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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贵德黑裘皮羊的选育史、生物学特性、生产性能和研究现状等，指出了贵德黑裘皮羊品

种资源保护与利用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建立核心选育群、促进黑裘皮羊种群复状，激发牧民积极性、保

护黑裘皮羊品种资源，加强草原执法力度、保护草原生态良性发展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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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德黑裘皮羊品种形成与发展

1）贵德地区生态自然条件。青海黑裘皮羊主产

区在贵南县黑裘皮羊场和塔秀、森多等乡。贵南县

境内海拔 3 000～3 500 m左右，年平均气温 2 ℃左

右，最高平均气温 13.6 ℃，最低平均气温 -11.7 ℃，

产区可利用草场面积 42.2 万 hm2。草场由山地干

草原、山地荒漠、高寒草甸、平原草甸类组成。温

差和气候变化幅度都较大，无霜期 30～120 d，无

绝对无霜期，年降水量 324.7～492.6 mm，5-9 月

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 86.9%～91.1%，年蒸发

量1 031.4～1 803.6 mm，年平均相对湿度 42%～

46%，年日照时数平均2 702.6 h，10月至翌年 4月

为旱季，多风沙，光照充足，太阳辐射强烈，属于典

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

2）贵德黑裘皮羊品种形成。贵德黑裘皮羊品种

形成历史悠久，但无具体文献记载。目前学界统一

认可的说法为，20世纪初在每年的产羔季节，大批

从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来的商贩云集贵南县的塔

秀、森多、鲁仓一带收购黑紫羔皮运往内地加工销

售，刺激了皮价不断上涨，导致黑裘皮羊大量饲养，

解放后曾一度得到快速发展，为了不使这一优良品

种资源的基因丢失，1950年原西北畜牧部羊毛改进

处在贵南县哇什塘建立了黑裘皮羊选育场，从此黑

裘皮羊得到迅速发展[1]。1955年黑裘皮羊存栏 13.34

万只，1958年发展到 20万只，之后因缺乏相应的保

种计划和发展政策，导致黑裘皮羊种群数量下降，

到 1961年存栏 14 553只。1985年青海省将贵南黑

裘皮羊场确定为青海黑裘皮羊保种场，年存栏 2.5

万只，1999年存栏 5 000只，严重退化的占 40%，

2002年黑裘皮羊的数量只有 3 259只[2]，2008年时

存栏量增加为 8 000余只[3]。当地牧民根据羔羊毛

色、毛股（毛卷、个体发育等）进行选育，通过长期不

懈地努力，培育出了独特的“贵德黑紫羔羊”。

3）贵德黑裘皮羊品种资源分布。贵德黑裘皮羊

生产性能好，所产二毛皮花纹美观，保暖性能好。贵

南县塔秀、森多等乡是黑裘皮羊的主要产区，青海

省海南州、果洛州、化隆、互助、大通、海晏、湟源、门

源及祁连县托勒牧场黑裘皮羊分场等有零星分布。

2 贵德黑裘皮羊生物学特性

1）体型外貌。贵德黑裘皮羊属草地型西藏羊类

型，体质结实，头呈长三角形，鼻梁隆起，两耳下垂，

额宽，嘴尖瘦，四肢较高，体躯呈长方形，体型较大，

背腰平直，骨骼粗壮结实，肌肉发育适中，蹄质坚

实，结构匀称。公母羊均有角，角粗大多呈扁平的螺

旋形状，向两侧延伸，成年羊毛被分为黑色、灰色和

褐色，全身覆盖辫状粗长毛被，头颈下缘和腹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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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短。羔羊毛色乌黑发亮，卷花呈环形或半环形弯

