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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繁殖力是养羊生产上一项重要的经济指标，繁殖力的高低与品种、饲养条件、配种方法、气候条件以

及种羊的健康状况都有密切的关系。为了提高戈壁短尾羊繁殖力，本文介绍了影响国内肉羊繁殖力的因素：遗

传、环境、营养、配种技术、饲养管理、年龄等；简述了提高戈壁短尾羊繁殖力的主要途径和技术措施：选择高繁殖

力的公、母羊做种羊，提高羊群中能繁母羊的比例，提高羊群的营养水平，科学管理、提高繁殖技术水平，推广应

用繁殖控制新技术，合理应用母羊高频繁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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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壁短尾羊是从苏尼特羊中分化、人工选育而

来的一个优良品种，主要分布于以内蒙古包头市达

茂旗为核心的荒漠半荒漠地区。其典型特征为尾

部短小，无论是尾部的长度、宽度和厚度都明显小

于传统意义上的蒙古羊的大脂尾[1]，于 2019年 4月
通过国家农业农村部新品种（配套系）认定。

戈壁短尾羊保留了蒙古羊遗传性稳定、适应性

强、耐粗饲、抗病力强等优点，同时受自然资源和气

候条件的限制，戈壁短尾羊在放牧条件下，一般 1年
1产，经产母羊产羔率在 100%～110%，繁殖力低、

生长速度慢等缺点，严重制约了戈壁短尾羊种群的

扩繁速度和养殖经济效益的提升。

羊繁殖力的高低与品种不同及同品种群体间

的差异、饲养条件尤其是配种期的营养水平、配种

方法、气候条件以及羊群的健康状况存在着密切关

系。提高羊群繁殖力的措施除了要综合考虑上述

因素外，还必须从提高公羊和母羊繁殖力 2方面着

手，充分利用现代生物繁殖集成配套技术，精准实

行高效频繁的产羔模式，充分挖掘公、母羊的繁殖

潜力，才是提高种羊繁殖效率的主要技术措施[2]。

1 影响国内肉羊繁殖力的因素

1.1 遗传因素的影响

羊的繁殖力是在长时间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

下形成的种质特性，是代表羊品种特点的重要组成

部分。羊繁殖力的高低与品种不同或同品种群体

间都存在着较大差异。

一般情况下，引入多胎品种，通过导血的方式

就可有效地提高其繁殖力，而在同一品种或同一群

体内，选留具有多胎性状的公母羊个体留种繁殖，

也可以逐渐使本品种或群体的繁殖力得到提高，从

而形成多胎群体[2]。因此对繁殖力低的羊群有针对

性地进行选留、选育，长期积累才会提高本品种的

繁殖力。

1.2 环境因素的影响

环境因素中主要是温度对公、母羊繁殖力的影

响，其中高温条件下对生殖细胞的生成和胚胎发育

产生的不良作用尤为明显。高温使公羊性欲降低，

射精量减少，精子活力下降，畸形精子率升高，甚至

完全不育；母羊在高温环境条件下，则表现为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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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排卵。

