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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养殖

南方黄牛的林牧复合家庭农场养殖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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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南方地区林多地少，经济发达，人们对牛肉的需求量大、品质要求高。文章就

南方黄牛的林牧复合家庭农场养殖模式进行探讨。介绍了南方黄牛的饲养管理要点，并根据

南方地貌气候特点对林牧复合家庭农场养殖模式在南方黄牛养殖中的具体内容、意义、现状及

推广建议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以期提升、凝炼南方黄牛的养殖新模式，并较好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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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黄牛是中国黄牛三大类型之一，产于中国

南方各省。南方黄牛具有体躯小、肌肉丰满、肉质鲜

嫩、耐粗饲、耐热、善于爬山等特点。南方黄牛传统

上主要以役用为主，随着农业现代畜牧业的发展，黄
牛多向肉用或肉乳兼用方向发展。同时，中国南方

地区随着生态养殖模式的不断升级，以往粗放式的

养殖模式急需转型升级。结合中国南方地区山多林

多、农林资源丰富的地域特点，发展现代化林牧复合

家庭农场养殖模式变得尤为迫切。

１　南方黄牛的饲养管理

１．１　行为特点

南方黄牛的放牧行为受草场或林地面积影响，

通常面积越大，行走距离越远；较热、有风时行走距

离延长，在老放牧地行走的距离比新放牧地远１倍。

南方黄牛具有很强的合群性，放牧时喜成群结队在

牧场采食、游走，夜间结群圈地卧息［１］。组成群体初

期有互相打斗的现象，但是短时间后就能合群。牛

群经过争斗会建立优势序列，优势者在各方面都占

有优 先 地 位。因 此，放 牧 时 牛 群 不 宜 太 大，一 般 以

７０头以下为宜。已组群的黄牛也不宜经常换群，否

则影响牛的 辨 识 力，增 加 争 斗 次 数，同 时 影 响 其 采

食。分群时应考虑到牛的年龄、健康状况和生理状

态，以便进行统一的饲养管理。南方黄牛的行为特

点适宜适度规模或者小规模的养殖模式，这一特征

非常符合中国南方地区家庭农场经营模式。

１．２　管理要点

因南方黄牛具有耐热、善于爬山等特点，非常适

合在南方山区饲养，其养殖模式可采用放牧或放牧

与舍饲、补饲相结合的方式。不论哪种饲养模式，为
满足黄牛的营养、生理需要，首先要提供足够的粗饲

料，满足瘤胃微生物的活动，并根据不同类型、生产

水平、生理阶 段、生 产 目 的 和 经 济 效 益 合 理 配 合 日

粮。日粮应营养全价，种类多样，在营养物质作用互

补的同时提高适口性，促进食欲。犊牛要及早哺足

初乳，确保健康；及早补充精料和优质青干草，促进

瘤胃机能发 育，加 强 犊 牛 对 外 界 环 境 的 适 应 能 力。

育成牛日粮以粗饲料为主，并根据生产目的和粗饲

料品质，合理补饲精饲料。育肥牛在减少酸中毒风

险的前提下以高精饲料日粮为主进行肥育。繁殖母

牛需要在妊娠后期进行补饲，以保证胎儿后期正常

的生长发育［１］。



每日定时定量饲喂，使牛形成良好的条件反射，
增加唾液分泌，使瘤胃微生物有良好的生活环境，提
高饲 料 消 化 利 用 率。一 般 黄 牛 宜 早、中、晚３次 饲

喂，母牛可日喂２次。如果随意打乱饲喂时间或改

变日粮组成，就会引起饲喂过程中出现反刍现象，影
响牛的采食、反刍、休息等正常生理规律。在放牧与

舍饲转换过程中要遵循逐渐转变原则。因牛啃食低

草能力差，由 冬 季 舍 饲 转 入 春 季 放 牧 时 不 宜 太 早。
开始每天可放牧２～３ｈ，逐 渐 增 加 放 牧 时 间，最 少

１０ｄ后才能全部转入放牧。突然实行放牧、由干草

改青草，牛容易发生腹泻和胀腹，消化功能紊乱。开

始放牧后，晚 间 一 定 要 补 饲 干 草 或 秸 秆，膘 情 差 的

牛、怀孕牛、哺乳牛还应配给精饲料０．５～１ｋｇ。同

样，放牧转入舍饲也要循序渐进。改变日粮组成也

是如此。饲养 时，遵 循“少 给 勤 添，精 心 喂 养”的 原

则，并保证充足、清洁的饮水，保证牛体、饲具以及牛