曲，两型毛与绒毛比例适中，是中国裘用羊中的优

秀品种。

2）体尺体重。据中国羊品种志[4]报道，黑裘皮羊

成年公羊体重 56.0 kg，体高 75 cm，体长 75.5 cm，

胸深 87 cm。成年母羊体重 43 kg，体高 70 cm，体

长 72 cm，胸深 84 cm。孙梅[5]在贵南县黑裘皮羊保

种场对 20 只成年公羊和 81只成年母羊进行体尺

体重测量，成年公羊体重为 49.65 kg，体高 66.34 cm，

体长 69.80 cm，胸深 32.43 cm，成年母羊体重为

39.96 kg，体高 64.75 cm，体长 67.34 cm，胸深

30.96 cm。黑裘皮羊主要体尺指标中，公母羊体重较

1988年分别下降了 6.40、4.04 kg，体高分别降低了

8.66、5.25 cm，体长分别降低了 5.70、4.66 cm，说明

黑裘皮羊成年公母羊品质较 1988 年有所下降，品

种退化严重。

3）采食特性。贵德黑裘皮羊为草食动物，嘴唇

薄而灵活，其臼齿善于咀嚼草料，采食能力强，饲草

饲料利用率高，采食性广，自然生长的各类牧草、树

叶糠麸等各种农作物秸秆都能被很好地利用，黑裘

皮羊耐粗饲，耐寒，适宜在青海地区繁育，在放牧的

同时应该适当补充精料，以提高黑裘皮羊的抗病和

生产等性能。

3 贵德黑裘皮羊生产性能

1）羔皮品质。小羔皮为 7～10日龄的羔皮，毛

长 2～5 cm；二毛皮为 25～30日龄的羔皮，毛长

4～8 cm；2个月左右的羔皮皮板坚韧，毛色发亮乌

黑，两型毛、绒毛比例适中，保暖性好。一般生后 20 d

以内剥取的称小羔皮，被毛卷花形状分紧密环形、

环形、半环形、波浪形 4种，以紧密环形最好，环形、

半环形次之，波浪形较差。小羔皮品质与 1981年测

定资料相比（环形、半环形、波浪形、无花形分别占

30%、52.5%、16.5%、1.0%），环形、半环形卷花分别

减少了 1.0%、1.1%，波浪形卷花增多了 2.1%，皮板

面积 691.30 cm2相比减少 49.17 cm2，羔皮品质也

有所下降[6]。

2）毛用性能。孙占青等 [7]报道，贵德黑裘皮羊

公、母羊毛辫长度平均分别为 26.65、24.157 cm。羊

毛纤维类型的重量百分比，公、母羊粗毛、两型毛、

绒毛和干死毛分别平均为 46.01%、22.85%、

30.74%、0.40%，净绒率为 76.77%；毛纤维细度公、

母羊粗毛、两型毛、绒毛分别均为 53.88、25.43、

20.45 μm。表明黑裘皮羊毛具有毛辫长度长，粗

毛、绒毛、两型毛比例适中，且干死毛含量少，毛纤

维细，净绒率高的特性，其毛用性能优良。

3）产肉性能。幼年羯羊宰前活重（38.80±1.64）kg，

胴体重（18.30±1.64） kg，屠宰率 49.18%，净肉重

（11.10±1.76）kg，净肉率 59.86%。成年母羊宰前活

重（43.70±5.86）kg，胴体重（17.26±1.61）kg，屠宰

率 41.90%，净肉重（11.30±2.81）kg，净肉率 65.47%。

肌肉主要化学成分：水分占 69.82%，干物质占 30.12%，

蛋白质占 16.67%，脂肪 9.57%，灰分占 0.97%。

①屠宰性能。黑裘皮羊脂肪含量适中，郭万春[8]

测得黑裘皮羊羔羊宰前活重、胴体重和屠宰率分别

为 37.9 kg，16.12 kg和 42%。10 月龄羔羊宰前活

重、胴体重和屠宰率分别达到 37.9 kg，16.12 kg和

42%，与 1983年《青海省家禽品种资源调查报告》的

宰前活重、胴体重相比，分别提高了 6.8 kg和 1.35

kg；1.5岁羊的宰前活重、胴体重和屠宰率分别达到

48.0 kg、23.9 kg和 49%，活重和胴体重分别提高了

5.72 kg和 3.75 kg，说明黑裘皮羊胴体重、产肉多、

净肉率高。

②肉质性状。郭万春等[9]测得黑裘皮型藏羊肉

氨基酸平均总量为 225.33 mg/g，限制性氨基酸含量

为 27.14 mg/g，必需氨基酸含量为 103.74 mg/g，与

肉香味有关氨基酸含量为 120.46 mg/g。可以看出，

黑裘皮羊所含氨基酸含量高，其中以与肉香有关的

氨基酸含量最高，是青海羊品种中较为优秀的品

种，是牧民短期育肥的理想品种之一。

4）繁殖性能。黑裘皮羊性成熟较早，公母羊 1.5

岁性成熟，公羊 6月龄有性行为表现，10月龄精子

成熟，可以配种；母羔平均 11月龄开始发情，1.5～

2.0岁即可开始配种。郭春兰[2]报道，黑裘皮羊利用

年限为 5～7年，发情周期 18 d左右，每年产 1胎，

多为单羔，自然交配公母羊比例平均为 1∶40，成活

率 82.17%，繁活率 80.59%，死亡率为 17.83%，产羔

率为 101%。

4 贵德黑裘皮羊生产存在的问题与

发展对策

4.1 贵德黑裘皮羊研究现状

1）繁殖力研究。黑裘皮羊作为繁殖率优秀的裘

用羊，2000 年被列入国家级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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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随着分子生物学、动物繁殖、基因工程等技术不

