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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山羊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 

王拥庆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畜牧局，河南沈丘 466300

摘要 为准确掌握槐山羊品种资源现状及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情况，本文对槐山羊品种形成历史，产

区自然生态条件，品种特性及生产性能，种质资源保护及开发利用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在槐山羊品种资源保护和

开发利用方面，沈丘县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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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槐山羊的形成历史

槐山羊又名黄淮山羊，是我国优良地方皮肉山

羊品种，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是原产地和中心产区。

据资料记载，1865年，槐店有 8家皮庄，6家肉

行和数家羊汤馆。他们以冬三月为盛宰期，时间从

农历七月十五开刀，十月十五（下霜）到次年正月

十五大宰，直至三月十五封刀。盛宰期，日宰山羊

1 000～6 000只。其制皮时，运刀讲究，做工精巧，

晒制平展，管理精细，根据大小，分类打捆，每捆 240

张，每张板皮都打上“槐”字和皮庄字号。运往汉口，

经上海口岸出口，故称“汉口路槐皮”；从 1861年开

始在国际市场畅销，为我国大宗出口商品之一，销

量居世界第二。多年来，美、英、德、法、意等十几个

国家和地区的商贾，都争相抢购槐皮。槐山羊广泛

分布在河南省的周口、驻马店、商丘、许昌、漯河、开

封、安阳、新乡等市，以周口市为主产区，沈丘为中

心产区。河南省进行畜禽品种质源调查时第一次称

槐山羊。1982年 11月中国畜禽考察团通过在沈丘

县对槐山羊进行实地考察后，正式将槐山羊命名为

地方优良品种，并确定沈丘县槐店镇为槐山羊中心

产区；1990年，河南省技术监督局发布了槐山羊的

《河南省地方标准》；2009年 11月河南省畜牧局第

6号公告，确定为河南省畜禽资源保护品种。槐山

羊经过当地农民的精心选育，逐步成为适合当地

生态环境的优良皮肉山羊品种。

2 槐山羊产区的自然生态条件

2.1 中心产区及分布

槐山羊原产于黄淮平原，中心产区位于河南、

安徽和江苏三省接壤地区，分布于河南省周口市的

沈丘、淮阳、项城，郸城等县（市）；安徽省北部的阜

阳、宿县、亳州、淮北、滁州、六安、合肥、蚌埠、淮南

等县（市）；江苏省的睢宁、丰县、铜山等县（市）。

2.2 气候条件

中心产区属暖湿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

季分明，光热资源丰富，雨量较为充沛，水热同期。

年平均日照 2 176.5 h，日照率为 49%，太阳辐射总

量为 493.47 J/cm2，年平均气温 14.7 ℃，无霜期年

均 224 d，年平均降水 790 mm。

2.3 水资源

沙颍河贯穿中心产区东西，水资源较为丰富，

地下水埋深适宜，水质好，开采容易，补给方便，对

发展农牧业生产十分有利。

2.4 土地资源

中心产区位于华北平原南部，主要由黄河、淮

河下游泥沙冲积形成。全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主

要土壤类型分为潮土、砂疆黑土两大土类，潮土类

占总面积的 56.6%，砂疆黑土类占总面积的

43.4%，区内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 1.4%，土壤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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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中等。