栏的清洁，减少疾病的发生［１］。

２　林牧结合养殖模式

２．１　林牧复合养殖模式的背景

中国南方地区平原、盆地、高原、丘陵交错分布，
山区、丘陵比重大，耕地资源不足，限制了草原或种

植业的发展，对于种草养牛模式也有很大限制。但

南方地区经 济 发 达，对 高 档 牛 羊 肉 需 求 量 大，偏 爱

“放养”的畜产品，并且南方山区丘陵、草坡众多，采

取林业资源利用和黄牛养殖相结合的林牧复合养殖

模式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可走“林－饲－畜－肥－林”的

生态循环之路，具体见图１。

图１　南方黄牛林牧复合养殖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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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模式运用生态循环工程技术，实现林业副产

物、粪便的综合利用，避免农林废弃物随意丢弃、燃

烧以及粪便清理、运输造成的污染［２］。粪便 经 处 理

后成为很好的有机肥，不施用化肥，保证有足够的有

机物和营养物质归还土壤，土壤肥力不断提高。该

模式操作运行便利，粪便处理投入成本不高，对于南

方山区的养殖户来说，该模式可以在充分利用山林

与地势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他们的收入，带动

该地区特色生态养殖业的发展。

２．２　林牧复合养殖模式要点

林牧复合养殖模式可从下面３个层次理解：（１）
林牧复合生态系统可提高空间和物质的利用率，增

加土地边际生产力，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

益；（２）是在同一土地经营单位上将林业、草地和牧

业组合在一起的复合生态系统，利用林业、草地、牧

业之间的竞争和适应关系创造出比纯林或纯草经营

较高的生产力；（３）是一种土地利用的特殊技术和经

营体系，在实际生产中因地制宜，并将林牧复合养殖

模式纳入农林复合生态系统的大体系中，以求达到

最高的综合效益。
实行林牧复合对保持生态平衡、提高土地使用

效益、减少养殖成本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较强的现

实意义。养殖和植树造林相得益彰，不仅可以改善

土壤环境，提高植树成活率，增加林业产出和收入，
同时可提供绿色、无公害的畜禽产品，加快畜牧业结

构调整，促进畜牧业发展。林牧业一体化可以形成

林牧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但是，目前的

林牧复合养殖模式多集中在家禽饲养，在家畜养殖

中体现较少。就南方地区而言，南方黄牛作为一种

节粮型食草家畜，耐粗饲放牧，运用林牧复合养殖模

式开展特色养殖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林牧复合养殖模式的关键点是熟悉当地自然生

态系统中常见的黄牛可采食的乔木、灌木和饲草的

种类，木本饲料和牧草种植相结合，掌握这些作物组

合栽培的技术要点。其中林业饲料指树叶、树籽、嫩
枝和木材加工副产物等。据估算，每年树叶产量约

５亿ｔ，具有较高饲用价值的各种树籽约１００万ｔ（其

营养价值相当于饲料粮），间伐和主伐后残留在林地

或伐区上的嫩枝１亿ｔ。按照饲料来源不同，林牧复

合养殖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１）林－牧型：由饲料树

组成，其幼嫩枝叶被牲畜直接采食或采割后作饲料，
林下很少或没有草本植被，最大特征是乔木或灌木

由饲料树种组成，并且在系统中林木是饲料的主要

提供者；（２）林－草－牧型：乔木或灌木下有牧草（天然

或栽培），牧草采收后喂牲畜或直接放牧，这种类型

还包括在原有草原或草地上种植乔木或灌木等木本

植物；（３）林业副产物－畜牧型：中国南方地区经济林

资源丰富，因此林业副产物也有相当部分可开发作

为饲料资源，例如笋壳、竹叶、茶渣、桑叶、桑枝、果渣

等均是优质的牛羊饲料［３］，合理利用林业副产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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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能节约大量饲料成本，如果通过青贮、制粒、发酵

