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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湿寒条件下提高柴达木绒山羊
生产性能的措施

王鸿忠
青海省乌兰县农村经济经营服务站，青海乌兰 817199

摘要 柴达木绒山羊是 20世纪 80年代由辽宁绒山羊作父本与本地种山羊杂交而成的绒乳肉兼用型山羊品

种，是适应青海藏区高原湿寒条件下的特有畜种，是牧民不可缺少的生产生活资料。为了提高柴达木绒山羊的

生产性能，本文介绍了柴达木地区生态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绒山羊生产现状；指出了柴达木绒山羊发展存在的

问题：特殊的气候条件制约着柴达木绒山羊的发展，超载过牧严重、草原质量差、覆盖密度小，缺乏疾病防控意

识、管理方式粗放、饲养管理不到位；提出了提高柴达木绒山羊生产性能的措施：落实草畜平衡制度、以草定畜、

合理利用草原资源，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高柴达木绒山羊的生产性能，提高疾病防控意识、加强饲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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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柴达木地区作为国家循环经济试验示范

区，生态经济发展将是青海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战略布局之一。20多年来，柴达木绒山羊品种的改

良和培育为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目

前全省存栏柴达木绒山羊 220万只，是全区 60多万

农牧民赖以生存、生产和生活的保障。

1 柴达木地区生态地理环境及自然

条件

柴达木盆地是我国四大盆地中海拔最高的一个，

平均海拔在3 500～5 500 m，是典型的高寒大陆性荒

漠气候区。太阳辐射强，平均日照数为3 000 h，年均

降水量约为 200 mm，年均蒸发量约为 2 000 mm。无

绝对无霜期，平原无霜期在70～215 d。该地区绝大部

分气温在0 ℃以下，昼夜温差大，最高33 ℃，最低零下

41 ℃，年均5.5 ℃左右。产区可利用土地面积3 279.8
万 hm2，其中天然草地面积 696.9万 hm2。近年来，人

类掠夺式开发，全球气候升温和干旱等自然条件，严

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

加霜。主要表现在冰川消融，雪线不断升高，每年后

退2～6 m[1]，水资源涵养量匮乏。柴达木地区草地依

据中国草地类型可分为 8类(温湿草原类，高寒草原

类，温性荒漠类，高寒荒漠类，低寒草地类，山地草甸

类，高寒草地类及沼泽类)，38个草地型。

2 柴达木绒山羊的生产现状

柴达木绒山羊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格尔木、德令

哈市、茫崖市等地，主产区在都兰县、乌兰县、天峻县、

大柴旦行委等地区。2001年被青海省畜牧品种审定

委员会审定为青海省畜禽新品种，2000年被审定为

省级绒山羊品种，2009年被原农业部审定为国家品

种。柴达木绒山羊是毛乳肉兼用型山羊，羊毛品质良

好，具有很好的化学稳定性和较好的物理性能。抓绒

季节体测绒线厚 4 cm以上，平均产绒 0.32 kg。绒毛

细度在（14.27±2.67）μm，伸直长度（8.11±1.72）μm，
强度平均为 5.0～6.41 CN。柴达木绒山羊 5月龄后

开始性成熟，1.5岁为初配年龄。母羊发情期 17 d
左右，成年母羊产羔率 105%左右。2.5岁成年羯羊

产肉性能高，平均胴体重 14.73 kg，屠宰率为 44.3%。

成年母羊平均胴体重 13.43 kg，屠宰率为 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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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率以 2.5岁羯羊最高。每天每只羊泌乳量为

0.3～1.8 kg，挤奶天数不超过120 d。
3 柴达木绒山羊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特殊的气候条件制约着柴达木绒山羊的发展

