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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夷陵区草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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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畜牧技术推广站，湖北宜昌 443100；2.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动物卫生监督局，

湖北宜昌 443100；3.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农业农村局，湖北宜昌 443100

摘要 本文介绍了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天然牧草资源、地方品种和地方品牌的优势；指出了其在将优势转

化为产出、产品上还存在资源利用率不足、生产技术水平不高、产业链结构不完整等问题；针对性提出了依托龙

头企业带动区域草牧业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养殖技术、完善产业链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等发展对策。以期为挖掘

生产潜力、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大力发展陵区草牧业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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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区，古称彝陵，隶属于湖北省宜昌市，地处

渝鄂交界区域，上控巴夔，下引荆襄，有“三峡门户”

之称，草地资源丰富，畜禽品种优良。随着人口增

长、消费升级以及农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

发展草食畜牧业成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关键[1]。近年

来，在省、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夷陵

区按照“强区主城，富美夷陵”的战略部署，坚持“转

方式、调结构、促升级”的畜牧产业发展方向，加大

了发展以牛、羊为主的草食畜牧业的力度。

1 夷陵区草牧业发展现状

1.1 草地资源丰富

夷陵区拥有丰富的山地资源，有草山草坡面积

14.7 万 hm2，可 供 开 发 利 用 的 草 山 草 坡 面 积

12.6 万 hm2，其中千亩以上连片草场 142 处 [2]。近

几年，夷陵区依托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冬

闲田种草、南方现代草地畜牧业推进行动项目，

在黄花、分乡、三斗坪、雾渡河等山区乡镇实施了

草场改良与人工种草，并完善了青贮窖等养殖基

础设施建设。截至 2019 年底，累计种草保留面积

已达到 0.98 万 hm2，其中人工草地 0.39 万 hm2，改
良草地 0.59 万 hm2。

1.2 肉畜产能结构不断优化

据全区各乡镇畜牧生产统计报表资料显示，十

二五期间，肉牛、肉羊养殖总体上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牛羊肉价格一直较稳，虽然肉牛价格持续向好，

但因养殖投入大、饲养周期长等因素限制，并没有

刺激养殖量的大幅提升。受 2014 年国内羊肉市场

价格下降影响，全区肉羊存栏量及出栏量均有所下

滑，持续到 2017 年逐渐恢复。到十三五时期，肉牛、

肉羊养殖发展放缓，趋于平稳。2019 年，全区肉牛出

栏 1.07 万头，牛肉产量达 2 106.3 t，肉羊出栏

10.06 万只，羊肉产量达 2 271.89 t。其中年出栏 50
头以上的肉牛规模养殖场达 17 家，规模化养殖场

年出栏肉牛 2 993 头，肉牛规模养殖比重达

28.07%；年出栏 100 只肉羊规模养殖场达 56 家，规

模化养殖场年出栏肉羊 16 290 只，肉羊规模养殖

比重为 16.19%。

1.3 乳业的量变与质变

夷陵区奶牛养殖起步较晚，自 2001 年省、市、

区先后出台了系列优惠政策，有力推动了全区奶牛

产业的发展，高峰期奶牛养殖场户达 202 个。十二

五前期受市场及 2008 年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近

90%的散养户退出。十二五时期全区奶牛养殖存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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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维持在 5 000 头左右。到十三五期间，受奶业

市场低糜影响，全区奶牛养殖企业不断压缩规模，

十三五末仅保留 4 家年存栏 100 头以上奶牛规模

养殖场。随着奶牛养殖水平及乳品加工能力的不断

提升，奶牛单产 2015 年一度达到高峰 7.27 t，奶企

生产效益大幅提升，收益趋于稳定。

1.4 畜产品品牌创建成效显著

夷陵地区草食家畜饲养品种主要有本地夷陵

牛、宜昌白山羊及黑白花奶牛。全区现有夷陵牛保

种场 4 个、宜昌白山羊保种场 2 个，牛羊良种繁育

场 2 个，保种夷陵牛 440 头，宜昌白山羊 2 000 只。

夷陵区出台有相应政策支持企业积极开展“三品一

标”认证，培育畜产品知名品牌，增强畜产品市场竞

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2012 年，宜昌成祥养羊专业

合作社成功申报了“宜昌白山羊”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品牌价值达

176.78 亿元[3]，位列全国畜牧水产类品牌第 2 位。还

培育了“俏牛儿”鲜奶、“百里荒”牛羊肉、“小蛮牛”