等技术还可进一步提高饲料品质、延长保存期，为黄

牛在冬季枯草期提供青粗饲料［４］。
开展杂交、筛选组合，引入利木赞、夏洛来、西门

塔尔、安格斯等优良肉牛精液与南方黄牛杂交，可明

显提高南方黄牛的增重效果。对于体型较小的品种

建议先用安格斯牛杂交，再与夏洛来、利木赞等牛进

行杂交；而对于个体中等以上的母牛可直接用夏洛

来、利木赞、西门塔尔牛杂交［５］。根据养殖场的条件

可实行犊牛早期断奶技术以减少饲养成本，提高犊

牛免疫力并提高牛的生长速度［６］。据报道，杂 交 牛

通过 饲 喂 代 乳 料 结 合 早 期 断 奶 技 术 可 在３５ｄ断

奶［７］。３～４月龄犊牛可采用粗蛋白含量为２０％的

开食料，有利于犊牛的生长发育［８］。
另外，林牧 复 合 也 需 要 注 意 种 养 的 互 作 关 系。

李志刚等［９］研究表明，适宜的放牧强度可促进牧草

生长、提高草地生产力，而且适度的林分郁闭度也并

未造成草地的明显减产，说明林草牧复合经营模式

具有很大的推广潜力。但是，如果饲草品种单一，营
养不全面，会造成牛消化系统功能障碍，导致生产成

本加大，生产周期延长，生产性能下降。推广应用林

业副产物青贮、微贮饲草调制技术以及补饲技术等，
可提高黄牛饲料的营养均衡性，增加日增重。从动

物福利角度来看，林牧复合这一养殖模式在提高黄

牛肉用化方向发展的同时保证黄牛的健康和繁殖性

能，是生产绿色生态食品的有效措施。

３　林牧复合家庭农场

３．１　发展家庭农场的意义

家庭农场一词最早源于欧美，在中国类似于种

养大户的升级版，不过一直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直到２０１３年，“家庭农场”的概念首次在中央一号文

件中出现，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家庭农场以追求效益最大化

为目标，使农业由保障功能向盈利功能转变，克服了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弊端，商品化程度高，能为社会

提供更多、更丰富的农产品。中国现有的一些家庭

农场大多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

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

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或者是以农

村合作社作为一个平台，以土地或以畜禽入股的方

式进行一个整体的运行流转。家庭农场在坚持农业

经营的农户特性基础上，实现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
企业化、专业化，增强了农户的市场竞争力。

家庭农场结合林牧复合的发展模式对于中国南

方地区的中小型散养殖户来说具有一定优势。中国

南方地区人口密集，经济发展迅速，人们对优质肉类

产品的需求大，特别是牛羊肉需要从北方地区大量

调入或依赖进口，但是当地由于林多地少、常规饲料

资源缺乏，发展大型规模化养殖难度较大。加强南

方地区草食畜禽养殖，增加本地区的肉类供应对于

稳定经 济 发 展 和 提 高 居 民 生 活 水 平 非 常 必 要［１０］。
因此，必需要有与南方气候地域特点相适应的生态

饲养模式和适度规模化养殖平衡发展。加之城市就

业形势严峻，通过发展林牧复合的家庭农场养殖模

式，实现环保、高效、节能的新型养殖体系，可以在满

足人们对高档肉产品需求的同时，解决部分人群的

就业，并可带动乡镇的经济发展，缩短城乡差距，符

合当今乡村振兴的大趋势。

３．２　林牧复合家庭农场的模式

结合南方黄牛的饲养管理要点以及南方地貌特

征，可实行如图２所示的林牧复合养殖模式的家庭

农场。在该生态养殖系统中，家庭农场发展定位可

通过南方地区特有的黄牛农耕文化作为引导，加强

游客的文旅、环境和生态意识，让游客亲身体验青贮

饲料、颗粒饲料以及有机肥的制作等，亦可以发展具

有观赏游玩性质的" 儿童欢乐牧场" 、" 林牧复合观光

体验" 等" 农旅结合" 项目。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

高，家庭农场可以采用早期断奶技术培育犊牛，降低

培育成本，提高犊牛健康水平，增加养殖效益。例如

以节约鲜奶、生产小白牛肉为主要目的的犊牛早期

断奶育肥技术生产每千克增重成本为８～１０元，与

国内小白牛肉每千克８０～９０元的昂贵价格相比，生
产的效益相当可观，有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１１］。

图２　南方林牧复合家庭农场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ｌｖｏ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ａｒｍ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３　林牧复合家庭农场的建设

从土地集约利用理论以及土地利用报酬递减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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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可知，农业生产用地在达到某一面积时继续扩大

