全 期 增 量 和 增 量 比 例 优 于 母

羊，但不同性别羊只对冷季养殖净收益差异不显著。因此，牧归后补饲精料可以提高高寒牧区藏系绵羊冷 季

增量和养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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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系绵羊养殖是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的支柱产

业，在 改 善 农 牧 民 生 活 上 具 有 不 可 替 代 的 作 用。
在高寒地区，暖季短暂凉爽（６－９月），气候适宜，
天然草场的牧草产量和品质均能满足放牧家畜的

生长需求；冷季漫长寒冷（１０月－翌 年５月），此

时段牧草匮乏，产量和品质均无法满足放牧家畜

的生长和生产需求，加之风大、寒冷、多雪的气候

特征，导 致 冷 季 放 牧 家 畜 掉 膘 严 重、体 质 量 锐

减［１－３］，抗自然 灾 害 能 力 差。在 单 一 放 牧 经 营 模

式下，由于天然草地生产力和牧草营养品质的季

节性差异，放牧家畜常处于“夏饱、秋壮、冬瘦、春

乏”的不良循环中［４］，严重阻碍牧区经济发展和农

牧民生活的改善。已有研究［５－１０］表明，舍饲可以

提高家畜的冷季生长性能。然而，偏远牧区并不

具备冷季完全舍饲的条件，而牧归后进行精料补

饲可能是改善和提高此类牧区家畜冷季生长性能

的有效措施之一，但此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本

试验研究单一放牧和牧归后补饲精料对藏系绵羊

冷季生长性能的影响，并对养殖收益进行核算分

析，以确定牧归后补饲精料对藏系绵羊生产性能

和养殖收益的影响，为冷季藏系绵羊养殖的增收

提供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设计

选取６０只体况相近的３岁藏系绵羊（公母各

半），随机分成单一放牧组和牧归补饲组，每组公、
母羊各１５只。放牧组羊只采用单一放牧方式饲

养，牧归补饲组羊只采用与放牧组相同的放牧方

式，并在牧归后按每只１５０ｇ·ｄ－１的饲喂量补饲

某品牌精料补充料。

１．２　试验动物管理与日粮组成

试验于２０１４－１１－１３－２０１５－０１－２４在青海

省海北州高原现代生态畜牧业科技试验示范园进

行。该示范园位于青海省海北州西海镇，平均海拔

３　１２０ｍ，年均气温１．５℃，年均降水量４００ｍｍ，牧
草生长期１２０ｄ左右，草地类型为高寒草甸。

试验羊只每天８：３０引入冷季牧场，１７：３０牧

归，放牧时间约９ｈ。牧归后羊只进入暖棚，牧归

补饲组按规定饲喂量补饲精料，试验动物自由饮



水，羊 舍 定 期 清 理。试 验 期７０ｄ，其 中 适 应 期

１０ｄ，正式期６０ｄ。精料补充 料 的 主 要 组 分 为 玉

米、麸皮、豆粕、菜籽粕、棉籽粕、食盐、植物油、磷

酸钙、磷酸氢钙、多种氨基酸和预混料等，其中预

混 料 中 添 加 有 莫 能 菌 素 （添 加 量 为 １００
ｍｇ·ｋｇ－１）。

１．３　指标测定和分析

于试验正式期的第１天、第３０天和第６０天

放牧前称试验羊只体质量，分别记作初始质量、中
期质量和末期质量。

增量＝期末质量－前期质量

日均增量＝（期末质量 － 初始质量）／ｄ
增量比例＝增量／初始质量×１００％
补饲 效 益 核 算：精 料 成 本 为２　５００元·ｔ－１；

放牧成本２组相同，不予考虑；计算增量收益时，
活羊 价 格 参 考 当 时 当 地 市 场 价 格，母 羊 ２１
元·ｋｇ－１、公羊２２元·ｋｇ－１。

放牧牧草和补饲精料样品于烘箱６５℃烘至

质量恒定，粉碎后过筛保存。参照《饲料分析及饲

料质量检 测 技 术》［１１］分 析 干 物 质（ＤＭ）、粗 蛋 白

（ＣＰ）、粗脂肪（ＥＥ）、中 性 洗 涤 纤 维（ＮＤＦ）、酸 性

洗涤纤维（ＡＤＦ）和灰分（Ａｓｈ）等指标（表１）。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用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０整理，以“平均