2.5 饲草饲料资源

中心产区沈丘县是全国粮食生产大县，农作物

以小麦、玉米、大豆、花生和薯类为主，农副产品及

饲草饲料资源丰富。每年产小麦秸秆 50万 t，玉米

秸秆 34万 t，麸皮、饼粕、糟渣等 16万 t。

3 槐山羊品种特性及生产性能

槐山羊的适应性较强，具有皮质好、肉质细嫩、

膻味少、产仔率高等特点。槐山羊板皮号称“汉口路

槐皮”。

3.1 外貌特征

1）被毛。槐山羊被毛短有丝光，分布均匀，绒毛

少，以白色为主，占 91.7%，杂色（黑色、青色、浅棕

色、花色）占 8.3%；皮肤紧凑、肤色粉红。

2）体型。体格中等、体躯呈楔形或长方形；背腰

平直，胸深而宽，肋骨开张良好，中躯呈圆桶形；公

羊前驱高于后驱，睾丸紧凑；母羊后驱高于前驱，乳房

发育良好，呈梨形；骨骼细而结实，肌肉发育适中。

3）头部。头型大小适中，额宽嘴尖，鼻梁平直，

面部微凹，颌下有髯，眼大耳小；分有角和无角两个

类型，有角羊体格小于无角羊；无角羊具有三长（即

颈长、腿长、腰身长）、有角羊具有三短（即颈短、腿

短、腰身短）的特点，羊角纤细多呈倒八字型。

4）颈部。颈部细，中等长，无皱纹，部分羊颈下

长有一对肉垂。

5）四肢。四肢端正细长，后肢发达。蹄质坚硬结

实，呈蜡黄色。

6）尾部特征。尾短粗而上翘，呈三角形。

3.2 体尺和体质量

2006年 11月沈丘县测定结果显示，成年公羊

平均体质量 49.1 kg左右，平均体高 79.4 cm左右，

平均体长 78.0 cm左右，平均胸围 88.6 cm左右，平

均胸宽 24.3 cm左右，平均胸深 34.2 cm左右；成年

母羊平均胸深 29.2 cm左右，平均体质量 37.8 kg

左右，平均体高 60.3 cm左右，平均体长 71.9 cm左

右，平均胸围 81.5 cm左右，平均胸宽 17.9 cm左

右。

3.3 生产性能

1）板皮品质。槐山羊板皮品质极佳，皮形为蛤

蟆状，根据屠宰时间和毛长定质量。当年春羔，中

秋节前后宰杀剥皮称为“短毛白”，质量最差；晚秋

初冬宰杀剥皮称为“中毛白”，质量最好；冬季或早

春宰杀剥皮称为“长毛白”，质量稍差。板皮肉面为

浅黄色和棕黄色，油润光亮，有黑豆花纹，俗称“蜡

黄板”或“豆茬板”，板质致密，毛孔细小而均匀，分

层薄而不破碎，折叠无白痕，拉力强而柔软，韧性

大而弹力高，是制作“锦羊革”和“苯胺革”的上等

原料。

2）产肉性能。槐山羊膘情以秋末冬初最好，多

于 7～10月龄宰杀，过周岁者很少。由于槐山羊屠

宰年龄较小，所以肉质鲜嫩，膻味小，瘦肉多，脂肪

少，适于烹调，味美可口。

3）繁殖性能

性成熟年龄。槐山羊性成熟较早，一般母羊羔

2～3个月即初次发情，6～8月龄达到性成熟；公羊羔

50 d左右有性欲表现，8～10月龄达到性成熟。

初配年龄和利用年限。母羊初配年龄一般为

6～8月龄，繁殖使用年限为 6～8 a；公羊的最初使

用年龄在 9～12月龄，使用年限 3～4 a。

发情周期。发情周期 16～24 d，一般是 21 d，

发情持续时间 24～48 h。

发情季节。母羊一年四季均可发情，但多集中

在秋冬季节，母羊产后 20～40 d又可发情配种；在

气温较高、雨水较多的 7～9月份，公羊精液品质较

差，母羊发情的少，繁殖率低于全年其他月份；11～

12月份配种受胎率、繁殖率最高。

配种方式。当前，羊的配种方式以本交为主，人工

授精为辅。1只公羊 1 a可使 250～300只母羊受孕。

怀孕期。怀孕期 143～156 d，一般是 150 d。

产羔数。正常情况下，母羊 1年 2胎或 2年 3

胎，每胎产羔 2～4只，最多可达 6只，母羊产羔率 1

岁较低，2～4岁最高，5岁以后明显下降，1982年统

计平均繁殖率为 238.66%，2007年周口市畜牧工作

站统计平均产羔率 332%。

羔羊初生重。羔羊初生重平均 2.68 kg，其中公

性别 只数 空腹体质量 /kg 胴体质量 /kg 屠宰率 /% 净肉率 /% 腿肌厚度 /cm 腰肌厚度 /cm 肉骨比 眼肌面积 /cm2

公羊 10 25.01±5.69 12.66±5.69 53.40±10.58 41.65±9.45 2.38±1.62 1.95±0.93 1∶4.87±1.23 6.91±2.09