规模会导致农场的收益减少，在区域内进行农业生

产，既要考虑 经 济 效 益，又 要 考 虑 土 地 资 源 的 稀 有

性。因此，林牧复合家庭农场要兼顾土地集约利用

原理和土地 规 模 经 济 的 原 理［１２］。除 了 因 地 制 宜 种

植作物外，还必须适当控制种植作物的比例，而且根

据土地载畜量养殖适度规模的畜群。鉴于现今国家

精准扶贫的政策，林牧复合的家庭农场养殖模式是

一个适合推广且可发展成产业化的项目。一般的家

庭都有一定规模耕地或山林使用权，开展林牧复合

家庭农场生产的适宜的人口组成一般为３～６人，其
中青壮劳动力一般为２～３人。以个体户带动一个

村、村带乡镇的方式，就可推动这种模式的发展，若

是一味追求大规模、产业化模式，各类成本必然有所

提高，相应的融资、防疫、环境问题自然也随之而来。
以南方典型山区临安市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和

效益为例，全市家庭农场的注册资金总额约２．９１亿

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注册资金为１０６．９９万元，土

地经 营 总 面 积 约１　７６６．６７ｈｍ２，平 均 每 户 为６．５
ｈｍ２ 土地，包括耕地面积和山地面积，其中种养结合

占２０．６％，养殖占３０．２％。一般种植业经营规模比

养殖业的经营规模大，但放养方式的农场多是在山

上，经营面积较大。此外，有部分经营观光农业的家

庭农场，经营土地大部分是山地，规模也较大。这说

明不同类型 的 家 庭 农 场 其 适 度 规 模 的 尺 度 也 不 相

同，需要 根 据 具 体 类 型 来 具 体 分 析［１３］。按 家 庭 人

口、支配土地以及种养模式的不同，适宜的牛群数量

在５０～５００头左右。因南方黄牛主要作肉用，故为

了提高肉产出与质量，可适当提高杂交肉牛的养殖

比例。牛群的年龄结构上，根据南方黄牛的生理特

点，可适当提 高 架 子 牛 的 比 例，缩 短 养 殖 周 期 与 成

本，在适当育肥后屠宰投入产品生产。
通常来说南方林业生产中树叶可占全树重５％

以上，如果充分利用林业副产物，作为饲料部分可占

植物有机质的２０％以上，而树叶类饲料资源蛋白含

量多在１５％以上，可达到中等以上牧草的质量。例

如阔叶林枝 叶 繁 茂，产 叶 量 大，平 均 产 树 叶 量 可 达

４．１ｔ／ｈｍ２。如果是天然草山草坡，可产草８～１２ｔ／

ｈｍ２。因此，不论是林地或是草山草坡，均可提供充

足的饲料资源。据放牧资源量的大小，一般每头牛

需要０．６ｈｍ２ 以上的山坳面积。在补饲的情况下按

每头黄牛每年需要青粗饲料５．５ｔ计，１００头黄牛存

栏的家庭农场 需 配 套 大 约１３４ｈｍ２ 林 地 或６９ｈｍ２

的天然草山草坡比较适宜。如果是管理较好的林地

间作牧 草 或 人 工 牧 草 种 植，则 可 达 到８４～１８０ｔ／

ｈｍ２ 的青绿饲 料，１００头 黄 牛 存 栏 的 家 庭 农 场 需 配

套大约５．２ｈｍ２ 的草场即可。陈微等［１４］通 过 畜 禽

粪便养分含量研究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得出以消纳

氮为依据时，苹果林、葡萄园、梨树林、桃树林等每公

顷可承载的肉牛头数分别为１、３、２、２头；而以消纳

磷为依据时 则 可 承 载 肉 牛 头 数 分 别 为０．４、２、１、１
头。可见如果要实现畜粪还林时需要配置的林地大

于人工牧草种植模式，而类似于天然林地或草山可

承载数。

４　林牧复合家庭农场的发展前景

４．１　发展现状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

大量转移，家庭农场在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得到

发展。如浙江省宁波慈溪市、余姚等市（县）在２００４
年以后，每年新注册家庭农场达１００家 左 右。２０１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以后，浙江省家庭农场呈现蓬