数±标准差”表示。按二因素裂区设计进行统计

分析，以饲养方式（单一放牧与牧归补饲）为主处

理，以 性 别（公 羊 与 母 羊）为 副 处 理，采 用ＳＰＳＳ
２０．０软件ＧＬＭ－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模块分析主效应和

交互效应。

表１　试验期间放牧牧草和补饲精料的营养成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ｈｅｒｂａｇ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
指标
Ｉｔｅｍ

补饲精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放牧牧草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

干物质　ＤＭ　 ８７．６　 ９０．４
粗蛋白　ＣＰ　 １６．３　 ５．１
粗脂肪　ＥＥ　 ２．５　 ２．３
酸性洗涤纤维　ＡＤＦ　 ８．７　 ３４．１
中性洗涤纤维　ＮＤＦ　 １４．２　 ４９．６
灰分　Ａｓｈ　 ６．９　 ５．８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牧归后补饲精料对藏系绵羊冷季生长性能

的影响

同单一放牧组羊只相比，牧归后补料 极 显 著

（Ｐ＜０．００１）提高藏系绵羊的前期增量、前期日均

增量、后期增量、后期日均增量、全期增量、全期日

均增量和增 量 比 例（表２）；牧 归 后 补 饲 精 料 使 藏

系母羊全期体质量增加（２．０６±１．１７）ｋｇ，使藏系

公羊全期体质量增加（２．５４±１．２２）ｋｇ。不 同 性

别羊只在全期增量、全期日均增量和增量比例的

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不同性别羊只在前期增量、
前期日均增量、后期增量和后期日均增量的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牧 归 补 饲 组 公 羊 的 全 期 增 量

和增量比例优于母羊。饲养方式和性别因素对藏

系绵羊冷季 生 长 性 能 变 化 的 交 互 作 用 不 显 著（Ｐ
＞０．０５）。

２．２　牧归后补饲精料对藏系绵羊冷季养殖收益

的影响

冷季牧归后补饲精料使藏系公羊的养殖净收

表２　牧归补料与单一放牧模式下藏系绵羊的冷季生长性能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ｓｅａｓｏｎ

指标
Ｉｔｅｍ Ｍ－ＴＧ　 Ｆ－ＴＧ　 Ｍ－ＣＳ　 Ｆ－ＣＳ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饲养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ｓ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交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初始质量／ｋｇ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ｍａｓｓ　 ３４．４１±５．４４　 ３４．５±４．０２　 ２８．１３±１．９６　 ２９．８±３．０８ － － －

中期质量／ｋｇ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ｍａｓｓ　 ３３．３７±５．１８　 ３２．９７±４．０２　 ２９．８±２．６２　 ３１．０２±３．４８ － － －

前期增量／ｋｇ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 －１．０５±０．９９ －１．５３±０．６９　 １．６７±１．０４　 １．２３±０．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９　 ０．９３４

前期日均增量／（ｇ·ｄ－１）　Ｐｒｅ－ＡＤＧ －３４．８９±３３．０４ －５０．８９±２２．１９　 ５５．５６±３４．８８　 ４０．８９±３１．２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９　 ０．９３４

末期质量／ｋｇ　Ｆｉｎａｌ　ｍａｓｓ　 ３２．１０±５．４５　 ３１．３４±４．３６　 ３０．８４±２．６３　 ３１．８６±３．６１ － － －

后期增量／ｋｇ　Ｌａｔｅ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 －１．２７±０．９９ －１．６３±０．６６　 １．０４±１．１１　 ０．８３±１．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９　 ０．７５２

后期日均增量／（ｇ·ｄ－１）　Ｆｉｎａｌ　ＡＤＧ －４２．２２±３３．２５ －５４．４４±２１．３５　 ３４．６７±３７．０５　 ２７．７７±３５．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９　 ０．７５２

全期增量／ｋｇ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 －２．３１±１．３３ －３．１６±０．８９　 ２．５４±１．２２　 ２．０６±１．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５４６

全期日均增量／（ｇ·ｄ－１）　Ｆｕｌｌ　ＡＤＧ －３８．５６±２２．２３ －５２．６７±１４．４５　 ４２．３３±２０．４５　 ３４．３３±１９．５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５４６

增量比例／％　Ｇａｉｎ　ｒａｔｅ －６．８２±４．０８ －９．３５±２．９７　 ８．９７±４．１８　 ６．８９±３．４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２　 ０．８１８

