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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白绒山羊家庭适度规模
养殖现状分析

贺玉胜 1 马辽伟 2 霍永智 2

1.陕西省榆林市畜牧兽医服务中心，陕西榆林 719000；
2.陕西省榆林市羊产业发展中心，陕西榆林 719000

摘要 陕北白绒山羊是典型的地方优良品种，具有耐粗饲、抗病强、易饲养、适应性强等特点，以其绒肉兼

用的经济价值深受当地养殖户青睐。为此，本文介绍了陕北白绒山羊家庭养殖模式和榆林市陕北白绒山羊家

庭养殖情况；分析了陕北白绒山羊家庭养殖模式的优势：养殖户长期的选择，进入门槛低，与现代化规模化养

殖相得益彰，有效利用留守农村的劳动力，羊肉产品更受消费者青睐；指出了陕北白绒山羊家庭养殖模式存在

的问题：从业人员整体科学素养低，品种退化趋势明显，饲草利用率低，科学管理水平低下，疾病防控不到位；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建议：加大完善人才体系建设，加强品种选育工作，加强培训力度、注重科学管理，加强疫病

防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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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白绒山羊是陕北本地的地方山羊品种，以

陕北子午林黑山羊为母本，辽宁白绒山羊为父本，

采用杂交选育方式，历经 30余年培育而成，2002年
通过农业部验收，2003年 3月正式命名为新品种，

2010年被收编入全国新编羊品种志[1]。现陕北白绒

山羊主要分布于榆林市和延安市北部县区，其中榆

林市又以横山区、榆阳区和靖边县居多。2019年，

全市羊子存栏量 549.11万只，其中陕北白绒山羊存

栏量 510.75万只，占全市羊子存栏量的 93.01%，

2020年榆林市全市羊子存栏量 609.35万只，其中陕

北白绒山羊 521.09万只，占总存栏量的 85.52%。陕

北白绒山羊在榆林市羊子产业中占据绝对主导

地位。

1 陕北白绒山羊家庭养殖模式

陕北白绒山羊家庭养殖模式是指以家庭为单

位，养殖规模以 50～200只为主，劳动力一般 1～3
人（一般为夫妻 2人，部分家庭中年劳动力因生理或

心理方面有缺陷而从事养殖业）且从业者年龄普遍

较大，平均 56.5岁，一边种植一边养殖，种养殖高度

匹配，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一种养殖

形式。

2 陕北白绒山羊家庭养殖情况：以榆

林为例

表 1显示，调查对象养殖户主平均年龄 56.5岁，

户均劳动力人数 2人；40～50岁共 5人，占养殖户总

数的 13.51%；51～60岁共 26人，占养殖户总数的

70.27%；61～70岁共 6人，占养殖户总数的 16.22。
调查对象陕北白绒山羊养殖规模 51～100只羊的共

13户，占养殖户总数 35.14%；101～200只羊的共 16
户，占养殖户总数 43.24%；201～300只羊的共 7户，

占养殖户总数 18.92%；301只羊以上的共 1户，占养

殖户总数 2.70%。其中养殖户养殖数量主要集中在

51～200只羊，占养殖户总数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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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陕北白绒山羊家庭养殖模式的