勃发展的态势，截止２０１３年８月中旬，浙江省经工

商注册登记的家庭农场达到６４３８家。陈永富等对

浙江省 慈 溪 市、余 姚 市、海 盐 县、临 安 市 等１３个 市

（县、区）的调查资料分析，１３个市（县、区）经工商注

册登记的家庭农场有２２４１家，其中种植业１５５３家，
占６９．３０％；畜牧养殖业２５９家，占１１．５６％；水产养

殖 业 ２２０ 家，占 ９．８１％；种 养 结 合 １８５ 家，占

８．２６％；休闲观光农业２４家，占ｌ．７％。目前从事种

植业的家庭农场主要集中在蔬菜、水果、干果、水稻

等产业，养殖业主要集中在家禽、水产、生猪以及少

量特种养殖 等 行 业［１５］。而 林 牧 复 合 的 养 殖 模 式 现

在主要用于家禽养殖，将家庭农场养殖模式应用推

广于南方黄牛的养殖中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但是

该模式目前也面临着定义不明、难以规范管理、土地

规模小、雇员素质参差不齐、地域差距明显、发展极

其不平衡等 问 题［１５］。要 推 广 林 牧 复 合 家 庭 农 场 养

殖模式并切实获得极高的经济以及环境效益，发展

精致农业，仍要解决很多的问题。

４．２　推广建议

４．２．１　提高经营人才的素质　家庭农场模式的建

设需要与之对应的人才队伍，应当大力开展农业职

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开展优秀家庭农场的示范工作，
重点培养新型家庭农场主，使其率先发展成为职业

农民。可参照大学生村官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大学

生特别是农业院校的大学生到农村、回家乡，创办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和提高家庭农场经营人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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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增强家庭农场发展后劲。同时，要加强对市、县、
乡主管农业领导的培训，提高行政主管部门人员的

业务能力和理念，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指导家庭农场

的发展。

４．２．２　注重本土品牌文化建设　林牧复合及家庭

农场养殖模式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我们既要积极推

进，又不可贪大求快。建设示范性家庭农场，以示范

促发展，是实现家庭农场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通过建设示范性家庭农场，使广大农民亲自体验兴

办家庭农场 的 好 处，才 能 调 动 更 多 农 民 的 积 极 性。
各级政府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经营主体、生
产规模、基础设施、科技应用、产业化、综合效益等方

面制定相应的标准，切实发挥示范家庭农场的示范

带动作用，确保家庭农场建设成效。同时，中国南方

地区在农耕、民俗、宗教、地理、器物、文学中蕴藏了

大量特点鲜明、独具特色的牛文化，可为家庭农场发

展提供文化底蕴的支撑，符合当今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的趋 势［１６］。各 地 应 当 根 据 地 理 和 动 物 的 特

点从地理标志申报、质量控制、地理标志保护范围等

方面，完善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系统，充分利用地

理标志品牌效应。由于南方黄牛的体型普遍偏小，
在商品群上可向肉用或乳肉兼用型发展。综合以往

的经验，利用安格斯等中小体型国外牛种进行品种

改良，可保证较好的繁殖性能、减少难产率并提高地

方品种的商品性。

４．２．３　加大扶持力度　根据农业规模经济理论的

两种获得途径及产生原因可知，从农业内部规模经

济来看，为降低单位成本，需增加农业产出量，这可

通过扩大土地规模，适量投入物质技术及节省劳动

力等来实现；从农业外部规模经济来看，为了提高农

产品收益，需要良好的市场条件、物质技术服务的改

善和使用以及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良好等，在这方

面政府的支持和投入有着很大的作用。
由于黄牛生长周期长，生产投入资金大，家庭农

场经常遇到资金不够、融资难等问题。因此，在财政

政策方面，要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可提高农资综合补

贴、农业保险补贴、农业基础设施补贴等各种补贴标

准，在项目扶持上向优秀的家庭农场倾斜，保证家庭

农场的稳定。在税收政策上，家庭农场自产自销的

农副产品 视 同 农 民 自 产 自 销 待 遇。在 保 险 政 策 方

面，要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增加保险险种，适当提高

理赔标准，保障家庭农场健康发展。在金融政策方

面，要积极探索不动产以及大型农业机械抵押担保

制度，以解 决 农 民 无 有 效 抵 押 物 和 家 庭 农 场“贷 款

难，找担保更难”的问题。可通过“家庭农场＋互联

网”模式建立信用评级制度，对信用等级高的家庭农

场，应降低贷款门槛，提高授信额度，降低贷款利率

等措施，以提高家庭农场收益［５］。

４．２．４　键全服务体系　家庭农场实现规模经营以

后，在农地流转、农业科技、农业信息、农业信贷、产

品销售等方面的服务需求都将大大增加，迫切需要

健全的社会化服务。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充分

发挥政府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体系、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农地

