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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妊娠鉴定

妊娠鉴定的准确性，关系到能否及时了解家兔

的繁殖状态、对未受孕母兔进行必要的处理或复

配。摸胎法是妊娠诊断中最准确的一种，母兔配种

10～12 d后，胎儿约花生粒大小，位于腹部两则，隔

着腹部即可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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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是肉羊产量大国，但肉羊品质远不及世界几大出口国。本文阐述了品种、饲养环境、科学育肥以

及疫病防疫这四个方面在肉羊养殖中的影响与作用。并指出要提高肉羊产品质量，唯有走科学养殖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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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美价廉，耐饱实惠，具有高蛋白、低胆固醇的

羊肉近年来已成为人们日常烹饪不可或缺的食材。

由于肉羊的饲养多利用牧草、秸秆等粗饲料，使得

肉羊的养殖投入少、成本低，加上肉羊易饲养、销量

大、成本低、回报高的特点，促使了近年来肉羊养殖

的飞速发展。放眼于国际市场，新西兰作为羊肉的

最大出口国，每年有 92%的羔羊以及 73%的羊肉出

口。在法国，羊肉所产生的价值占养羊人总收入的

90%以上。而经过近几十年来养羊业的飞速发展，我

国也成为世界产羊大国。

国内乃至国际化的肉羊养殖热，使得肉羊养殖

技术亟待提高。笔者归纳了近年来肉羊的养殖技

术，并结合自身养殖经验，总结出了以下几个要点。

1 优秀羊种的培育

我国拥有相当丰富的羊种资源，但是羊种品质

良莠不齐，其中存在一些土、杂、劣种肉羊，这些品

种存在个体弱小、肉味及肉质差、生长发育迟缓、出

栏率低等缺点，严重影响养羊的经济效益。而有学

者计算，在不出售的情况下，育成一只小尾寒羊母

羊，一年就有近 600元的收入[1]。因此肉羊品种以及

品质的优劣在市场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1 羊种的选择

我国本土肉羊品种中，小尾寒羊、湖羊、阿勒泰

羊等有体格大、肉质好、生长发育快、繁殖能力强等

优点，属肉羊优秀品种，分布在山东、江浙、新疆等

地。国外肉羊品种中，德国肉用美利奴羊、法国萨富

克羊、南非波尔山羊等品种也因其优良品质被大量

引入国内市场。

虽然目前优秀羊种很多，但也不能盲目引进。

例如，陕西关中平原与陕北地区气候差异较大，前

者夏季气温高达 38～40 ℃，不适宜饲养细毛型绵

羊及绒山羊；而后者冬季十分寒冷，不适宜饲养波

尔山羊等短毛品种。

总而言之，养羊场或养羊户应根据当地环境特点

选择合适的羊种组合，实现多元杂交育肥饲养体系。

1.2 羊种的杂交

目前国内大多选择引进种公羊为父本，并以本

地母羊为母本进行二元或三元杂交。据报道[2]，在使

用适宜的品种进行杂交的情况下，可使产羔率提高

约 25%，羔羊成活率提高 40%，体质量提高 20%，由

此可见，羊种的杂交对提高养羊效率起到了不可忽

视的作用。

在引进种羊时，引羊人应提前了解其特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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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当地产区的疫情，选择健康、标准的种羊，并做好