注：Ｍ－ＴＧ表示放牧公羊，Ｆ－ＴＧ表示放牧母羊，Ｍ－ＣＳ表示补饲公羊，Ｆ－ＣＳ表示补饲母羊；ＡＤＧ表示日均增量。下同。

Ｎｏｔｅ：Ｍ－ＴＧ　ｉｓ　ｍａｌｅ　ｓｈｅｅｐ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Ｆ－ＴＧ　ｉ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ｈｅｅｐ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Ｍ－ＣＳ　ｉｓ　ｍａｌｅ　ｓｈｅｅｐ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Ｆ－ＣＳ　ｉ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ｈｅｅｐ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ＡＤＧ　ｉ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ｅｌｏｗ．

·３３１１·８期 徐田伟等：牧归后补饲精料对冷季藏系绵羊生长性能的影响



益达８５．５６元，使 藏 系 母 羊 的 养 殖 净 收 益 达

８７．１２元；单 一 放 牧 公 羊 的 养 殖 净 收 益 为

－５０．８９元、单 一 放 牧 母 羊 的 养 殖 净 收 益 为

－６６．３６元（表３），牧 归 后 补 饲 精 料 极 显 著（Ｐ＜

０．００１）提高藏系绵羊的冷季养殖收益。不同性别

羊只的冷季养殖净收益差异不显著（Ｐ＝０．３９０），
饲养方式和性别因素对藏系绵羊冷季养殖收益影

响的交互作用不显著（Ｐ＝０．２９３）。
表３　牧归补料与单一放牧模式下藏系绵羊的冷季养殖收益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ｓｅａｓｏｎ

指标
Ｉｔｅｍ Ｍ－ＴＧ　 Ｆ－ＴＧ　 Ｍ－ＣＳ　 Ｆ－ＣＳ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饲养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ｓ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交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增量收益 增量／ｋｇ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 －２．３１±１．３３ －３．１６±０．８９　 ２．５４±１．２２　 ２．０６±１．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５４６
Ｂｅｎｅｆｉｔ 单价／（元·ｋｇ－１）

Ｕｎｉｔ　ｐｒｉｃｅ ２２　 ２１　 ２２　 ２１

金额／元　Ｇｒｏｓｓ　ｉｎｃｏｍｅ －５０．８９±２９．３５ －６６．３６±１８．２０　 ５５．８８±２７．００　 ４３．２６±２４．６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６　 ０．８２８

补饲成本 精料／ｋ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０　 ０　 ９　 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ｃｏｓｔ

单价／（元·ｋｇ－１）
Ｕｎｉｔ　ｐｒｉｃｅ ０　 ０　 ２．５　 ２．５

金额／元　Ｃｏｓｔ　 ０　 ０　 ２２．５　 ２２．５

收益／元　Ｉｎｃｏｍｅ －５０．８９±２９．３５ －６６．３６±１８．２０　 ３３．３８±２７．０１　 ２０．７６±２４．６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６　 ０．８２８

净收益／元　Ｎｅｔ　Ｉｎｃｏｍｅ －５０．８９±２９．３５ －６６．３６±１８．２０　 ８５．５６±１０．８２　 ８７．１２±７．８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９０　 ０．２９３

