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天祝高寒牧区细毛羊产业发展战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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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祝县种畜繁育研究院　甘肃　天祝　733299

摘要：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处甘肃中部，素有“河西走廊门户”之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经地。全县辖 19 乡镇，

176 个行政村，总面积 7149.8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1.97 万亩，天然草原面积 621.19 万亩，林地面积 454.2 万亩，境内海拔

2040 － 4874 米。天祝藏族自治县属寒冷高原性气候。日照时数年均 2500 － 2700 小时之间，年均气温 -8 － 4 摄氏度之间，

相对无霜期 90 － 145 天，年均降雨量 265 － 632 毫米之间。小区域气候复杂多变，常有冰雹、干旱、霜冻和春季风雪等灾

害发。天祝是甘肃高山细毛羊主要育成县之一。2020 年全县羊养殖量 140 万只，其中细毛羊养殖量达 76 万只，占比 54%，

年末存栏 42.5 万只。细毛羊产业是全县优势产业，也是农牧民脱贫增收支柱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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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年来市场羊毛价格持续下滑，细毛羊产业面临

前所未有挑战。养殖场户养殖积极性受挫，细毛羊种群规模

持续萎缩，羊毛品质退化，细毛羊产业发展前景堪忧。本文

就天祝高寒牧区现行细毛羊产业发展状况、取得实效及存在

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并就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1 近年来取得的成效

1.1 良种繁育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

全县初步形成松山、华藏、打柴沟、旦马、东大滩等

乡镇优势主产区，建立了种羊场 + 绵羊人工授精站点 + 养

殖场户的良种繁育体系，建成细毛羊人工授精站点 30 处，

在松山、华藏、打柴沟、东大滩等乡镇稳定的形成了细毛羊

繁育提高 + 经济杂交利用的高效的繁育生产模式，即在甘肃

高山细毛羊主产区调整适龄母羊比例至 70-80% 以上；用南

非美利奴、高山美利奴羊，授配 50% 的适龄母羊，以提高

细毛羊产毛性能；用特克赛尔等肉毛兼用种羊，授配 50%

的适龄母羊，开展经济杂交，提高其产肉性能；通过出栏肉

羔和淘汰母畜将出栏率提高到 70% 以上。全面助推了由单

纯的“毛主肉从”的生产格局向“毛肉兼用”的转型，有力

促进羊畜种畜群结构调整优化和绵羊良种化水平大幅提升。

使细毛羊良种化程度达 90% 以上、规模化程度 70% 以上、

繁殖率达 106%—120%、繁活率达 98%。肉羔生产周期由原

来的 6 个月缩短为 3-4 月，只均实现产值 1200-1500 元，

实现效益 700-800 元，同比增效 300 元。

1.2 新品种培育取得新实效

为全面打破甘肃高山细毛羊“毛主肉从”个体生产性

能低下的生产格局，直面市场需求，快速实现向“肉毛兼用”

