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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牛种质资源个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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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查阅文献、现场调查、取样分析等手段，从南阳牛的基本情况、群体情况、生理生化指标、种

质基本特征描述、体尺、体质量、繁殖性能、生产性能、遗传指标、饲养管理等方面对南阳牛种质资源进

行个性描述。在对南阳牛种质资源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南阳牛的研究开发及主要利用方向，在保

持南阳牛种质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提高南阳牛的饲料报酬、体质量增加速度以及产肉、产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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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牛原称南阳黄牛，其中心产区在豫西南的

南阳盆地，经过长期驯化而成。南阳牛体格高大、四
肢端正、蹄质结实、行动迅速、肉质细嫩、耐粗饲、适

应性强、遗传 性 稳 定，通 过 畜 禽 种 质 资 源 标 准 化 整

理、整合及共享试点项目的实施，对南阳牛种质资源

进行全面、统一、科学、完整地收集和整合，以对其进

行有效保护和合理高效开发利用，实现南阳牛种质

资源的充分共享和可持续利用。

１　基本情况

１．１　主产区及分布

南阳牛为役肉兼用型品种，原产于河南省南阳市

的宛城、唐河等８县（区），主要分布于南阳市的宛城、卧
龙、唐河、邓州、新野、镇平、社旗、方城等８个县市区和

驻马店、平顶山、周口、洛阳、许昌等周边地区。

１．２　形成历史

南阳牛的形成是遗传因素、生态环境条件、人为选

择和社会经济条件长期作用的结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初期提出了“南阳黄牛”这一品种名称。国家标准总局

于１９８１年３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南阳

牛》（ＧＢ　２４１５－８１），２００８年又进行修订发布。

１．３　主产区自然生态条件

１．３．１　地 貌 与 海 拔　南 阳 牛 分 布 区 域 位 于 东 经

１１０°５８′～１１３°４９′，北纬３２°１７′～３３°４８′；中心产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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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 盆 地 地 貌 多 平 原，少 山 地 丘 陵，海 拔 ４８～
２　４００ｍ。

１．３．２　气候　南阳盆地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

季风型大陆性气候，降雨量大。最近５ａ来，最高温

度３８．４℃，最低温度－８℃，平均温度１５．５℃，湿

度７４．５％，无 霜 期 ２００～２４０ｄ，降 水 量 ７００～
１　２００ｍｍ，雨季 集 中 分 布 在６－８月。冬 季 平 均 风

速７．０～１０．０ｍ／ｓ，风 力４～５级，风 向 以 东 北 风 为

主；夏季平均风速９．０～１２．０ｍ／ｓ，风力５～６级，虽

然西南 风 活 动 频 繁，但 以 东 北 风 为 主。年 蒸 发 量

１　７００ｍｍ。

１．３．３　水源与 土 质　当 地 水 质 属Ⅱ类，ＣＯＤ值 为

１０．０ｍｇ／Ｌ，ｐＨ 值 为７．０。土 壤 有 黏 土 类、砂 壤 类

和砂碎土，土质属酸性，ｐＨ值为６．５～７．０。

１．３．４　农作物条件及利用　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
米、红薯、高粱、碗豆、蚕豆、黑豆、黄豆、水稻、谷子、
大麦等，可提供饲料粮１５０万ｔ／年、饲用饼粕２０万

ｔ／年。有大量的草 山 牧 坡，草 场 面 积９７万ｈｍ２，林

地面积６５万ｈｍ２。牧草品种丰富，主要有白草、荩

草、茅草等。

１．４　种质适应性及疾病感染情况

南阳牛对自然生态条件适应性很强，耐粗饲，在
比较粗放的饲养管理条件下即可发挥出较好的生产

潜力。其对疾病的抵抗力较强，基本上无大规模的

疫情发生。

１．５　功能特性及主要用途

南阳牛耐粗饲、肉质好、板皮优质、抗逆性强，在
当地的主要用途是役肉兼用。

２　群体情况

据南阳市２００５年年底统计，南阳牛群体总数约

１９１．８万头，其 中 成 年 公 牛２１．３万 头，用 于 配 种 公

牛数１　２００头；母牛７９．３２万头，用于繁殖母牛数量

１９．００万头，用 于 杂 交 母 牛 数 量６０．３２万 头。育 成

牛数量：公 牛１０．０万 头，母 牛３４．５４万 头；犊 牛 数

量：公牛２１．２４万头，母 牛２５．４万 头。保 种 场 南 阳

市黄牛良种繁育场核心群有３３０头。

３　生理生化指标

南阳牛体 温 平 均３８．４℃，脉 搏 数６５次／ｍｉｎ，
呼吸数１６次／ｍｉｎ。红 细 胞 平 均 体 积（ＭＣＶ）４０～
６０ｆｌ，血液中球蛋白含量４０ｇ／Ｌ，血球比容量（ＰＣＶ）