３　讨 论

３．１　牧 归 后 补 饲 精 料 对 藏 羊 冷 季 生 长 性 能 的

影响

在青藏高原高寒牧区，气候特征（生长季和非

生长季）决定天然草地的生产力和牧草营养输出

的季节性 不 平 衡。在 生 长 季，雨 热 同 期，气 候 适

宜，牧草生长旺盛，产量和质量相对充足，放牧家

畜膘情好，呈“夏饱、秋壮”的生长趋势。然而，非

生长季（１０月－翌年５月）漫长寒冷，冷季草场的

牧草现存量降低，牧草营养品质下降，严重影响放

牧家畜的正常生长，呈“冬瘦、春乏”的生长趋势。

本研究中单一放牧藏系母羊体质量减少９．３５％，

单一 放 牧 藏 系 公 羊 体 质 量 减 少６．２８％。赵 忠

等［１２］发现经过一个冷季，藏系绵羊的体质量消耗

量达前年秋末最大体质量的４３．５８％。薛白等［２］

在研究青藏高原放牧牦牛体质量变化时也发现类

似现象。

本研究中牧归后补饲精料极显著提升藏羊冷

季增量，与前人研究［１３－１４］结果一致。因为在冷季

单一放牧经 营 方 式 下，草 场 的 草 产 量（地 上 现 存

量）和营养品质低，不易消化的纤维素、木质素含

量高，而无氮浸出物、粗蛋白等易消化营养物质含

量低［１５］，家畜获取的饲料能量低，在寒冷的冬季，

消耗大量的自身产热和能量来抵抗寒冷和维持放

牧活动，因而体质量走低。此时，补充富 含 淀 粉、

蛋白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的精料补充料可缓解

单一采食牧草所致的营养不足，从而起到防止体

质 量 降 低 甚 至 提 高 藏 系 绵 羊 冷 季 体 质 量 的 趋

势［１６－１７］。单一放牧 母 羊 体 质 量 减 少 损 失 大 于 单

一放牧公羊，这一现象可能是由于母羊在冷季需

要更高的能量水平来维持自身生长和生产需要；

牧归进行补饲精料使母羊获得较高的能量来维持

生长和生产需要，进而呈现体质量增加。

３．２　牧归后补饲精料对藏系绵羊冷季养殖收益

的影响

牧归后补饲精料可以极显著提升藏系母羊的

冷季养 殖 收 益。本 研 究 中，单 一 放 牧 母 羊 损 失

６６．３６元，单 一 放 牧 公 羊 损 失５０．８９元；相 比 之

下，牧归补料组的母羊净收益８７．１２元，公羊净收

益８５．５６元。这是由于为放牧补饲组的羊只提供

富含高蛋白和微量元素的饲粮，改变放牧羊只在

冷季的生长趋势，促进体质量增加，因此牧归补饲

组羊只的冷季养殖收益高于单一放牧羊只。不同

性别羊只的冷季养殖净收益差异不显著。饲养方

式和性别因素对试验羊只冷季养殖净收益影响的

交互作用不显著。鉴于牧归后补饲精料可以显著

提升藏系绵羊的冷季生长性能和养殖收益，可以

在青藏高原偏远、农副产品匮乏的畜牧主产区，采
用牧归补饲成品精料的方法提升藏系绵羊的冷季

养殖收益。

４　结 论

对冷季藏系绵羊进行牧归后补饲精 料 发 现，

·４３１１· 西　北　农　业　学　报 ２５卷



牧归后补饲精料可以极显著提高藏系绵羊的冷季

增量和养殖净收益。表明在高寒牧区，冷季牧归

后为藏系绵羊补饲适量精料是一种有效的增加体

质量、增收的养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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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赵　忠，王宝全，王安禄．藏系绵羊体重动态监测研究［Ｊ］．

中国草食动物，２００５，２５（１）：１４－１６．

ＺＨＡＯ　ＺＨ，ＷＡＮＧ　Ｂ　Ｑ，ＷＡＮＧ　Ａ　Ｌ．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

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　ｍａｓｓ［Ｊ］．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２００５，

２５（１）：１４－１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佟 瑛．精料补饲 水 平 对 藏 系 绵 羊 育 肥 效 果 及 瘤 胃 内 环 境

参数的影响［Ｄ］．兰州：甘肃农业大学，２００４．

ＴＯＮＧ　Ｙ．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ｕｍｉ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ｒｅｒｓ　ｏｆ　ｆａｔ－

ｔｅｎｎｉｎｇ　Ｔｉｂｒ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Ｄ］．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４］　莫泽山．青海藏系绵羊精料补 饲 效 果 分 析［Ｄ］．陕 西 杨 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２０１４．

ＭＯ　Ｚ　ＳＨ．Ａｎａｌｙｓｅ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Ｄ］．Ｙａｎｇｌｉｎｇ

Ｓｈａａｎｘｉ：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５］　严学兵，汪　玺，郭 玉 霞，等．高 寒 牧 区 垂 穗 披 碱 草 草 地 生

物量及营养价值动态的研究［Ｊ］．草业科学，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１４－１８．

ＹＡＮ　Ｘ　Ｂ，ＷＡＮＧ　Ｘ，ＧＵＯ　Ｙ　Ｘ，ｅｔ　ａｌ．Ｂｉｏ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ｄ－

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Ｅｌｙｍｕｓ　ｎｕｔａｎｓ　ｐａ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ｏｌｄ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Ｊ］．Ｐｒａｔ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２０（１１）：１４