优势

3.1 陕北农村养殖户长期的选择

陕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干旱环境恶劣。

当地农民吃苦耐劳，常年持续进行着高强度劳动，

但恶劣的生存环境仍使得他们的生活水平较低。

1）当地农民普遍保留着“半耕种半养殖”的生活习

惯，人们一边下田劳作，一边养殖适量家畜，以此来

增加经济收入[2]。2）陕北白绒山羊具有耐寒、抗病

强、易饲养、适应性强的优点，逐渐成为了当地农民

（养殖户）的必然选择。

3.2 家庭养殖模式进入门槛低

家庭养殖模式对养殖户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强

度要求不高。1）一般家庭养殖模式要求养殖人员

平均约 1.9人，养殖数量较小的 1人，养殖数量较多

的 1到 3人；劳动强度要求不高，调查发现 70多岁的

老人从事羊子养殖，这与农村留守的“老弱病残”群

体从事养殖相适应。2）起步投资小，几万元可以起

步发展。部分养殖户缺乏资金，当地政府给予贴息

贷款扶持，修建草棚、圈舍等，利于当地家庭养殖模

式的发展。

3.3 有效利用留守农村的劳动力

在城镇化发展的新时代潮流下，有文化、有一

技之长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农村“空心

化”“老龄化”现象凸显，农村留守人员以“老弱病残

幼”为主力军，他们因为年龄限制、劳动强度、个人

素质或身体等原因不能适应城市就业，家庭养殖模

式可以有效整合利用他们的劳动价值、农村劳动

资源。

3.4 家庭养殖模式与现代化规模化养殖相得益彰

家庭养殖模式是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多年摸

索、探究和实践出来的农村特色的养殖模式，它与

现代化、规模化养殖相辅相成。与现代化规模化养

殖场相比，家庭养殖模式具有抗疾病风险能力强，

养殖数量相对稳定，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等优势。

3.5 羊肉产品更受消费者青睐

实行封山禁牧后，家庭养羊都实行圈养，养殖

户为降低饲喂成本，饲草除一部分为人工种草外，

不足部分多因地制宜，饲喂各种农作物秸秆和野

草，如玉米、高粱和谷子等农作物秸秆，苜蓿、柠条、

野草等粗饲料，这使得家庭养殖模式下，饲喂草料

更加多样，羊肉产品更加绿色健康，风味、口感也更

好，更受市场消费者喜爱。

4 陕北白绒山羊家庭养殖模式存在

的问题

4.1 从业人员整体科学素养低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青壮年大量流入城

市，农村养殖人员以农村剩余劳动力即“老弱病残”

为主，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也没有经过专业的系

统的培训，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较低[3]。

4.2 品种退化趋势明显

由于家庭养殖模式的养殖户科学素养低，养殖

过程中长期过度追求产绒量而忽略了绒细度。根据

榆林市10多年追踪调查发现陕北白绒山羊的绒细度

出现明显增粗趋势，羊绒细度平均为 15.74 μm，而
2003年陕北白绒山羊品种认定时的绒细度平均为

14.46 μm。随着绒细度的不断增加，陕北白绒山羊

表1 榆林市陕北白绒山羊家庭养殖现状调查统计

家庭编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劳力/
人

2
2
2
2
1
2
2
2
2
2
1
2
2
2
2
2
2
2

年龄

51/53
62/63
62/64
52/54
47
49/51
56/56
63/65
56/57
56/57
58
53/55
53/55
49/51
58/60
55/58
45/50
58/60

养殖

数/只
51
56
56
58
61
73
79
82
86
86
94
98
99
104
108
110
116
123

家庭编

号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劳力/
人

2
2
1
1
2
2
2
2
2
2
2
2
3
2
2
1
3
3

年龄

55/59
56/58
55
59
56/59
51/54
49/51
54/56
48/50
45/49
48/50
58/60
35/64
56/57
51/52
53
31/56
38/52

养殖

数/只
125
132
134
138
137
141
152
167
184
191
194
215
210
223
244
273
285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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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种优势也在不断降低，呈现一定的退化趋势。

4.3 饲草利用率低

养殖户自身科学管理饲养意识不高。养殖户

主要依靠长期饲养积累经验指导养殖活动。人工

种草数量严重不足，农作物秸秆经过简单物理处理

饲喂甚至直接饲喂现象普遍存在，不利于饲草的消

化吸收，也没有进行合理科学的营养搭配饲喂，造

成严重浪费，甚至会增加羊的患病几率，降低经济

效益。

4.4 管理水平低下

养殖户管理粗放，缺乏羊群分群饲养意识，种

公羊、妊娠母羊同圈饲养，种羊淘汰不及时，肉羊出

栏不及时，饲草饲喂量不精准造成育肥过度等问

题，调查发现养殖户羊子流产率 25%，有的养殖户

甚至高达30%以上，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4.5 疾病防控不到位

首先，养殖户防疫意识不强，普遍存在治疗大

于预防的意识，调入调出羊子不申报检疫，为疫病

的传播流行留下隐患。其次，基层防疫人力物力的

不足也制约着防疫检疫工作的有效开展。

5 建 议

5.1 加大完善人才体系建设

加大畜牧人才体系建设。政府加大人力物力

投资，完善畜牧人才网格化覆盖建设，加强防疫队

伍、专业化养殖服务队伍人才体系建设力度，引进、

培养大批村级畜牧人才，使畜牧人才向服务型倾

斜，可对农村养殖户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和科学养殖

管理技术指导。

5.2 加强品种选育工作

畜牧产业的发展，优良的品种是“核芯”。品种

的改良和培育工作周期长，投入大，这就需要政府

加大投入力度，建设良种培育选育基地。陕北白绒

山羊作为优良的地方品种，要加强繁育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选育标准，改善现有品种，选育多胎型、多

绒型、细绒型等优良品种，向广大养殖户推广。

5.3 加强培训力度，注重科学管理

对养殖户进行专业培训教育，改变传统养殖观

念。如种公羊、妊娠母羊的分群管理；不同生长期

的饲喂量和营养水平的科学供给；增加人工种植优

质牧草的面积，引导饲草加工饲喂，减少饲草浪费，

提升利用率。提高科学饲养管理水平，直接提高养

殖户经济效益。

5.4 加强疫病防控力度

提高养殖户对动物疫病的防控意识和能力。

对国家规定强免和当地常见性疫病，做到“应免尽

免”，对羊子的流动要及时申报检疫，有效控制动物

疫病的传播。同时加大乡镇村级防疫员队伍建设，

提高当地防疫队伍的服务水平，更好地为广大养殖

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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