断涌现和发展，对羊繁殖力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

研究层面更广、更有深度，但是近年来对黑裘皮羊

的繁殖力研究并不多见，以后应该加强黑裘皮羊繁

殖力方面的研究。

2）遗传研究。郭亚平[10]对贵德黑裘皮羊血液蛋

白质（酶）多肽性进行了研究，对研究黑裘皮羊选

育、种质特性、遗传类型、亲缘关系、品种起源、进化

历程及所反映的基因库内容和实质等方面均有重

要的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陆会宁等[11]成功建立了

贵德黑裘皮羊耳成纤维细胞库，并对其生物学特性

进行了研究，该细胞系的建立，使贵德黑裘皮羊这

一重要种质资源在细胞水平上保存下来，这些研究

为进一步保护贵德黑裘皮羊提供了重要支持。

3）疾病（其他）研究。邹文辉等[12]对 15只健康的

青海贵德黑裘皮羊进行 18项血液指标测定，测得

贵德黑裘皮羊的白细胞数、红细胞数、血红蛋白等

多项血液生化指标，填补了贵德黑裘皮羊血液生化

研究空白。张琳[13]用间接血凝试验对贵南县贵德黑

裘皮羊品种资源保护场的 99份黑裘皮羊的血清样

品进行绵羊肺炎支原体抗体的检测，为诊断黑裘皮

羊肺炎提供了依据。杜江等[14]利用原子吸收光谱测

定法（AAS）对甘肃岷县地区的 25只黑裘皮羊毛中

7种微量元素含量进行了测定，分析了其变异程度

和代表性，以及矿物元素与羊类疾病的关系，为黑

裘皮羊疾病研究提供了参考数据，但因岷县地区与

贵南县生态地理环境的不同，试验数据是否也适用

于贵德黑裘皮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2 存在的问题

1）养殖规模减小，牧民养殖积极性不高。黑裘

皮羊自 2002年以来的 3 259只到 2008年的 8 000

余只，5年间只增长 4 000余只，养殖数量虽然有增

多，但增长的数量远远小于以前，其中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黑裘皮羊羊肉受外来品种冲击和羔皮价格

下降的影响，销路不畅，导致牧民养殖积极性不高，

与市场需求不符，养殖规模上不去，限制了黑裘皮

羊的发展。

2）生产性能下降，经营管理方式粗放。黑裘皮

羊经营方式落后，饲养管理粗放，长期以来，以靠天

养畜的单一放牧方式为主，冬季基本不补饲。

3）草畜矛盾突出，超载过牧严重。青海省地处

青藏高原腹地，贵德地区由于海拔高，气候恶劣，种

植饲草料困难，加之草原退化严重，2002年三江源地

区各类牲畜超载率 59.7%。海南州草原站 1995年测

定，贵南县塔秀公社冬春草场 1973年平均 666.67 m2

产青草 200 kg，现在只有 75 kg，下降 62.5%，草原上

的草 -畜 -人是有机的生态，草原长期得不到休养

生息，导致草原生态持续性循环恶化。

4.3 发展对策

1）建立核心选育群，促进黑裘皮羊种群复状。

目前，黑裘皮羊的保种区已经形成多年，并发展良

好，贵德黑裘皮羊品种保护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构建不同品系，建立核心选育群，尽快完善品

种结构，成立育种组织，建立条件更好的良种保护

基地，与此同时国家也要适当加大对黑裘皮羊扶持

力度，从经济上、草原建设上和技术上给予支持，科

研单位和院校应列为科研课题，提高黑裘皮羊的生

产性能和保种能力，对黑裘皮羊进行提纯复状，去

劣选优，在采用活体保种的同时，更要做好冻精、胚

胎等遗传物质的保存工作，从而保护好黑裘皮羊品

种资源。

2）激发牧民积极性，保护黑裘皮羊品种资源。

目前牧民养殖积极性不高是因为近年受外来羊品

种冲击，导致黑色二毛皮价格下滑，影响了牧民积

极性，再加上黑裘皮羊品种退化严重等各方原因导

致黑裘皮羊数量减少，当前政府应当适当调整黑色

二毛皮价格，加大对黑裘皮羊的扶持力度，加大黑

裘皮羊的养殖规模，以生态绿色为发展基础，在特

殊的高海拔、高寒、缺氧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调

动牧民养殖积极性，保护并提高黑裘皮的生产性状

和品种基因，满足高效畜牧业的发展和人民不断增

长的生活需求。

3）加强草原执法力度，保护草原生态良性发展。

贯彻落实《草原法》，落实草原承包责任制，谁使用，

谁负责，对乱砍、滥伐、滥挖、破坏草原生态平衡的

要坚决给予打击，草原执法力度的强弱直接关系到

草原生态能否更好地发展，要秉承“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不断强化草原执法力度，同时要实行有

计划有目的的围栏封育，实行季节轮牧，使草原得

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保护草原生态向良性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吴成顺，逯来章.青海黑裘皮羊的保种与利用[J].中国草食动物，

养殖生产 45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8年第 6期

2005，25（4）：62-64.