－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１６］　谢荣清，郑群英，罗光荣．牦牛冷季减损保膘有效措施的研

究［Ｊ］．中国草食动物，２００５，２５（４）：２９－３０．

ＸＩＥ　Ｒ　Ｑ，ＺＨＥＮＧ　Ｑ　Ｙ，ＬＵＯ　Ｇ　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ｇａｉｎ　ｍａｓｓ　ｏｆ　ｙａｋ　ｉｎ　ｃｏｌｄ　ｓｅａｓｏｎ［Ｊ］．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ｂｉｖｏｒｅ，２００５，２５（４）：２９－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孙鹏飞，崔占鸿，刘 书 杰，等．三 江 源 区２岁 高 原 型 放 牧 牦

牛增重和 繁 殖 潜 力 评 价［Ｊ］．江 西 农 业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５，

３７（４）：６８８－６９４．

ＳＵＮ　Ｐ　Ｆ，ＣＵＩ　ＺＨ　Ｈ，ＬＩＵ　ＳＨ　Ｊ，ｅｔ　ａｌ．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２－ｙｅａｒ－ｏｌｄ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ｙａｋ　ｉｎ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Ｊ］．Ａｃｔａ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　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２０１５，３７（４）：６８８－

６９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５３１１·８期 徐田伟等：牧归后补饲精料对冷季藏系绵羊生长性能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ＸＵ　Ｔｉａｎｗｅｉ　１，３，ＪＩ　Ｈａｎｚｈｏｎｇ２，ＬＩＵ　Ｈｏｎｇｊｉｎ１，３　ａｎｄ　ＸＵ　Ｓｈｉｘｉａｏ１
（１．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Ｂ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Ｘｉｎｉｎｇ　８１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２．Ｈａｉｂｅｉ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ａｕ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ａｉｙａ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８１２２００，Ｃｈｉｎａ；

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ｓｅａｓｏｎ，６０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３０ｍａｌｅ　ａｎｄ　３０ｆｅｍａｌｅ，３－ｙｅａｒ－ｏｌｄ）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ｂｏｄ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ｍａｌｅ　１５，ｆｅｍａｌｅ
１５）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ｍａｌｅ　１５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１５）．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７０ｄａｙｓ，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ｆ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ｅａｃｈ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ｆｅｄ　１５０ｇ·ｄ－１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ｆｅ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ｚ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ｅａｒｌｉｅ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ｓｓ－ｇａｉｎ，ｌａｔｅｒ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ｌａｔｅｒ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ｔｏｔａｌ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ｔｏｔ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ａｉｌｙ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ｇａｉ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ｓｈｅｅｐ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ｇａｉ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ａｌｅ　ｓｈｅｅｐ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ｈｅｅｐ，ｓｅｘ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ｄ　ｎ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ｎ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ｏｆ　ｓｈｅｅｐ　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ｉｓ　ａ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ｍａｓｓ
ｇａｉｎ　ｉｎ　ｓｈｅｅｐ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ｉｎ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ｐｉｎ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ａｒｅａ；Ｔｉｂｅｔａｎ　ｓｈｅｅｐ；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１５－１２－１０　　　　Ｒｅｔｕｒｎｅｄ　２０１６－０３－２１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Ｎｏ．ＸＤＡ０５０７０２０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Ｎｏ．２０１２ＢＡＤ１３Ｂ０１，

２０１４ＢＡＣ０５Ｂ００）；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Ｎｏ．ＫＦＪ－ＳＷ－ＳＴＳ－１７７）；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２０１４
－ＮＳ－１１８，２０１４－ＮＳ－１１２，２０１５－ＳＦ－Ａ４－２）．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ＸＵ　Ｔｉａｎｗｅｉ，ｍａｌｅ，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Ｅ－ｍａｉｌ：９８．ｔｉａｎｗｅｉ＠１６３．ｃｏｍ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ＸＵ　Ｓｈｉｘｉａｏ，ｍａｌ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Ｅｃ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ｌａｔｅａｕ．Ｅｍａｉｌ：ｓｘｘｕ＠ｎｗｉｐｂ．ｃａｓ．ｃｎ

ＪＩ　Ｈａｎｚｈｏｎｇ，ｍａｌｅ，ｓｅｎｉｏｒ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ａｇｒｏｓｔｏｌｏｇｙ．Ｅｍａｉｌ：９７３１５７０４６＠ｑｑ．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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