母羊 10 28.31±6.62 13.39±6.62 53.11±9.81 40.12±8.25 2.32±2.38 1.74±0.81 1∶5.25±1.65 6.63±3.47

表 1 槐山羊产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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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为 2.75 kg，母羊为 2.61 kg。

羔羊断奶重。羔羊平均断奶重公羊 8.38 kg，母

羊 7.14 kg，断奶日龄平均 117 d。

哺乳期日增重。哺乳期日增重公羊 45.27 g，母

羊 41.59 g。

羔羊成活数。断奶后，羔羊每窝平均成活 3.2

只。羔羊成活率平均为 96.23%。

4 槐山羊保种方法及措施

采用建立核心保种场及划定保护区保护方法。

实行了个体种羊等量留种体系保种措施。建立槐山

羊核心保种场，一是沈丘县槐山羊良种繁育有限公

司，二是沈丘县杰瑞槐山羊良种繁育场。把沙颍河

南岸的周营、石槽、莲池、范营和老城 5个乡镇划定

为槐山羊保种区，组建槐山羊核心群。其他区域有

计划地开展经济杂交。

4.1 组建 2个省级槐山羊种质资源保种场

为搞好槐山羊的保种工作，沈丘县组建了 2个

槐山羊种质资源保种场，2012年 6月通过了河南省

畜牧局审批验收。这两个槐山羊保种场是沈丘县槐

山羊良种繁育有限公司和沈丘县杰瑞槐山羊良种繁

育场，建立了槐山羊提纯复壮良种繁育核心育种群。

4.2 组建周口市槐山羊良种繁育技术工程中心

2012年经周口市科技局批准，以沈丘县槐山羊

良种繁育有限公司为依托，组建了周口市槐山羊良

种繁育技术工程中心，以该中心为平台，开展了槐

山羊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技术、槐山羊提纯复壮良种

繁育技术、槐山羊种质资源保护与产业化开发利用

等课题研究。计划 2015年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争取申报河南省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4.3 制定选种选育及保种方案