高温对繁殖性能产生不良作用是因为高温引

起羊体温升高，采食量减少，内分泌系统平衡失调，

使得激素调节、酶活性和代谢过程发生紊乱，从而

直接或间接对精细胞和卵细胞的生成以及胚胎的

发育产生不良作用。

羊属于季节性发情动物，对自然条件中的气

候、光照变化比较敏感，高温气候中，公羊的生精能

力显著下降，精子的受精能力受到很大影响。在高

温和极寒天气，母羊发情通常较少，春、秋季光照、

温度适中，有利于母羊的繁殖，在这种环境下公羊

的性欲也会较为高涨，精液品质提升，繁殖力

较强[3]。

1.3 营养因素的影响

营养因素对种羊繁殖力影响较大，营养高低对

羊发情活动启动和终止的影响虽然不是十分明显，

但对排卵数和是否多羔存在重要作用。饲料营养

浓度高，可以提升公羊精子的活力和密度，促进母

羊发情集中并増加每次排卵数量。有研究表明，影

响母羊排卵数量的主要身体因素是膘情而不是体

格。母羊膘情好，则发情早，周期正常、排卵多；如

果母羊体况较差，则发情延迟、排卵数较少[4]。

营养水平左右着羊的繁殖行为，对母羊的发

情、配种、受胎等情况作用明显，饲料营养物质中能

量和蛋白质对羊繁殖力影响最多，维生素和矿物质

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因此，在母羊配种受胎前提高

营养水平，可増加母羊的排卵数，提高双羔率，特别

是对于饲养水平低、膘情差的母羊尤其明显[5]。

在营养因素缺乏的表现中，蛋白质的缺乏对繁

殖力的影响最为突出，表现为食欲减退，体重逐渐

降低，母羊的繁殖（发情、配种和妊娠）都受到影响。

而日粮中过高的蛋白质摄入也会降低肉羊的繁殖

功能，甚至引起不育，这种影响主要与体内氨、尿素

等含氮代谢产物浓度升高，毒害精子或卵子、早期

胚胎或影响体内其他代谢物的平衡，降低生殖功能

有关。同时蛋白质在消化道可分解成一些具有生

物活性的小肽(如酪蛋白降解产物酪啡肽)，这些小

肽可被直接吸收，通过影响生殖内分泌系统而影响

生殖功能[6]。

维生素对动物的繁殖功能和生长发育具有重

要的调节作用，饲料中维生素A缺乏，会造成公羊

睾丸的发育不良，引起母羊子宫内膜上皮的角质

化，造成胚胎附植不良；B族维生素会影响肉羊发情

周期，生殖腺发育；维生素E缺乏可能导致母羊受胎

率降低，死胎等；维生素D摄入不足，钙、磷代谢就

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卵巢功能，卵泡生长和成熟

受阻[7]。

1.4 配种技术因素的影响

放牧羊群公、母比例不当，跟群公羊数量偏少，

公羊过度利用，放牧公羊时间偏晚导致错过发情时

间；人工授精技本水平不过关等因素都会影响到母

羊的产羔数量。

母羊的卵子受精能力会随着时间的延长，逐浙

减弱或丧失，所以准确鉴定母羊发情与否，在精子

和卵子都处于最佳时机，及时配种是影响母羊繁殖

力的因素之一。

1.5 饲养管理因素的影响

在现代化的羊生产繁殖过程中，人为控制因素

越来越多，科学的饲养管理措施对羊群的繁殖力会

有积极影响，管理不当，则会使母羊的繁殖力降低，

甚至失去利用价值。

饲养方式不同也对种羊的繁殖力产生一定的

影响，放牧条件下，羊自由采食，不仅能弥补舍饲营

养不足的缺陷，还增强了母羊性腺活动，促进卵细

胞成熟，多排卵，双羔率就高。实行半放牧半舍饲

的饲养模式，并按饲养标准配制日粮，繁殖力也能

超过全年放牧的母羊。

1.6 年龄因素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公羊 3～7岁、母羊 3～6岁时，身强

体壮，性欲旺盛，繁殖能力最强。羊群中成年的公

羊和能繁母羊比例高时，整群羊的产羔数量就多，

所产的羔羊也比较健康。

2 提高戈壁短尾羊繁殖力的主要途

径和技术措施

2.1 选择高繁殖力的公、母羊做种羊

戈壁短尾羊由于受放牧环境条件制约，形成了

1年产 1胎、每胎单羔的繁殖特性。在不改变戈壁

短尾羊的遗传基因前提下，通过本品种繁殖性能的

选育提高，才是培育戈壁短尾羊高繁育性能群体的

根本措施。

羊的繁殖力受品种遗传的影响最大，产羔率的

遗传性很稳定，多胎的公、母羊其后代也具有多胎

性。实践当中选留产双羔的公、母羊做后备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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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提高后代群体中的多胎基因，从而提高本品种

