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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门塔尔牛选育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西门塔尔牛选育的选种及选配的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疆区域内中国西门塔尔牛场中种公牛及种母牛的选育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66—2003   中国西门塔尔牛 

DB65/T 4460—2021  中国西门塔尔牛遗传评定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系谱  pedigree 

指记录牛各世代成员数目、亲属关系以及有关遗传性状或遗传病在该家系中分布情况的图示。记载

品种牛个体血统来源的育种文件。 

 3.2 

后裔测定  progeny testing 

指根据后裔的生产性能测定记录、体型鉴定评分以及繁殖、健康、长寿性等功能性状数据，使用特

定的统计分析方法估计各性状的育种值，并以此为基础计算选择指数，评定公牛种用价值的技术过程，

是家畜选种的重要方法之一。 

 3.3 

遗传评定  genetic evaluation 

评估个体单个或者多个性状的遗传价值的过程。 

 3.4 

中国肉牛基因组选择指数  genomic china beef index 

国家肉牛遗传中心根据国内肉牛育种数据的实际情况，选取产犊难易度、断奶重、育肥期日增重、

胴体重、屠宰率共五项指标进行基因组评估，基因组估计育种值（GEBV）经标准化后，通过适当的加权，

得到的数值中国肉牛基因组选择指数。 

 3.5 

基因组估计育种值  genomic estimated breeding value 

利用统计学原理和方法，通过表型值和个体间的亲缘关系进行估计，由此得到的估计值称为基因组

估计育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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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中国肉牛选择指数  china beef index 

国家肉牛遗传中心根据国内肉用种公牛育种数据的实际情况，选取出生重、6月龄重、18月龄重、

体型评分四项指标进行遗传评估，各性状估计育种值经标准化后，按10:40:40:10的比例进行加权，得

到的数值为中国肉牛选择指数。 

 3.7 

育种规划  breeding program 

科学、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采用各种育种措施，以实现特定育种目标的过程。 

 3.8 

近交系数  inbreeding coefficient 

根据近亲交配的世代数，将基因的纯化程度用百分数来表示即为近交系数，也指个体由于近交而造

成异质基因减少时，同质基因或纯合子所占的百分比。 

   

  Fx = ∑ (
1

2
)

N
× (1 + FA)      ····················································  (1) 

式中： 

Fx——选配产生后代的近交系数； 

N ——父亲和母亲到共同祖先的世代数。 

FA——共同祖先的近交系数； 

4 选种 

公牛的选种 4.1 

4.1.1 公牛选种条件 

按照 GB/T 19166—2003的规定，对公牛个体外貌进行等级评定，选择评定分值在 80分以上的公牛。

再根据系谱选择、后裔测定或中国西门塔尔牛遗传评定择优选择，也可利用国家肉牛遗传中心发布的中

国肉牛基因组选择指数（GCBI）或中国肉牛选择指数（CBI）择优选择。 

4.1.2 公牛各阶段生长发育体尺体重 

后备公牛各阶段生长发育体尺体重应符合表1界定的数值。 

表 1 后备公牛各阶段体尺体重选育参考值 

年龄 
体高 

cm 

体长 

cm 

胸围 

cm 

管围 

cm 

体重 

kg 

出生 ─ ─ ─ ─ 47 

3 月龄 ─ ─         ─ ─ 112 

6 月龄 105 119 136 19 227 

12 月龄 131 155 187 21 367 

18 月龄 137 166 203 23 588 

24 月龄 141 171 208 24 949 

4.1.3 公牛产肉性能 



DB 65/T 4697—2023 

3 

备选公牛产肉性能根据背膘厚，眼肌面积两项指标数据确定。具体数值应符合表2中界定的数值。 

表 2  公牛产肉性能指标参考值 

性别 
背膘 

mm 

眼肌面积 

cm
2
 

18 月龄公牛 12.02 52.40 

母牛的选种 4.2 

4.2.1 母牛选种条件 

按照 GB/T 19166-2003 的规定，对母牛个体外貌进行等级评定，选择评定分值在 75分以上的母牛。

再根据系谱选择或中国西门塔尔牛遗传评定择优选择。 

4.2.2 母牛各阶段生长发育体尺体重 

备选母牛各阶段体尺体重应符合表 3中界定的数值。 

表 3  母牛各阶段体尺体重参考值 

年龄 
体高 

cm 

体长 

cm 

胸围 

cm 

管围 

cm 

体重 

kg 

出生 ─ ─ ─ ─ 40 

3 月龄 ─ ─ ─ ─ 94 

6 月龄 104 120 139 16 228 

12 月龄 123 147 175 18 427 

18 月龄 132 161 198 21 577 

24 月龄 135 174 208 22 657 

4.2.3 母牛产乳性能 

备选母牛的产奶量应符合 GB/T 19166—2003的规定，各胎次的产奶量每增加 1000 kg，乳脂率可

降低 0.1％。母牛各胎次产乳性能下限指标应符合表 4 给出的数值。 

表 4 母牛各胎次产乳性能下限指标 

胎次 
平均产奶量 

kg 

平均乳脂率 

％ 

平均乳蛋白率 

％ 

一胎 4500 4.1 3.4 

二胎 4700 4.1 3.4 

三胎 4800 4.1 3.4 

四胎 4900 4.1 3.4 

4.2.4 母牛产肉性能 

备选母牛产肉性能根据背膘厚，眼肌面积两项指标数据确定。具体数值应符合表 5中界定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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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母牛产肉性能指标参考值 

性别 
背膘 

mm 

眼肌面积 

cm
2
 

18 月龄母牛 10.90 42.92 

母牛核心群的建立 4.3 

4.3.1  根据育种目标的要求，选择在群 30％以上优秀成年母牛和 10％以上优秀青年母牛作为核心群。 

4.3.2  每年 10月将全场成年母牛及后备母牛按谱系进行分类，结合外貌鉴定、生产性能测定，对全场

母牛进行分析排队，确定核心牛群。 

5 选配 

 制定育种规划 5.1 

根据本地需要并结合当地自然资源和市场需求，拟订育种规划西门塔尔牛中长期育种规划以 5年～

10 年为期，以 5 年为宜，便于操作和实施，并根据实施情况和选育效果随时调整育种措施，修改完善

育种计划。 

 选配条件 5.2 

5.2.1 根据母牛个体性状，择优选择公牛进行配种。选配时首先选择体系外貌和生产性能优秀的个体，

计算近交系数，再根据选配方法见 5.3选择突出性状进行配种。 

5.2.2 选用公牛的质量应高于与配母牛的质量。即公牛生产性能和外貌等级高于与配母牛的等级。 

5.2.3 优秀公、母牛采用同质选配，品质较差母牛采用异质选配。但是不应选择相同缺陷或不同缺陷

的交配组合。 

5.2.4 近交系数应≤0.04。 

选配方法 5.3 

5.3.1 同质选配 

选用性状相同、性能表现一致，或育种值相近的优秀公母牛交配，以期获得与亲代品质相似的优秀

后代。 

5.3.2 异质选配 

异质选配有两种方法，如下： 

a) 选择具有不同优良性状的公母牛相配，以结合不同的优点，获得兼有双亲不同优点的后代。 

b) 选择同一性状但优劣程度不同的公母牛相配，以优改劣，以期后代品质得到改进及提高。 

5.3.3 亲缘选配 

根据家畜间的亲缘关系进行选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