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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分析利南牛和利鲁牛的肉品理化性状和营养品质, 为生产实践和进一步选育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研究利木赞牛与利南牛、
利鲁牛的肉品质特性 ,测定利南牛和利鲁牛牛肉的肉色、大理石纹、失水率、熟肉率、嫩度、pH 值、水分、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等理化性状以
及肉品中氨基酸的含量。[ 结果] 结果表明 :利鲁牛较利南牛有更好的商品特性, 其蛋白质含量较高, 脂肪含量较低 ,风味较好 , 其他各方面
指标均很理想, 且必需氨基酸含量及氨基酸总含量均较高, 营养价值比利南牛更加丰富。[ 结论] 利鲁牛的肉品质较利南牛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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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eef Quality of Linan and Lilu Cattle
LI Yan-peng et al  ( College of Ani 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Guangxi University , Nanning ,Guangxi 530004)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e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beef product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nutritional quality of Li nanand Lilu cattle so as to pro-
vide scientific background for production practice and future breedi ng . The study has researched onthe beef quality property of Li mousin, Linan and Lil u
cattle , determi ne the beef color , marbling , dehydrating rate , cooked beef percentage , tenderness , pHvalue , moisture , crude protein , crude fat , crude
ash and other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s well as the amino acid content of beef product . The result showed that Lilu cattle has better commercial prop-
erty than Li nan cattle , it has fairly high content in protein, withlowfat content , good taste and other targets are also opti mal . Lil u cattle have better es-
sential amino aci d content , total amino acid content and better nutritional value than Linan cattle . The conclusionis that Lilu cattle has better beef quality
than Linan cat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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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牛和鲁西牛均为我国地方良种。利木赞牛是原产

于法国的大型肉用品种。近年来各地用利木赞牛对本地黄

牛进行改良, 在提高生产性能和肉品品质方面都取得了一定

的效果。笔者对比分析了2 种杂交黄牛的肉品理化性状和

营养品质, 旨在为生产实践和进一步选育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选取健康的18 月龄利南牛、利鲁牛各4 头, 屠

宰之后取12 ～13 肋骨间背最长肌的肌肉作为分析样品, 迅速

冷冻至- 28 ℃以下, 保存备用。所有测定指标在屠宰后30 d

内完成。

1 .2  肉品理化性状的测定 按照肉牛屠宰试验方案和胴体

评定标准的方法 , 测定肉品的肉色、大理石纹、失水率、熟肉

率、嫩度、pH 值等理化性状。按照实验室方法的相关标准 ,

测定肉品的水分、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等常规成分。

1 .3  氨基酸含量的测定  肉样干燥、脱脂、酸解后用日立

835 - 50 型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测定包括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

氨基酸的含量。

2  结果与分析

表1、2 表明, 利鲁牛较利南牛有更好的商品特性。利鲁

牛蛋白质含量较高, 脂肪含量较低, 风味较好, 其他指标也都

表1 不同品种牛肉理化性状

Table 1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beef fromdifferent breeds

品种

Breeds

肉色评分

Beef color

scores

大理石纹评分

Marbling scores

pH 值

pHvalue

失水率

Dehydrating

rate∥%

熟肉率

Cooked beef

percentage∥%

嫩度

Tenderness

kg

水分

Moisture

%

粗蛋白

Crude protein

%

粗脂肪

Crude fat

%

粗灰分

Crude ash

%
利南牛

Linan cattle
4 .20 3 .28 5 .80 8 .98 56 .14 4 .43 71 .48 21 .27 3 .34 1 .19

利鲁牛
Lilu cattle

4 .25 3 .08 5 .68 6 .15 59 .33 4 .34 72 .26 21 .63 2 .92 1 .24

表2 不同品种牛肉氨基酸含量 mg/ g

Table 2 Amino acid content of beef fromdifferent breeds

品种 赖氨酸( LYS) 蛋氨酸( MET) 苯丙氨酸( PHE) 苏氨酸( THR) 亮氨酸( LEU) 异亮氨酸(ILE) 缬氨酸( VAL) 甘氨酸( GLY) 酪氨酸( TYR) 组氨酸( HIS)

利南牛
Linan cattle

6 .71 1 .68 3 .47 3 .57   7 .12 4 .13 4 .59 7 .86 2 .82 2 .74

利鲁牛
Lilu cattle

8 .32 2 .45 5 .81 4 .62 10 .81 5 .63 7 .01 8 .94 5 .42 4 .14

品种 丙氨酸( ALA) 胱氨酸( CYS) 天门冬氨酸( ASP) 脯氨酸( PRO) 丝氨酸( SER) 谷氨酸( GLU) 精氨酸( ARG) 必需氨基酸( EAA) 总氨基酸( TAA)