柴达木地区草原气候恶劣，3年 1小灾，5年 1中
灾，10年 1大灾。草原上羊的生活方式一直重复着

夏饱、秋肥、冬瘦、春死亡的恶性循环，其高寒缺氧条

件，极易对母羊生产和羔羊繁活率产生影响，而每年

冬春季气候最为恶劣的时候，正是柴达木绒山羊生

产羔羊的季节，出现母羊冻死、羔羊冻死或者由于天

气、气温太低而造成的应激情况，导致羔羊生长缓

慢，这些都是制约柴达木绒山羊发展的问题。特殊

的高原湿寒条件，使草原农历八九月就处于枯草期，

牧草质量低下导致羔羊孱弱、病死率高等[4]。产羔的

母羊严重缺乳也会导致羔羊营养不良。研究表明，

柴达木绒山羊的生产发育具有明显的季节节律性，

季节的转变影响动物的采食量、养分吸收、新陈代谢

等，进而对产绒率也有影响。采食量下降，新陈代谢

减弱，对种群数量和个体生产都具有危害。

3.2 超载过牧严重，草原质量差，覆盖密度小

柴达木盆地自东至西植被覆盖率从东部的70%
下降至西部茫崖、冷湖一带的 10%左右。随着植被

覆盖密度的降低，草原产草量也随之下降[3]。全区无

优等草场，良等草场占4.23%，中等草场占20.2%，低

等占74.47%，劣等占1.1%。中国高寒区目前整体处

于超载状态，载畜量超负荷2 463.5×104只绵羊单位，

超载率 28.6%。草原生产力以柴达木地区为最低。

青海地区2009年平均超载幅度达到87.81%，青海藏

区 2009年存栏各种草食畜 2 586.54×104单位，超载

率达 80.46%。近年来，随着柴达木绒山羊种群的不

断扩大，个体生产性能的下降，草畜矛盾越发严重，

草原上的牧草生长率低、植被覆盖率低也是间接导

致草畜矛盾的原因，进而形成恶性循环，冬季饲草

严重匮乏，绒山羊掉膘多，损失大。柴达木地区的

牧草生长期只有 4～5个月，而枯燥期长达 7～8个
月。夏秋季牧草繁茂，而冬春季牧草质量下降，严

重不足，1个枯草期绒山羊掉标幅度达50%～60%。

3.3 缺乏疾病防控意识，管理方式粗放，饲养管理

不到位

柴达木地区干旱少雨，气候寒冷，饲草结构单

一，再加之饲养管理方式粗放，制约着柴达木绒山

羊的发展。缺乏疾病防控意识，导致一些疾病如沙

门氏菌、布鲁氏菌等的感染使母羊流产，从而影响

母羊生产。管理方式粗放，畜群结构不合理，羊群

圈舍饲养密度过大，饮水过于冰冷，圈舍设施条件

差。饲喂的草料霉变，羊群营养缺乏，一些疾病直

接或间接导致羊群生产性能降低。

4 提高柴达木绒山羊生产性能的

措施

4.1 落实草畜平衡制度，以草定畜，合理利用草原

资源

合理放牧，是利用草地资源、保护草地、防止草

原进一步退化的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过去几十

年，柴达木地区存在着严重的超载过牧现象，造成

柴达木地区草原“三化”加剧。草原生态的重建要

依赖草原确权，让牧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保护草地资

源，按照柴达木地区草地实际载畜量，合理利用草

原资源，采用季节性轮牧放牧加补饲的方式缓解草

原压力，让草原得到休养生息，同时优化畜禽结构，

淘汰生产能力低下的母羊。在此基础上，要健全有

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使草原生态形成良性发展势

头。强化草原生态主体地位，切实推行草畜平衡制

度，以草定畜合理利用草地资源。

4.2 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提高柴达木绒山羊的生

产性能

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收益远不及现代

畜牧业带来的收益高。要依托柴达木循环经济试

验区的战略布局，使以家庭为单位的副业向产业化

过渡，利用先进的人工授精、胚胎移植、高频繁殖、

营养调控、疾病综合防治等手段，有效干预柴达木

绒山羊的生产方式；国家要加大对柴达木绒山羊各

种研究的投入，利用省内各科研院校、省级重点实

验室，加大产学研深度融合，将科技与柴达木绒山

羊的发展联合起来，促进柴达木绒山羊发展。

4.3 提高疾病防控意识，加强饲养管理

加大对牧民的培训力度，使其掌握基本的疫病

防控措施，通过培训建立治未病的意识，引导牧民

通过疫苗、驱虫药的使用来预防各种可能造成生产

损失的疾病。要严格接种口蹄疫疫苗，要注重圈舍

的消毒，提高绒山羊抗病能力。高原湿寒条件下，

要进一步加强圈舍的管理，适时通风，加强羊群的

锻炼。

··69



养殖与饲料 2021年第11期养殖生产

肉鸡日常管理技术要点

张晓娟
辽宁省盘锦市现代农业发展中心，辽宁盘锦 124000

摘要 目前肉鸡需求量大，要想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掌握肉鸡日常管理技术。为此，本文从肉鸡的

鸡苗及品种选择、日常饲养管理和疾病预防等方面简述了肉鸡日常管理技术要点，为肉鸡养殖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 肉鸡养殖；饲养管理；品种选择；疾病预防

肉鸡要求出栏时间一般是 45 d左右，出栏体重

约 2 kg。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长到出栏体重，不仅

需要优良的遗传性，更需要每天摄入大量的高蛋白

饲料，且几乎没有活动量。这导致肉鸡将所有的营

养都用在了肌肉的生长和骨骼的抽条上，而免疫能

力极差，很容易出现大规模的肉鸡传染性疾病或营

养性死亡[1]。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应采用科学

合理的饲养方式，做好日常管理和各种疾病防疫工

作，创造良好的适合肉鸡生长的饲养环境才有助于

提高肉鸡的成活率。肉鸡的日常饲养管理涉及很

多方面，如饲料的营养成分配比、基因遗传因素、流

行疾病和鸡舍的饲养环境等，在这些方面如果管理

不好，都会对肉鸡生长造成很大影响。

1 肉鸡的鸡苗及品种选择

养殖场在肉鸡养殖的准备阶段，养殖管理人员

首先应从正规的肉鸡雏鸡孵化生产公司严格选择

确定的健康的雏鸡，提前对孵化场进行流行病学调

查，从非疫区雏鸡孵化场选择鸡苗，保证鸡苗的来

源安全，避免因不健康的肉鸡苗在肉鸡养殖早期出

现大批死亡情况。选择肉鸡雏苗过程中，要选择肉

鸡的绒毛发亮光滑的、活泼走动的、叫声响亮的、有

挣扎力的、反应机敏的、眼睛亮而有神的、鸡冠挺直

鲜红、腿肌圆润的优质雏鸡。只有首先保证雏鸡苗

的质量，才能为肉鸡后期长期健康生长奠定坚实的

基础[2]。其次是要选择品种良好纯正的肉鸡苗来饲

养，品种良好纯正的肉鸡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生

长发育机能更完善，更快速，存活率也较高。

2 肉鸡的日常饲养管理

肉鸡的健康生长发育离不开优质健康配比合

理的饲料和适合相应肉鸡品种的饲料，更离不开科

学的饲喂方法。要尽量提高肉鸡群的采食量，促进

肉鸡体重稳定健康增长。要综合考虑养殖场规模

大小、养殖场环境和周围环境、饲料的生产厂家和

不同批次的营养配比、饲料的历史口碑等因素，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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