群体的产羔率。

1）选留繁殖力高的种公羊。种公羊应从产双

胎母羊的后代中选留，结合个体的生殖系统发育情

况、性欲强弱、交配能力等外部性状。有条件的情

况下对后备种公羊进行射精量、精子形态、精子密

度和精子活力等实验室检测后确定选留个体。研

究表明，睾丸越大的小公羊的初情期越早，阴囊围

度大的公羊，性功能较强[8]。因此，在选留后备公羊

时，除要注重品种特征、生长发育数据、体质外形

外，必须要严格检查睾丸发育情况，严格淘汰隐睾、

单睾、睾丸过小、睾丸畸形、睾丸质地坚硬等的羊。

2）加强母羊的选择。母羊的繁殖力遗传性状

相对稳定，一般产双羔的母羊，其后代产双羔的几

率就高，尤其是初产母羊后代双羔性状的比例远远

高于其他母羊的双羔率。因此，对本品种群体有意

识地进行选育选留多胎个体，长期积累能够提高羊

群的繁殖力。

另外，注重从多羔的母羊中选择培育种母羊的

同时，也应对性成熟时间、发情情况、情期受胎率、

初产年龄、产羔间隔期、产羔数等繁殖性状进行观

察选择，同时兼顾母羊的泌乳及哺乳能力[8]。

2.2 提高羊群中能繁母羊的比例

羊群结构的合理与否，对羊群后期数量的增长

影响很大，母羊的产羔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长，一

般到 6胎后逐渐下降，增加羊群中繁殖母羊的比例，

使羊群中适龄能繁母羊的比例占到 60%～70%，不

同年龄段的母羊应各占 20%左右，及时淘汰 2个情

期以上未受孕羊，是提高羊群繁殖力的重要措施。

2.3 提高羊群的营养水平

1）选择适宜的补饲时机。生产实践中，应特别

重视配种前 40～50 d和配种期间公、母羊的营养，

做到七成以上膘情为宜。对于营养状况差的种羊

个体，除放牧外应给予短期优饲，补饲适量的精料，

提高日粮中粗蛋白质含量及能量，从而提高公羊性

欲、射精量、精液品质，提升母羊发情的整齐度、增

加排卵数量、提高受胎率。

对比试验数据显示，放牧条件下，在戈壁短尾

羊配种前 30 d左右，给母羊补饲高营养饲料，尤其

是提高能力水平，短期高浓度饲料补饲后，母羊的

产羔率和双羔率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9]。

2）防止饲喂有毒、有害物质。菜籽饼、棉籽饼、

尿素中的有害物质，会影响公羊精液品质和母羊卵

子成熟、受胎及胚胎发育；豆科牧草和葛科牧草中

存在的雌激素，既会干扰母羊的发情周期，还可引

起流产，也会影响公羊的性欲和精液品质。此外，

黄曲霉素类、残留农药、化学除草剂、兽药等，这些

有毒有害物质对精子生成、卵子和胚胎发育均有影

响，应尽量避免使用[10]。

3）注重维生素、矿物质的补饲。体内 VA不足

时，母羊会性成熟延迟，卵细胞生长发育受阻，即使

卵细胞可发育到成熟阶段，并有受精能力，也会出

现流产多、产下的羔羊体质弱等情况。公羊体内缺

乏VA时，大量出现弱精、死精，受胎率降低。机体缺

乏VD时，会抑制母畜发情，推迟发情日期。缺乏VE
时，体内氧化过程加速，氧化产物积累明显增加，对

繁殖机能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在加强放牧管理的

基础上，应该额外适量补充以上几种维生素。

2.4 科学管理，提高繁殖技术水平

1）加强种公羊和精液质量管控。在母羊具备

正常繁殖功能的前提下，不论采取何种配种方式，

优良品质的精液是保证受精和胚胎正常发育的前

提。因此，对种公羊的选择、饲养管理和使用以及

对精液品质的检查都要有严格的制度。

种公羊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査，尤其是对生殖器

官、精液量、精液品质检查和所配母羊受胎情况的

追溯，发现有繁殖障碍的种公羊要立即停止使用或

淘汰。

在进行精液品质检查时，无论是用新鲜精液配

种还是用冷冻精液配种，都要注意检査精子活力、

密度，必要时进行精子形态学方面的检査，以了解

种公羊生殖功能状况和精液质量。

2）做好母羊发情鉴定工作，及时适时地配种。

正确的发情鉴定结果是确保适时配种或输精的依

据，在生产中，抓好第一情期的配种是关键，因为一

个情期配不上则要延返至少半个月。母羊怀胎率

的高低与配种时间的选择关系很大，因此要掌握好

母羊的配种时机，适时给发情母羊配种或输精，如

果能适时配种，在 1个发情期内，只配种 1次即可，

而且在 1次发情中，采用多次补配也有利于提高母

羊受胎率[11]。

2.5 推广应用繁殖控制新技术

羊的繁殖调控技术在提高公、母羊的繁殖能力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已进入实用阶段，如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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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海绵栓实施的同期发情，同时结合注射孕马血

清等实施超数排卵技术都已经大量应用于生产上，

显著地提高了象戈壁短尾羊这样产单羔的羊群的

繁殖效率，经济效益显著。

通过生物技术人工干预繁殖的方法提高产羔

率，既不改变本品种羊的遗传基因，又可以大幅度

提升母羊的繁殖性能，成为一种非常可行且实用的

技术选择，为有效保护我国地方良种遗传基因，增

加养殖经济效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试验数据表明，应用孕酮（MAP）阴道栓+孕马

血清促性腺激素（PMSG）的方法，无论是人工授精

还是小群体本交的配种方法都可以将放牧戈壁短

尾羊母羊的双羔率提高到 40%左右，促排效果十分

明显。

2.6 合理应用母羊高频繁殖模式

提高母羊繁殖效率的途径主要有 2种：一是增

加母羊每胎的产羔数，如选育多胎个体，采用超排

技术，利用多胎素等；二是缩短母羊的产羔间隔，加

快母羊的产羔频率，增加母羊终身产羔数，多采用

的是诱导发情技术，也称为密集产羔技术[12]。

密集产羔体系（母羊高频繁殖模式）是进行现

代集约化肉羊及肥羔生产的高效生产体系。在饲

养管理条件较好的地区实行密集产羔，打破母羊季

节性繁殖的限制，全年发情，均衡产羔，最大限度地

发挥繁殖母羊的生产性能，均衡市场的羊肉供应。

实行密集产羔的母羊，要求营养良好，年龄以 2～5
岁为宜，同时母羊的母性要好，泌乳量也应较高，满

足多羔哺乳的需要。

生产上应根据环境条件、资源情况以及管理和

技术水平等实际情况来合理安排母羊的繁殖模式。

采用哪种繁殖模式，都要结合其可行性及经济效

益，切不可单纯追求胎次和多产性能[12]。

目前应用较多的是母羊 2年 3产模式，母羊每

间隔 8个月产羔 1次，2年产羔 3次。该模式要求羔

羊 60日龄前必须断奶，母羊才能在羔羊断奶后 1个
月配种。一般都要制定固定的配种和生产计划。

用该模式生产，羔羊生产效率比常规产羔方法增加

40%，可大大提高养羊的出栏率和生产效益，是规模

养羊生产中比较理想且可行的繁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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