利南牛
Linan cattle

5 .77 1 .22 7 .76 4 .51 2 .98 15 .68 5 .71 31 .27    88 .32

利鲁牛
Lilu cattle

7 .21 1 .83 9 .67 7 .63 5 .64 20 .17 8 .64 44 .65 123 .94

很理想, 而且必需氨基酸含量以及氨基酸总含量均较高, 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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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价值比利南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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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另一棵喷清水作为对照, 分别在施药后1、3、5、10 d 后各

取一定量叶片( 即取一定面积的叶片) , 放在罐头瓶中, 重复4

次。将带有小蜂的柞蚕茧放入上述处理的罐头瓶中, 上面罩

沙网, 待羽化的小蜂数达到一定数目后( 12 h 内) , 将茧取出 ,

于药后1 d 开始观察每天的死亡情况[ 10 - 12] 。

2  结果与分析

在先放蜂再施药试验中, 对照和处理的小蜂在5 d 内全

部死亡, 所以仅对前3 d 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从表1 可以

看出,24、48、72 h 后,300 、400、1 500、2 500 倍以及清水对照的

小蜂死亡率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各个浓度的小蜂校正死

亡率之间也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 在先放蜂再施药的试

验中 , 不同浓度的灭幼脲Ⅲ号对白蛾周氏啮小蜂影响不明

显, 并且不同浓度处理对白蛾周氏啮小蜂毒性很小。

  在先喷药再放蜂试验中 , 对照和处理的小蜂在施药后6

d 内全部死亡, 所以仅对前3 d 的数据进行方差分析。从表2

可以看出,24 、48 、72 h 后, 施药后1、3、5 、10 d 小蜂死亡率之间

以及各天数处理和各自对照的死亡率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

异。各个天数处理之间的校正死亡率也表明各个天数处理

对白蛾周氏啮小蜂的影响不明显。因此, 在先施药再放蜂的

试验中 , 在喷药后不同的天数放蜂是安全的。

表2 先喷药再放蜂试验的统计结果 %

Table 2 Statistics data of chemical spray beforereleasingthe wasps

时间

Ti me ∥h
指标Index

1 d

处理Treatment CK

3 d

处理Treatment CK

5 d

处理Treatment CK

10 d

处理Treatment CK

 24 死亡率Mortality  14 .46a  19 .02  11 .40a  14 .67  13 .71a  13 .04  11 .45a  14 .57

校正死亡率Corrected mortality 5 .63a 3 .83a 0 .77a 3 .65a

48 死亡率Mortality 27 .30a 32 .20 28 .07a 32 .43 32 .00a 31 .52 29 .52a 33 .20

校正死亡率Corrected mortality 7 .26a 6 .46a 0 .70a 5 .51a

72 死亡率Mortality 42 .98a 47 .32 46 .93a 52 .51 46 .29a 47 .28 51 .10a 55 .87

校正死亡率Corrected mortality 8 .24a 11 .75a 1 .89a 10 .81a

96 死亡率Mortality 59 .50 60 .98 59 .65 67 .57 75 .43 71 .74 63 .00 69 .64

校正死亡率Corrected mortality 3 .77 24 .42 13 .05 21 .87

120 死亡率Mortality 80 .99 81 .95 79 .39 89 .58 91 .43 86 .96 78 .41 0 .94

校正死亡率Corrected mortality 5 .32 97 .74 34 .29 280 .84

144 死亡率Mortality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100 .00

3  讨论

苗建才于1982～1986 年试验发现, 灭幼脲(Ⅰ号和Ⅲ号) 对

松毛虫宽缘金小蜂( Pachyneuronnawai) 、松毛虫赤眼蜂( Tri-

chogra mma dendroli mi ) 、红头小茧蜂( Rogas dendroli mi) 、黑侧淘

姬蜂( Casinaria nigripes) 等均无杀伤作用[ 4] 。李镇字于1989

年报道, 松毛虫平腹小蜂( Anastatus sp .) 、黑足凹眼姬蜂( Casi-

nari a ni gri pes Grevenhorst) 的毒性试验结果证明无不良影响[ 4] 。

Szi midt 于1980 年报道,Di milin 对卷蛾黑瘤姬蜂( Coccygomi mus

turionell ae) 的存活没有影响, 同时对下一代繁殖亦安全[ 13] 。

Webb 于1989 年在使用 Di milin 防治舞毒蛾时, 发现其寄生性

天敌( Cotesia melanoscelus) 数量未受影响[ 14] 。

在室内进行的灭幼脲Ⅲ号对周氏啮小蜂的毒性试验中 ,

无论是先放蜂再施药还是先施药再放蜂 , 灭幼脲Ⅲ号对白蛾

周氏啮小蜂不具有毒性作用的。在室外进行大面积配合使

用时, 用药将会更分散, 白蛾周氏啮小蜂对药品平均的接触

量会更小, 更不会对周氏啮小蜂产生有害影响, 所以可以将2

种方法结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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