流转服务体系、资金投入服务体系等服务体系建设，
为家庭农场发展提供信息、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的服

务。鼓励和支持家庭农场积极参加各类农民专业合

作社、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民间组织，提高家庭农

场的组织化 程 度 和 话 语 权，增 强 自 我 服 务 的 能 力。
要深化农技推广体制改革，加快新产品、新技术的引

进及推广工作，指导家庭农场应用先进技术、引进优

质高产新品种、种养新模式，开展标准化生产［１７］。

４．２．５　加强法律保障　综观世界各国家庭农场的

实践，都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如美国在１９７８年颁布

了“农业信贷法”，该法规定以更大限额的低息贷款

帮助低收入的农户，对贷款偿还期的安排则给予更

大的灵活性。中国家庭农场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发

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律依据不足、农民利益

偏低、惠农政策不够等问题，国家层面要尽快相关立

法工作，加强有关家庭农场发展扶持政策，为家庭农

场发展提供法律支撑和保障，为家庭农场发展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１５］。

５　小　结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黄牛的养殖以及牛肉

品质的要 求 越 来 越 高。但 是 南 方 地 区 耕 地 少 林 地

多，优质牧草缺乏，让黄牛养殖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

制约。因此，探索出一种适合于南方的黄牛养殖模

式显得十分必要。林牧复合和家庭农场养殖模式的

应用能有效解决饲料短缺问题、保护环境，还能一定

程度上解决农村人群的就业，对社会、民生都有着极

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１］　王根林，易建明，梁学武，等．养牛学［Ｍ］．第三版．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２０１２：１３－１８．
［２］　徐文 贤．种 养 结 合 是 生 态 农 业 的 一 种 好 模 式［Ｊ］．福 建 环 境，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６－３７．

５７第４期　　　　　　王　翀，等：南方黄牛的林牧复合家庭农场养殖模式研究



［３］　王翀，夏月峰，杨金勇，等．浙江省 经 济 作 物 副 产 物 的 饲 料 化 利

用可行性研究初探［Ｊ］．中国畜牧杂志，２０１６，５２（２２）：７１－７６．
［４］　楼俊杰，茅慧玲，汪海峰，等．笋 副 产 物 的 饲 料 化 利 用 研 究［Ｊ］．

饲料与畜牧，２０１６（１２）：３７－４２．
［５］　何英俊，傅春泉，徐苏凌，等．浙江金华黄牛杂交改良效果初报

［Ｊ］．江苏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２）：１８２－１８３．
［６］　ＣＡＲＲＯＬＬ　Ｊ　Ａ，ＡＲＴＨＩＮＧＴＯＮ　Ｊ　Ｄ，ＣＨＡＳＥ　ＪＲ　Ｃ　Ｃ．Ｅａｒｌｙ

ｗｅａｎ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ｐｈａ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ｎ　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

ｂｅｅｆ　ｃａｌｖｅｓ［Ｊ］．Ｊ　Ａｎｉｍ　Ｓｃｉ，２００９，８７（１２）：４　１６７－４　１７２．
［７］　周振勇，张杨，张金山，等．肉 牛 早 期 断 奶 试 验 研 究［Ｊ］．中 国 牛

业科学，２０１１，３７（３）：２０－２３．
［８］　刁其玉，屠焰．犊牛营养生理研究与定向培育进展［Ｊ］．饲料工

业，２０１３，３４（９）：１－６．
［９］　李志刚，侯扶江，安渊．放牧和光照对林下栽培草地生产力的影

响［Ｊ］．草业科学，２０１１（３）：４１４－４１９．
［１０］　王世琴，张乃锋，屠焰，等．我国南方地区草食畜禽养殖现状及

饲料对策［Ｊ］．中国畜牧杂志，２０１７，５３（２）：１５１－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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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中国牛业科学，２０１５，４１（１）：６１－６７．
［１２］　罗异．大冶市家庭农场经 营 模 式 研 究［Ｍ］．武 汉：华 中 师 范 大

学，２０１６：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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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１３个县、区 家 庭 农 场 发 展 现 状 的 调 查［Ｊ］．农 业 经 济，

２０１４（１）：３－６．
［１６］　昝林森，李 斌 成．中 华 牛 文 化［Ｍ］．北 京：中 国 农 业 出 版 社，

２０１２：７３－１１３．
［１７］　郭庆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功 能 定 位 及 成 长 的 制 度 供 给［Ｊ］．

农业经济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３（４）：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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