３６．０％，红细 胞 平 均 Ｈｂ量１１～１７ｐｇ，红 细 胞 计 数

６９９．２万个／ｍｍ３，白细胞计数７　５２６个／ｍｍ３，血清总

蛋白含量８９．０ｇ／Ｌ。

４　种质基本特征描述

４．１　被毛及皮肤颜色

南阳牛头部、颈部、身躯、背线、尾部被毛多呈黄

色，占９３％，红色、草 白 色 较 少，四 肢 及 五 官 周 围 为

白色。皮肤颜色为白色。

４．２　头部特征

公牛头部雄壮方正、多微凹，颈短厚稍 呈 弓 形；

母牛头部清秀、较窄长，多凸起，颈薄呈水平状，长短

适中。颈侧多皱纹，颈垂、胸垂较大。角型 较 多，按

形状分为萝卜角、扁担角、丸角、平角和大角等；按其

生长方向分为迎风角、顺风角、直叉角、扒头角和垂

角等。

４．３　体形外貌特征

南阳牛体格高大，体质结实，肌肉发达，结 构 紧

凑，肩部宽厚，腰背平直，肢势正直。公牛肩峰隆起

８～９ｃｍ，前躯发达；母牛中躯发育良好。皮薄毛细。

按体型大小和四肢长短可分为高脚牛、矮脚牛和短

脚牛３种类型。

５　体尺、体质量

南阳牛 成 年 公 牛 平 均 体 高１３９．６ｃｍ，体 斜 长

１４７．８ｃｍ，体 质 量 ４９０．８ ｋｇ；成 年 母 牛 体 高

１３１．０ｃｍ，体斜长１４０．８ｃｍ，体 质 量４１３．６ｋｇ。南

阳牛的详细体尺、体质量指标见表１。

表１　南阳牛的体尺、体质量

测定项目 测量指标 公牛 母牛

体尺／ｃｍ 成年牛体高 １３９．６　 １３１．０

成年牛体斜长 １４７．８　 １４０．８

成年牛胸围 １８０．８　 １７０．９

成年牛胸深 ７６．４　 ６３．５

成年牛胸宽 ４５．３　 ３５．０

成年牛管围 １９．４　 １７．５

成年牛臀端宽 ２９．６　 ２５．１

成年牛腰角宽 ４９．１　 ４２．２

成年牛尻长 ５６．３　 ４７．９

体质量／ｋｇ 初生体质量 ３１．２　 ２８．６

哺乳期日增质量 ０．７３　 ０．６７

断奶体质量 １１６．２　 １０７．６

成年体质量 ４９０．８　 ４１３．６

６　繁殖性能

６．１　公牛繁殖性能

公牛初情期为１０～１２月 龄，性 成 熟 期 为１６～
１８月 龄，适 时 配 种 期 为３６月 龄；每 次 射 精 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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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ｍＬ，精子 密 度８～１０亿 个／ｍＬ，精 子 活 力０．７８。
自然配种条件下，１个配种季节每头公牛本交配 种