疫病的检查与防治。另外长距离引羊一般以春秋季

为宜，切忌在夏季或冬季进行，因为夏冬两季气候

极端，多雨或多雪，将给长距离引羊带来诸多不便。

2 饲养环境的影响

羊舍为肉羊饮食、活动、排泄、睡眠的核心区域，

其质量的好坏与设计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肉羊的

养殖效益。在搭建羊舍时一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2.1 羊舍地点的选择

肉羊适宜在通风、干燥的环境养殖，故羊舍应

尽量避免建在低洼潮湿、通风不畅的区域。其次，考

虑到饲料的运输问题，羊舍应尽量选择周围有丰富

饲草、饲料来源的区域，以减少养殖成本。另外，考

虑到粪便处理问题，大型养羊场应尽量选择在河流

下游地区，以免污染生活用水。

2.2 羊舍的设计

不同地区因地势的差异而使羊舍建筑结构有

所不同，但一般仍以前高后低、30 °左右的走廊式

坡度或后坡式为好，高度一般在 2.5～3.0 m为宜，

最好不要使用水泥地面，因为冬季水泥地面的温度

低，羔羊卧在地面上易患痢疾等肠胃疾病。羊的居

住地应选择合适的面积，面积太小会导致通风不

畅，羊粪尿的累积会使地面潮湿泥泞，使其易发生

腐蹄病；过大不利于冬季保温，增加建设成本。一般

因各地环境气候等差异，成年羊平均每只占地在

0.8～2.0 cm2不等。此外，羊舍旁边最好设有运动

场，其面积一般为羊舍面积的 3～4倍，为便于其饮

水，应设有水槽。最后，饲槽的设计应有适宜的体

积，避免因争食而出现致死或致残的问题，饲槽截

面应以“U”型为宜，防止饲料堆积、腐败。

3 科学育肥

饲料是肉羊养殖的核心环节，其中的营养物质

符合“短板效应”，因为营养物质的消化与吸收是有

比例的，当摄入的营养物质不平衡时，其价值仅受

“短板”物质的影响，而使多出的部分被浪费。故饲

料的合理选择与科学饲养是肉羊养殖的首要问题。

3.1 饲料分类

常用饲料可以概括为基本饲料和附加饲料。基

本饲料以植物饲料为主，根据饲料来源亦可细分为

粗饲料和精饲料。粗饲料如玉米秸、豆秸、红薯块

等，含有大量粗纤维，虽营养价值低，但能给羊带来

饱腹感。精饲料包括农作物的籽实及其相应的加工

产品，如紫花苜蓿，开花期不仅含粗纤维约 40%，更

有蛋白质约 20%[3]，加上适口性良好，是不可或缺的

主饲料。

附加饲料主要用以功能性补充不易从基本饲

料中获取的营养物质，如矿物质、维生素等，以人工

培养或化学合成产品为主。附加饲料用量尽管很

少，但是可以明显促进羊体内的新陈代谢，在提高

饲料的利用率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此外，有

学者提出在肉羊的日常饲料中添加 0.2%～0.3%的

杜仲粉，能促进其肌纤维的发育，这样不但可以提

高肉羊肌肉中胶原蛋白的含量，还可以使肉质更加

美味[4]。

3.2 饲料配比

肉羊实际饲养过程中，配料比往往很随意，但

由于肉羊不同生理期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不尽相同，

随意的配比往往会导致一些营养缺乏性疾病。因此，

应根据肉羊的不同生理阶段进行相应的饲料配比。

1）种羊的饲料配比。种羊最重要的时期为配

种、妊娠期。种公羊在配种阶段的营养及体力消耗

非常快，在日粮配比上，一般需要在 1.0～1.5 kg混

合饲料的基础上补充如鸡蛋等动物性蛋白质，以产

出品质优良的精液。种母羊在妊娠期，由于胎儿生

长需要大量营养，尤其是在妊娠后期，同时由于母

羊腹腔容积受限，不宜喂食体积过大或含水量较多

的饲料。在生产前 1周到生产后 3 d左右，应该适

量缩减精粮的比例，防止羊胎过大而导致难产。产

后 3 d逐渐增加精粮比例，可促进乳汁分泌。

2）羔羊育肥阶段的饲料配比。羔羊指从出生到

断奶时期的小羊，羔羊育肥阶段需按不同时期的生

理状况调节日粮配比。对于高档羊的育肥，一般为

60 d，3个阶段，每个阶段各 20 d。育肥前一般以精

料 0.2～0.4 kg，粗料 0.7 kg，食盐 5 g为配比；在育

肥的中期、后期应以 0.6～0.8 kg精料，0.6～0.7 kg

的粗料，6～7 g的食盐所搭配的食物为主。

3.3 喂食程序

饲料喂食一般以“少量多食”为原则，分顿喂

养。例如，每天可按早、中、晚 3 顿分别喂食，早晨

7：00左右喂 3成，下午 13：30左右喂 3成，晚上

20：00左右喂 4成，喂食的时候可用盐水稍加拌湿，

每次喂食在 30 min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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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疫病防疫

