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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做好自身防护。在平时的牛改工作中，做好

自我保护，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正确使用防护用

品，坚持每次配种工作结束后勤洗手、消毒，以防人

畜共患病的传染。

总之，基层奶牛人工授精技术是一项长期性的

种子工程，实施的好坏，直接影响当地牛群的整体

良种化水平。如何提高母牛受胎率是此项工作的重

中之重，需要不断改进，不断提高技术水平。

摘要 养羊业是河南省滑县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加快养羊业的发展，对于推进畜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

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滑县的养羊业现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

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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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羊业作为滑县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在农

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养殖方

式转变和生产水平不断提高，饲养量和产品产量有

了快速增长，加快养羊业的发展，对于推进畜牧业

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在此，笔者就滑县的养

羊业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谈谈自己的认识。

1 河南省滑县养羊现状

豫北平原的滑县，是农业强县也是畜牧业大

县，土地肥沃，水质良好，有丰富的农作物秸秆作为

羊饲料，养羊历史悠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市场对羊肉需求的增加，养殖户

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特别是 2012-2013年羊肉价格

的持续高涨，养羊业迅猛发展，存栏量最高达到 40

万只左右，近两年由于市场增速过快和其他因素制

约，导致养羊数量明显下降，2016年底羊存栏量有

29.2万只。近几年来，传统的千家万户分散饲养方

式虽然有所改变，但是 8～10只的散养和几十只规

模的小场依然占相当大的比重，较大规模的羊场在

市场的刺激下雨后春笋般纷纷投产。散养羊主要是

放牧加舍饲，规模羊场主要是以舍饲为主。前几年，

虽然养羊数量和质量得到了较大发展，部分养殖户

也取得了较好效益，但是近两年，很多养羊场户由

于受到市场、疾病、品种以及饲养管理等因素的制

约，在赔钱或者没有效益的边缘挣扎。

2 存在的问题

1）缺乏优良品种，饲料供应不足且品种单一。

许多养殖户长期习惯饲养土杂羊，这样饲料消耗

大，生长慢，肉质差，不适应消费者需求，而且市场

竞争力差，效益差别较大。部分较大的羊场，引进的

羊品种良种化程度也不高，加上技术和管理的缺

乏，效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再就是传统的放养模

式导致饲草供应不足，饲料单一或者搭配不合理，

营养不全，羊生长缓慢，生产力低下。

2）饲养方式落后，养殖户饲养管理水平普遍较

低。尽管养羊业的市场前景好，需求旺盛，但传统的

养羊模式已不适应养羊业现代化生产的要求，农户

分散经营和粗放的饲养管理方式，使资源不能充分

利用，技术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控制疫病困难，养羊

产品在质量、安全、卫生等方面难以控制，加上养殖

户的养殖技术普遍较低，使现代畜牧科学技术的推

广举步维艰，不能采用先进实用的配套技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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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下、信息不灵、市场观念差等直接影响了产

品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3）防疫意识淡薄，忽视保健驱虫。部分养羊户

抱着侥幸心理，不重视防疫，甚至连羊的重大传染

病也不接种疫苗。也有的养羊场户对一些死亡率

高、造成经济损失大的传染病重视，但对一些死亡

率较低、临床症状较轻微的疾病往往有所忽视，意

识不到慢性病虽然死亡率较低，但却会影响羊对饲

料的吸收利用，抑制羊的生长发育，从而使生产效

益大打折扣。羊经常接触地面，加上饲喂青料、生

料，极易感染寄生虫，尤其是消化道寄生虫寄生在

羊的胃、小肠内会引起寄生虫性肺炎、肠炎、肠道阻

塞、肠道蛔虫等疾病，轻则使羊发育不良、生长受阻

或形成僵羊，增重率降低，重者会引起死亡。

4）育肥期过长，不适时出栏。适宜体重出栏，是

养羊赚钱重点。任何一种畜禽的发育都有一定规

律，不是你喂得越久它赚钱越多。羊的发育规律是

前期长得快，高峰期后长速下降，继而生长缓慢，甚

至停滞，不仅饲料报酬降低，而且维持量大大增加，

不及时出栏往往得不偿失。

5）政府扶持力度不足，养羊产业化方向不明。

近几年，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

士看到了养羊行业的潜力，几百只、上千只的羊场

纷纷建成，但是也随之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

的场主缺乏规划，盲目追求规模，致使资金跟不上、

饲料供应不足、技术管理不规范等，养殖半途而废

或者严重亏损。而且羊肉深加工不能产业化、多样

化，制约了养羊业的发展。

3 发展对策

1）加强引种，做好品种改良。传统的山羊与绵

羊品种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对羊产品的需求，引进

良种种公羊，并结合良种繁育技术、精液冷冻人工

授精技术等，使本地的土杂羊的生产性能得以提

高，改良后的山羊、绵羊，无论是产肉、产绒的数量

和质量，还是产仔率、成活率、抗病率上都会大幅提

升，改变目前养羊业良种化程度低、生产性能低的

局面，是根本性的首要之举。

2）改变饲养方式，科学饲养管理。滑县是平原

地区，沟渠地头的放养只适用于 3～5只的散养，没

有大量放牧饲养的先天优势。解决农牧矛盾的出路

只有改变传统的饲养方式，充分发挥农业大县秸秆

丰富的优势，变成半舍饲或者舍饲。饲养方式改变

后，管理也随之改变，舍饲羊要粗、精料合理搭配，

不要图便宜使用劣质饲料，一定要使用大品牌的饲

料。可选用肥羊预混料，富含羊生长所需的各种维

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氨基酸、微生态制剂等，原

料选择灵活，成本最优化，育肥效果好，重视羊群的

选优去劣及防疫、驱虫工作，遵循羊的生长发育规

律，适时体重出栏。

3）加强政策扶持，推广实用技术。养羊规模化、

专业化需要各级政府在土地流转、资金贷款及先进的

饲养管理技术推广上，做好文章下大功夫，追求养羊

数量的同时，提升羊产品的质量，开辟市场和销路。在

养殖小区的规划、技术推广、销售和市场建设上都要

做好政策引导，做大做强专业化的养羊生产区。

4）顺应市场需求，养羊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

向发展。把分散的场户和大市场衔接起来，形成从

生产到消费的有机产业链。羊肉深加工方面，要把

目前已有的产业做大做强，比如“万古羊肉卤”。此

外还要加强研究，开发旅游食品、保健食品等。在流

通环节，政府和业务部门要引起重视，扶持养羊生

产，培育和发展羊产品，积极招商，促进养羊业向产

业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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