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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华西牛”肉牛新

品种发布会在云南昆明举行。

“华西牛”是历经43年的杂交改

良和持续选育，形成了当前体

型外貌一致、生产性能较突出、

遗传性能稳定的专门化肉用牛

新品种。该品种的育成打破了

当前我国肉牛核心种源严重依

赖进口的局面。

2021年12月，经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由中国

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

所主导培育的“华西牛”获得国

家畜禽新品种证书。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李

俊雅研究员介绍：“‘华西牛’既

适应我国的牧区、农区以及北

方农牧交错带，也适应南方草

山草坡地区。成年公牛体重达

900公斤，成年母牛550公斤以

上 ，屠 宰 率 62.39％ ，净 肉 率

53.95％，平均育肥期日增重达

1.36公斤，主要生产性能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当前，我国已成为养牛大国，

更是一个牛肉消费大国，每年还

需从国外进口200多万吨牛肉。

目前，我国肉牛生产群体中占比

65％的西门塔尔牛杂交群体的供

种长期依赖国外，核心种源的对

外依存度高达70％，制约了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有

关负责人指出，“华西牛”是种

业翻身仗的代表性成果，是我

国大动物育种历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是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种

业振兴行动方案》取得的标志

性成果。在种群性能上，“华西

牛”新品种生产性能优异，具有

生长速度快，屠宰率、净肉率

高，繁殖性能好，适应面广等特

点，与国外主要品种性能持平；

在核心技术上，“华西牛”突破

了基因组选择技术的封锁，研

发了专门化育种芯片，并在育

种实践中应用；在组织机制上，

“华西牛”成立了育种联合会并

以实体形式运行，有机整合了

育种企业、科研机构等优势单

位力量，加速了选育进展。

据介绍，未来还将对“华西

牛”持续选育，使其生产性能进

一步提高，为我国肉牛主导品

种核心种源国产化提供重要保

障，满足肉牛种业内循环需

求。李俊雅介绍，根据预计，到

2025年，“华西牛”每年可提供

进站采精公牛400头左右，我国

肉 牛 自 主 供 种 率 将 提 升 到

70％。到2027年，每年提供优

秀种公牛将达到500头以上，自

主供种率将达到80％，实现核

心种源自主可控。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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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半干旱地区
干旱半干旱地区指属于干旱气候的

地区，约占陆地面积的30%，通常将年降水

量在200mm以下的地区称为干旱区，年降

水量在200—500mm之间的地区称为半干

旱区。一般研究的干旱区（arid area）是二

者的总称。干旱区多风沙，云量少，日照

强。水分不足是限制植物生长的主要因

素。由于热量充足，当利用灌溉供水与加

以施肥时，有可能成为高产地区。

我国干旱地区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高

原西部和青藏高原西北部，占国土面积的

31%，这些地区多荒漠，以发展绿洲农业

和牧业为主；半干旱地区分布在内蒙古高

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大部分，这些地

方多草原，以发展灌溉农业和牧业为主。

（据科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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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在陕西杨凌初心现代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葡萄产业园里，一排排整

齐的葡萄架下，一串串“阳光玫瑰”葡萄

如绿水晶般透亮圆润，令人垂涎欲滴。

工人们正忙着进行葡萄套袋工作，再过

十几天“阳光玫瑰”就迎来了上市期。

近年来，该公司集葡萄种植技

术、研发推广及服务于一体，大力推

动葡萄产业发展，建成连栋大棚 39

座，种植“阳光玫瑰”120亩，年实现经

济效益30余万元。今年，园区葡萄产

量将达 36 万斤，产值预计达 450 万

元，公司将“阳光玫瑰”做成了增收致

富的“阳光产业”。

全媒体记者 谷幸 仵佳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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