黄牛肉、“老高荒”羊肉、“玛特鲜生”羊肉等 5 个知

名地方生态畜产品品牌。

2 夷陵区草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 资源利用率有待提升

夷陵区共有适合饲养牛羊的牧草品种 109 种，

理论载畜量为 22.3 万个黄牛单位，而实际载畜量仅

为 4 万个黄牛单位，尚有 18.3 万个黄牛单位的巨大

潜力有待开发利用。2016 年，全区可收集秸秆资源

总量约 37.91 万 t，饲料化利用 5.85 万 t，利用率仅

15.43%[4]，现有的自然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若能

充分利用现有草场，并使秸秆饲料化利用率达

50%，可新增牛 10 万头或羊 50 万只。

2.2 草食畜生产性能水平有待提升

据 2018 年农业农村部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奶

牛单产达到 7.4 t，而夷陵区单产还不足 6 t；全国出

栏肉牛的头均活重已达到 490 kg，夷陵区头均活

重仅 300 kg；全国出栏肉羊的头均活重已达到

50 kg，夷陵区头均活重仅 38 kg；全区草食畜生

产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这主要是

由于泌乳牛老龄化，优质饲草饲喂不足，以及地

方品种退化与品种杂交优势利用不充分等原因

导致生产性能低下，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亟待

加强。

2.3 产业链结构不完整

夷陵区草食畜产品省级、国家级知名品牌数量

不够，屠宰加工企业刚刚起步，产品加工能力不足，

市场营销薄弱。畜产品多以鲜肉、冷鲜肉、熏肉、鲜

牛奶等初加工产品为主，深加工产品比重小。畜产

品屠宰、精深加工、仓储冷链及牧旅融合产业等延

伸产业链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3 夷陵区草牧业发展的对策

3.1 以龙头企业带动区域草牧业协调发展

依托湖北俏牛儿牧业公司及喜旺公司，鼓励引

导主城区近郊东部乡镇发展高产优质奶牛，推广优

质奶制品，形成“东部奶牛产业带”。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模式，依托百里荒牧业公司、夷羊盛牧业

公司及成祥养羊专业合作社，在雾渡河、樟村坪、下

堡坪、黄花、分乡等西部乡镇发展山羊养殖，形成

“西部肉羊产业带”。依托百里荒牧业公司、老牛湾

专业合作社，在三斗坪、分乡、乐天溪等乡镇发展肉

牛养殖，形成“横向肉牛产业带”。鼓励引导养殖场

周边农户施用有机肥，发展优质牧草种植，成立专

业化的牧草饲料加工服务组织，推进草畜一体化

发展。

3.2 提升养殖综合生产能力

强化布病、结核病“两病”监测与净化，构建养

殖健康保障体系。鼓励企业更新种群，建设牛羊冻

配站点，加大宜昌白山羊、夷陵牛、湖羊等地方品种

保护与开发利用力度，健全牛羊良繁体系。开展人

工授精、高效养殖、牧草加工及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等实用技术培训。加强企业致富带头人与养殖

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更新培训，不断促进提升草食

畜整体养殖水平。

3.3 完善产业链，助推草食畜新业态加快发展

引导培育一批规模大、研发强、带动广的龙头

企业规划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鼓励其创新发展机

制，建设规模养殖基地、定点屠宰厂、畜产品加工及

仓储冷链物流中心，打通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链。

深入挖掘地方牛羊养殖文化，通过举办牧民丰收

节、美食文化节、牛羊节会等活动，加大宜昌白山羊

和夷陵牛等区域公共品牌推介力度，同时依托电

商、微信等信息平台建立健全畜产品产销对接机

制，构建生态产品直销、连锁店及电商线上线下销

售平台，提升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同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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