疫病防疫是肉羊养殖中的另一重要环节。相比

猪、鸡来说，肉羊的常规防疫相对简单，肉羊在饲养

中的疾病可概括为普通病、传染病以及寄生虫病。

4.1 普通病

普通病是指在饲养过程中因羊舍通风、温度等

外界因素或养殖过程中的不规范饲养所造成的疾

病。例如瘤胃膨胀是因投料者无节制地喂食造成的疾

病。此类疾病一般不具有传染性，患病率相对较低。

4.2 传染病

传染病是由致病细菌、病毒、支原体等微生物

感染羊体所造成的疾病，此类疾病往往具有高传染

性，例如羊快疫是因为羊体感染了酸败梭菌，若不

及时处理可能会造成大面积传染，加上此病一旦发

作，多无法治愈，故应采取每年定期注射 1 次羊厌

氧菌五联苗的措施，用以预防，减少经济损失。

4.3 寄生虫病

寄生虫病是寄生虫侵入羊体而引起的疾病。主

要有因肝片吸虫及双口罗虫引起的片型虫病，因肺

丝虫、蛔虫等引起的线虫病，因螨虫等引起的体外

寄生虫病，羊莫尼茨等引起的绦虫病等。寄生虫的

侵入往往会对羊体各组织、器官造成损伤，并与寄

主争夺营养物质，造成贫血、营养不良。另外，寄生

虫的入侵会降低羊体的免疫力，从而诱发其他疾

病。该病虽不及传染病的传染性高，但由于其较强

的侵袭性，仍可使多数羊发病，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但只要保证饲养环境的随时调控，羊舍定期清理、

消毒，并按时给羊体接种疫苗，遵循科学有序的饲

养方式，饲养者往往可以将此类损失降到最低。

5 小 结

肉羊养殖现为国内养羊业的主要经济收入，虽

然中国肉羊产量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5]，但在肉

羊品质上，相比国外几大出口国，仍存在一定差距。

故肉羊养殖户欲在此基础上增加收入，走出国门，

唯有走科学养殖这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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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畜牧养殖中常用的消毒药与配置方法

消毒是现代畜牧养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不同的消毒药使用范围不同、消毒效果各异，畜牧养殖

中常用的消毒药有以下几种。

1）碘酊。5％碘酊用于外科手术部位、外伤及注射部位的消毒。用碘酊棉球涂抹局部。本品杀菌能

力强，用后不易发炎，并对组织毒性小，穿透力强，是每个养殖场和专业户必备的皮肤消毒药。

2）酒精。市售酒精常为 95％，用水配制为 70％的酒精，消毒效果好。70％酒精浸泡脱脂棉块，便制

成了常用的酒精棉。本品具有溶解皮脂、清洁皮肤、杀菌快、刺激性小的特点。用于注射针头、体温计、

皮肤、手指及手术器械的消毒，是必备的消毒药。

3）龙胆紫（甲紫）。常用 1％溶液，对组织毒性小，无刺激性，有收敛拔毒作用。常用于皮肤和黏膜发

炎感染、溃疡面及脓肿排出脓汁之后的消毒。

4）来苏尔水（煤酚皂溶液）。2％溶液用于器械、创面、手臂等消毒。3％～5％溶液用于畜舍地面、食

槽、水槽、用具、场地等的消毒。因为毒副作用小，可以带畜消毒。

市面销售的消毒剂多为含氯消毒剂，一般按照说明进行稀释，可用于环境、畜舍、饮水及发生疫情

后消毒。.

来源：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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