[2] 郭春兰. 贵德黑裘皮羊品种资源动态调查 [J]. 中国草食动物，

2004，24（3）：58-59.

[3] 李昕，南加，才项.贵南县黑羊场黑藏羊保种情况调查报告[J].青

海畜牧兽医杂志，2000，30（6）：34-35.

[4]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中国羊品种志[M].上海：上海科学

技术出版社，1988.

[5] 孙梅.青海贵德黑裘皮羊生产性能测定[J].青海畜牧兽医杂志，

2009，39（2）：13-14.

[6] 韩才邦，才让太.贵南县黑羊肠黑藏羊生产情况调查[J].青海畜

牧兽医杂志，1994（4）：24.

[7] 孙占青，孙彧，雅文海，等.青海贵德黑藏羊羊毛品质分析[J].青

海畜牧兽医杂志，2007（3）：4-5.

[8] 郭万春 .青海黑裘皮型藏羊屠宰试验[J].畜牧与兽医，2015，47

（5）：159-160.

[9] 郭万春，许山得，郭占泽，等.青海黑裘皮型藏羊的肉质分析[J].

青海农牧业，2014（4）：60-61.

[10] 郭亚平.贵德黑裘皮羊血液蛋白质（酶）多肽性研究[J].黑龙江畜

牧兽医，2014（17）：75-77.

[11] 陆会宁，刘丑生，王志刚，等.贵德黑裘皮羊耳成纤维细胞系的建

立和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J]. 中国草食动物科学，2007，27（2）：

3-6.

[12] 邹文辉，申磊 .贵德黑裘皮羊血液指标测定[J].安徽农业科学，

2008，36（17）：7254-7255.

[13] 张琳.贵南县贵德黑裘皮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的血清学诊断[J].青

海畜牧兽医杂志，2007，37（4）：17-18.

[14] 杜江，宋昌军，房少新，等.黑裘皮羊毛中微量元素含量的测定

[J].广东微量元素科学，2008，15（3）：65-68.

摘要 本文从培育亲鱼、选择亲鱼、设置鱼巢、人工催情及配置催情剂、管理产卵池和采卵孵化 6个方面详

细介绍了观赏鲫的人工繁殖技术，并总结了暂养网箱、饲养管理和拉网锻炼的观赏鲫的鱼苗培育方式，以获得优

质观赏鲫。

关键词 观赏鲫；人工繁殖；鱼苗培育

观赏鲫人工繁殖及鱼苗培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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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鲫是国内外十分畅销的观赏鱼品种，包括

蓝花鲫、红白鲫、短尾红鲫、长尾红鲫等，其体型优

美、色泽艳丽，非常具有观赏价值，同时具有易饲养

管理、耐低氧、抗病力强等优点[1]。而近些年，广西鹿

寨县通过合理指导养殖户进行观赏鲫的人工繁殖

及鱼苗培育，取得了良好成效。

1 观赏鲫的人工繁殖技术

1）培育亲鱼。将观赏鲫放置亲鱼培育池，根据

不同季节采取合理投喂方法，入冬前采取驯化投喂

方法，参照日饵率 1.5%投喂，2次 /d，秋季加强培

育。春季根据水温合理调整投喂量，夏季参照日饵

率 2%投喂，2～3次 /d。培育期间注意定期注水，适

时增氧。

2）选择亲鱼。繁殖用亲鱼选择标准：性腺发育

良好（轻压雌鱼腹部稍膨大，雄鱼腹部少量精液流

出）、无病无伤、体态匀称、颜色纯正、鱼体光亮。

3）设置鱼巢。在 50 mg/L高锰酸钾水溶液中，

将棕片扎成束状，浸泡 0.5 h后吊入产卵池。产卵池

底部放置部分鱼巢，边缘吊 3排鱼巢。

4）人工催情及配置催情剂。LRH-A2注射液采用

医用生理盐水为溶剂进行配置，然后将其溶于 400 mL

纯化水中，放置阴凉处待用。人工催情时间一般每年 5

月初（5-10日），具体时间为上午 10:00～11:00。即采取

一次性体腔注射法，于胸鳍基部无鳞区注射后完成

人工催情。

5）管理产卵池。对在产卵池中放入注射催情剂

后的亲鱼，安排专人管理，以便对其活动情况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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