的转型，2012 年以来通过与兰州大学李发弟教授团队合作，

细毛羊新品种培育工作全面开展。截止目前组建核心育种场

13 个，建设育种基地 5 个，育种群达 26.8 万只，核心育种

群达 4.5 万只。繁育一时代羊 3.4 万只，二时代羊 1.1 万只。

选育的新品种只均多产肉 10kg，多产毛 0.5kg。 

1.3 规模养殖促进细毛羊产业转型发展

由于细毛羊繁殖率不高，个体产肉性能较其他肉羊较

低，长期靠放牧养殖的先天不足，促使细毛羊快速趋于规模

化。截止 2020 年全县细毛羊养殖户 3000 多户，规模化程度

由原来 70% 提高至 80%。

1.4 科技支撑成为强劲推力

为全面发挥产业培育转达科技支撑作用，十三五时期，

以农牧民科技培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羊产业示范点建设、

入场入户指导等举措，全力推广了绵羊人工授精、同期发情、

羔羊早期断奶快速育肥、饲草料加工转化、暖棚设施舍饲育

肥、细毛羊选育提高 + 经济杂交利用、轻简化饲喂、肉羊

疫病防控等新型实用新技术，切实发挥了科学技术对现实生

产力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2 存在的问题

2.1 种群规模在逐年萎缩减少

由于市场羊毛价格严重下滑，羊肉价格上涨，饲草料

价格上涨，加上祁连山生态保护政策的压力，导致优质种羊

选育推广成本逐年加大，同比其他肉羊细毛羊产肉性能低、

繁殖率不高、舍饲养殖效益欠佳，广大养殖场户对细毛羊养

殖积极性不高，信心不足。

2.2 扶持政策少，保种选育体系不健全。

由于专门化扶持政策少，投入不足，细毛羊产业发展

基础薄弱。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天祝畜牧业，细毛羊养殖依然

以传统粗放的生产模式依然占主体，产业化经营体系正处于

初创阶段，无法开展真正意义上的保种选育，细毛羊发展前

景堪忧。

3. 今后的打算

3.1 健全良种繁育体系

以保种场建设为重点，继续健全完善县保种场 + 乡镇

畜牧兽医站 + 人工授精站 + 养殖专业合作社（场）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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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毛羊良种繁育体系。加大保种场建设的投入，完善其基础

设施，建立持续稳定的保种经费，全力发挥保种场公益性、

持续性、稳定性优势，切实提高自主供种能力，保种场优质

甘肃高山细毛能繁母羊存栏达 500 只以上，种公羊存栏 100

只，年向甘肃高山细毛羊保种区核心群繁育推广优质甘肃高

山细毛羊种羊达 200 只以上，为甘肃高山细毛羊保种选育提

供强有力基础保障。

3.2 建立科学高效的保种选育良性互动机制

根据我县甘肃高山细毛羊区域化规模养殖特征，将松

山镇、打柴沟镇、华藏寺镇、东大滩乡、旦马乡划定为省级

保种区，在保种区内确定养殖品质优良的甘肃高山细毛羊能

繁母羊 300 只以上 20 家的规模养殖核心群场（户），养殖

甘肃高山细毛羊能繁母羊 200 只以上 20 家规模养殖选育群

（场）户，使活体保种数量保持在 10000 只以上。建立以政

府引导 + 市场主导，以保种场为主体，保种区为支撑，保

种户为补充的集种质 收集鉴定、深度挖掘、信息管理、共

享利用于一体的三级联动的科学高效甘肃高山细毛羊种质

资源保护与利用体系。

3.3 建立稳定的饲草料供给体系

全面开展粮改饲行动，继续实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

加大优质牧草规模化种植、饲草及农作物秸秆加工转化利用

奖励扶助政策，鼓励甘肃高山细毛羊养殖户积极开展优质牧

草种植、饲草储藏、加工及转化利用，进一步提高饲草料利

用率和饲料报酬，尽最大限度降低养殖成本，为甘肃高山细

毛羊保种选育建立稳定的饲草料供给体系。

3.4 科技支撑甘肃高山细毛羊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坚持保毛增肉的保种选育方向，以绵羊人工授精技术、

同期发情技术、胚胎移植技术、优质种羊选育技术、羔羊早

期断奶快速育肥技术、绵羊高频繁育等集成技术为支撑，积

极推广甘肃高山细毛羊保种选育 + 经济杂交的科学高效科

学生产模式，以甘肃高山细毛羊生态高效养殖，确保养殖种

群数量的基本稳定。坚持创新驱动战略，与兰州大学等高等

院校、省市科研院、甘肃省绵羊繁育技术推广站开展科技研

发合作，促进细毛羊新品种培育等科研成果在全县进行推广

应用，竭力提高甘肃高山细毛羊个体生产性能和养殖效益，

为全县羊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切实加强动物

疫病防治体系建设，严格规范动物疫病程序化防治和绵羊调

进调出检疫，保证我县甘肃高山细毛羊产业的健康发展。加

强种质资源表型与基 因型精准鉴定评价。深度发掘优异种

质、优异基因，构建分子指纹图谱库，强化育种创新基础。

开展甘肃高山细毛羊种质资源优良种质特性研究，建立基因

检测参考群体，深层次开展生产性能，提高地方其遗传资源

利用水平。

结束语：

现行市场条件下高寒牧区细毛羊产业要以“保种选育 +

经济杂交利用”有机结合，要在进一步健全完善高寒牧区保

种选育体系中将更多的着力点，放在选育提高和养殖场户养

殖效益的全面提升上，这样保种选育才会持久的生命力。而

保种选育体系建设是一个政府主导、科技支撑、群众参与的

系统工程，政府主导是首要是保证，科技支撑是关键是核心，

群众参与是最终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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