状态下可承担的配种母牛数为１５０头；人工授精条

件下，健康公牛一次射精量经过稀释后能够用于授

精的母牛数量为１３０头。配种方式百分比例：自然

交配２１．７％，人 工 授 精７８．３％ 。一 般 利 用 年 限６
ａ，生命周期１０～１２ａ。

６．２　母牛繁殖性能

母牛初情期为８～１２月龄，一年四季皆可发情，
以春季最多，发情周期１８～２５ｄ，平均２１ｄ，发情持

续时间２４～７２ｈ。适时配种期为１８～２４月龄，妊娠

期平 均２８６ｄ，产 犊 率７０％～８５％，犊 牛 成 活 率

９５％。一般利用年限是１２ａ，生命周期１５ａ。

７　生产性能

７．１　产肉性能

南阳牛的屠宰日龄为１８～２４月龄，宰前体质量

４３５．３ｋｇ，胴体质量２４０．２ｋｇ，净肉质量１９８．０ｋｇ；
屠宰率５５．３％，胴体净肉率８２．４％。

眼肌面积９２．６ｃｍ２；腰部脂肪厚０．４４ｃｍ，腰部

肌肉厚４．９ｃｍ，背 部 脂 肪 厚０．３６ｃｍ，大 腿 肌 肉 厚

２３．６ｃｍ。骨肉比１∶４．６７，肌肉ｐＨ值为６．５，肉色

红色，熟肉率６０．３％，肌 肉 失 水 率２５％。肌 肉 主 要

化学 成 分：水 分６５．５％，干 物 质３４．５％（蛋 白 质

１７．６％、脂肪１５．７２％、灰分１．１８％）。

７．２　乳用性能

乳房呈碗状，３０５ｄ产 乳 量６００～８００ｋｇ，乳 脂

率４．５％～７．５％，泌 乳 期２００ｄ。乳 的 成 份 主 要 包

括：水分８３％、蛋白质４．０％、脂肪５．０％、乳糖６％、
灰分０．８％，其他成分１．２％。

７．３　生产性能水平

南阳牛产乳性能中等，产肉性能高，皮张厚。厚

度为７ｍｍ，干皮质量１９ｋｇ，皮张面积２５　２００ｃｍ２。

８　遗传指标

８．１　血液蛋白型分析

１９９０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进行了南阳牛血液蛋白型分析发现，南阳牛白蛋白

基因 频 率：ＡｌｂＡ　３９．３９，ＡｌｂＢ　６０．２３，ＡｌｂＣ　０．３８，

ＡｌｂＤ　０．００，ＡｌｂＸ　０．００，ＡｌｂＹ　０．００；血 红 蛋 白 基 因

频率：ＨｂＡ　０．６８８　０，ＨｂＢ　０．０３３　８，ＨｂＣ　０．２７８　２，

ＨｂＤ　０．０００　０；血液蛋白型属Ａｌｂ及其他型。

８．２　分子遗传多样性分析

２００８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等单

位进行了南阳牛的分子遗传多样性分析［２］。采用的

主要分析技术有ＲＦＬＰ、微卫星、ＳＳＲ、ＳＣＣＰ等。分

析结果有以下２点：（１）研究了南阳牛４２个重要功

能基因，其中３８个基因为首次在牛上开展研究。在

检测的１２３个位点中，发现南阳牛有８２个基因位点

存在多态性；共发现１０６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其
中７２个为首次发现。找到了南阳牛１６个功能基因

的３７个位点可作为分子标记，其中２３个位点属首

次发现［１］。（２）在分子水平上，从母系和父系揭示了

南阳牛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及其普通牛和瘤牛混

合起源等种质特性，发现了２个能用于南阳牛（♂）
种质来源鉴定的特异性Ｙ－染色体微卫星标记。

南阳牛Ｎｅｉ遗传多样性 指 数 为０．１５９　７，ｓｈａｎ－
ｎｏｎ’ｓ遗传 多 样 性 指 数 为０．２７０　３。种 群 总 的 遗 传

多样性为０．１６３　７，种群内的遗传多样性为０．１３０　５，
种群的基因分化系数为０．２０２　８，种群间的基因流为

１．９６５　３［２］。

８．３　基因组序列测定

２００８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进行

了南阳牛线粒体ＤＮＡ　Ｄ－ｌｏｏｐ、Ｃｙｔｂ基因 序 列 和 功

能基 因 序 列 的 研 究。共 向 ＧｅｎＢａｎｋ数 据 库 提 交

７７条ＤＮＡ 序 列，其 中 南 阳 牛 功 能 基 因 新 序 列

５８条［３］。

９　饲养管理

９．１　饲养方式及饲养水平

南阳牛饲养方 式 多 以 舍 饲 为 主，山 丘 地 区４－
１０月份实行 白 天 放 牧、夜 间 补 饲。饲 养 水 平 先 进，
以粗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部分育肥场使用玉米青

贮。一般成年牛日喂粗料４．０～７．５ｋｇ、精料０．５～
１．０ｋｇ。南阳牛性 情 温 顺，耐 粗 饲，易 管 理，较 少 发

生难产，育成率高。

９．２　保种和利用计划

在南阳市黄牛良种繁育场育种中心建立保种核

心群，分场建立保种群，在南阳市的主要分布区建立

保种区，在保种区内开展本品种选育。向基地农户

开展技术服务，培育和开拓市场，实施市场推动。

９．３　种质登记制度

１９５３年，南 阳 市 黄 牛 良 种 繁 育 场 开 始 品 种 登

记。２００２年，报农业部待批的《南阳牛国家标准》明

确规定了南阳牛良种登记条件、良种登记办法以及

良种登记申请表内容。目前，已在部分县（区）进行

良种登记。在南阳牛保种区内，开展南阳牛良种登

记，平均每年登记５　０００头以上，并对良种登记的母

牛所生后代择优登记，特优的纳入核心群，母牛作为

后备牛，公牛进行性能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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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对种质的评估

１０．１　遗传特点

南阳牛耐粗饲、肉质优良、皮板致密、体质强健、
遗传稳定、适应性强。

１０．２　种质资源优缺点

南阳牛的优点：体格高大、肌肉发达、结构紧凑、
皮薄毛 细、四 肢 端 正、蹄 质 结 实、行 动 迅 速、肉 质 细

嫩、肌纤维细、味道鲜美，耐粗饲，适应性强，遗传性

稳定。缺点：在同等条件下，饲料报酬、体质量增加

速度、产肉、产乳量等比国外肉用品种差。

１０．３　研究开发及主要利用方向

今后，南阳牛的研究开发及主要利用方向是在

保持南阳牛种质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提高饲料报酬、

体质量增加速度以及产肉、产乳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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