在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博士生导师刘

榜教授的指导下，制定了槐山羊选种保种方案。采

取综合指数评定方法，以个体性能测定和后裔测定

为主，同胞测定和系谱选择为辅，综合利用多种资

料，坚持本品种选育。

1）个体性能测定。坚持每年春末（或羔羊断奶

前）和秋初（或母羊配种前）进行 2 次个体性能测

定。根据个体性能表现和外貌特征鉴定、定等和淘

汰。羔羊和育成母羊的选淘率分别确定为 10％和

25％，在具体选淘时，遵循如下原则。

选择符合品种特征、性能表现突出的公、母羊

留种。选择裘皮型种羊留种。选择体质量大、生长发

育快的后备羔羊留种。选择能四季发情、容易配种、

胎产羔数多的母羊及其后代留种。选择初情早、配

种早而又产多羔的母羊及其后代留种。选择断奶重

大的多胞胎公、母羊及其后代留种。选择睾丸大、发

育好的公羊及其后代留种。

2）后裔测定。后裔测定方法选用母女对比法和

同龄后代对比法，以便尽早尽快又较为准确地确定

种公羊的种用价值。

母女对比法根据父母双亲对后代遗传贡献各

占一半的基本原理，对比说明种公羊的种用价值。

同龄后代对比法根据同龄同期女儿后代的表

现，用性能平均差值对比说明种公羊的种用价值。

但应尽量把测定公羊的全部女儿均匀分配到不同

的羊群中，环境条件力求一致。

4.4 制定配种制度

1）配种方法。根据羊的特点，种羊场配种方法

采用人工辅助交配法，即根据公、母羊的个体性能

表现确定配种计划，适时进行配种。

2）选配原则。参与配种的公羊和种母羊必须品

质优秀，个体选配的种公羊必须符合特级标准。不

允许有相同或相反缺陷的种公、母羊选配。及时总

结选配结果，不断修正和完善配种计划。慎重使用

近亲交配。

4.5 建立保种繁育体系

建立了三级繁育体系，即种羊场设立核心群和

繁育群，社会上选择建立生产群，通过统一选育方

案形成合作育种模式。

1）核心群。集中羊品种内品质最好、符合选育

目标的优秀个体，以选育提高为目标，逐步培育高

繁殖力的羊群。

2）繁育群。主要由特、一级母羊组成，性能表现

较为突出。以扩繁推广为主要目标，推广面以生产

项目 满分 评分依据

产羔数 30
对母羊已有产羔数分胎次评分，

以得分较高的胎次为准。

生长速度 35 本身 6月龄的体质量

乳房发育 5 发育良好

睾丸发育 5 发育良好

体长、体高、胸围 各 5 实测值

体形外貌 5 符合品种特征

羔皮质量 10 按等级

表 2 槐山羊综合指数评分依据表

养殖生产32· ·



养殖与饲料 2014年第 12期

群及其他产区羊群为主。

3）生产群。主要由以群选群育和繁育推广为

主，接受种羊场技术指导，以商品生产为主。

4.6 个体种羊等量留种保种

选留一代槐山羊种羊 100只，其中种公羊 20

只、种母羊 80只；选留二代槐山羊种羊 100只，其

中种公羊 20只、种母羊 80 只；选留三代槐山羊种

羊 100只，其中种公羊 20只、种母羊 80只；选留四

代槐山羊种羊 100只，其中种公羊 20只、种母羊

80只。

5 取得的主要成绩

沈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槐山羊产业化发

展，出台了《关于加快槐山羊产业化发展的意见》

（沈政[2011]81号），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每年

拿出 26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槐山羊种质资源

保护及产业化发展利用。截至到 2013年底，沈丘县

槐山羊存栏 68万只，槐山羊规模养殖场（户）发展

到 892个，其中存栏 200只以上的有 28个。沈丘县

马五牛羊肉加工厂、沈丘县康福食品场、沈丘县豫

香斋加工场等加工厂的羊肉产品已形成地方特色

产品，2010 年上海世博会清真食品确定 5 家供应

商，沈丘占 4家。2013年 1月 25日，河南省技术质

量监督局颁布“沈丘槐山羊”地方标准；2014年 5月

28日，沈丘县槐山羊养殖发展有限公司的槐山羊繁

育、养殖产品通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沈丘县槐山羊”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形式审查

合格；2013年 8月 6日，“槐山羊养殖技术”在中央

7套《农广天地》节目播出；2013年 7月，2个槐山羊

种羊场获河南省畜牧局生产许可证；“槐山羊提纯

复壮良种繁育技术研究与应用”课题获 2013年度

周口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一等奖；“槐山羊颗粒饲

料研究”课题获 2010年度周口市人民政府科技进

步二等奖；“槐山羊规模化养殖技术研究与应用”课

题获 2011年度周口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

“畜禽粪污治理技术推广应用”课题获 2012年度周

口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无公害畜产品生

产管理技术推广应用”课题获 2013年度周口市人

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槐山羊规模化养殖技术》

专著于 2009年 9月在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

行；相关专业论文 12篇。“槐山羊生产技术集成与

推广应用”于 2014年 3月 26日被周口市畜牧局鉴

定为河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

6 存在的问题

槐山羊还没有被列为国家畜禽种质资源保护

品种；槐山羊系列产品没有达到优质优价；新槐山

羊的品种特性及生产性能亟需测定；缺乏槐山羊资

源保护和产业化开发工作的长效机制；槐山羊种质

资源保护技术投入少，产业化开发规模小。

7 意见与建议

槐山羊资源保护和产业化开发工作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相关各方面共同努力。各级畜牧行政

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争取扶持政策，建立长效机

制；争取尽早把槐山羊列为国家畜禽种质资源保护

品种；省、市畜牧技术部门要制定槐山羊新的品种

标准及槐山羊育种方案；培育龙头企业，充分发挥

市场的主体作用；申报农产品地理标志等，打响槐

山羊品牌，提高槐山羊系列产品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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