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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红骨山羊是在云南省弥勒县东山镇发现的

地方品种,2010年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

录,主要特点是体壮肉嫩、骨骼鲜红、繁殖率高、生长

速度快、微量元素锶和锌含量高,具有较高的科研价

值及经济价值。据2012年12月20日东山镇兽医

站统计结果,目前存栏4216只,能繁母羊2044只,
种公羊92只,羯羊、羔羊、不能繁殖母羊共计2080
只。由于东山红骨山羊售价极高,导致存栏数增加

缓慢,保护和开发利用东山红骨山羊势在必行。

1 东山红骨山羊概况

1.1 生长环境

东山红骨山羊仅分布在东山镇的大栗、旧城、新
寨和舍木4个村委会的8个自然村。东山镇位于弥

勒县东部,距县城48km,国土面积368km2;地势

中部高、四周低,西北高、东南低,中部环绕悬崖陡

壁;最高海拔2315m,最低海拔867m;典型的立体

高原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2.8℃(1月气温最低、平
均为1.8℃),年无霜期253d,年降雨量1100~
1200mm;冬春干燥,夏秋湿润,早春和秋冬多雾而

寒冷。大 栗、旧 城、新 寨 和 舍 木 海 拔 在1800~
2315m,多灌木丛林。

1.2 发展历程

东山红骨山羊最早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
那时交通极为不便,货物流通不畅,羊价极低(据当

地人讲述,当时最好的羊也就0.8~1.5元/kg);农

村逢年过节都会宰羊,有几户养的羊宰后发现骨头

呈粉红色,当时都以为是病理变化,不敢讲,怕大家

知道后不吃。因大栗、旧城、新寨和舍木的居民习惯

各占一片山场放牧、在本群中选留种羊,使得这一变

异种群得以近亲选育、不断纯化,并且得到保留。

20世纪90年代,红骨山羊慢慢被众人知晓,东
山镇兽医站也多次向有关部门汇报,当时红骨山羊

的价格与普通山羊差不多。到2011年底,东山红骨

山羊存栏数增加到1048只,价格飙升(好的种公羊

200多元/kg、羯羊120~150元/kg),养殖红骨山羊

已经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1.3 主要特征

红骨山羊外貌与本地山羊一致,成年公羊雄壮、
颌下有肉垂,毛色有黑色、黄色和黄黑杂色3种,主
要特征是骨头呈鲜红色或粉红色,约10%的个体切

齿呈明显的红色、约90%的个体下切齿齿龈呈褐色

且在每年的6-9月更明显一些,但要宰后看骨骼才

能确认为红骨山羊。
通过对4户328只(6月龄以上241只,6月龄

以下87只)红骨山羊进行观察发现,被毛黑色的

269只、占82%,黄色的59只、占18%;有角的319
只、占97%,无角的9只、占3%。

1.4 生产性能

1)繁殖性能。性成熟早,母羊100日龄左右、体
重约10kg时发情即可配种,公羊150日龄左右可

配种;母 羊 年 产 2 胎,单 羔 率 13.8%、双 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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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4%、三羔率5.8%。

2)肉用性能。体型大,成年羯羊体重可达65~
88kg;产肉多,经对4户的328只羊进行统计发现,

1、2、3岁龄的母羊和公羊(含羯羊)的平均体重分别

为20.55和32.25、31.50和56.44、41.08和78.56
kg;肉质好,肉质细嫩、口感鲜香、膻味小;微量元素

含量高,据弥勒县畜牧局检测结果,微量元素锶和锌

的含量是普通山羊的4~6倍。

2 开发利用面临的问题

2.1 农户散养难以壮大种群

红骨山羊最早发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2006
年之后引起重视,1户曾最多存栏146只羊。因草

场、人力的限制,一般超过60只就得分群,否则放牧

时难以管理。经有关部门努力,近几年虽有所发展,
但因售价是普通山羊的4~5倍,农户为了获取眼前

利益,出栏较多,存栏数发展缓慢。

2.2 良种难以发挥优良性能

各农户都认为自己的红骨山羊是最好的,所以

不卖种羊也不想要别人家的种羊,致使一些骨骼红

得极艳、生长性能极好的种公羊得不到充分利用。
调查中发现,某农户的红骨公羊1岁龄体重即达52
kg,但他不愿出售种公羊也不愿借给别人作种用,
只卖羯羊。

2.3 受疫病影响大

部分农户防疫意识淡薄,几乎没有驱虫的习惯,
使许多弱羊、幼羊难以越冬。近几年来,因交通便

捷、流通较快,致使羊病较复杂且发病较频繁,威胁

着东山红骨山羊的发展。

2.4 放牧草场不足

20世纪80年代末的滥砍乱伐以及随之而来的

大量开荒,使东山红骨山羊的放牧面积不断缩减;20
世纪90年代虽有部分退耕还林,但未见还草。

2.5 资金投入不够

东山镇是弥勒县海拔最高的乡镇,大多数农户

都有养羊的习惯,但由于资金不足,户均存栏较少,
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2008年,只有8户红骨山羊

养殖户挂牌并通过财政补助把圈舍改为羊床,而多

数养殖户没有享受到该项补助;加之,相关部门对有

贡献的科技人员没有给予相应奖励,影响了多数养

殖户和畜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3 建 议

3.1 建立养殖基地

农户散养东山红骨山羊受天然草场、放牧群体、
资金投入等诸多限制,发展空间有限。距东山镇政

府约3km处,有一片名为“苹果园”的场地,面积约

27hm2,四面环坡,属政府试验地;2010年东山镇政

府曾将其规划为牛羊养殖基地,但因资金短缺而没

有建成。建议引进资金,在此建立“东山红骨山羊繁

育基地”,快速扩繁,带动农户建立东山红骨山羊的

养殖基地。

3.2 扩大养殖补助

现在还有20余户饲养红骨山羊的农户没有改

造羊舍。羊舍改造为羊床后,能有效减少羊腐蹄病

的发生、提高羔羊的成活率、提高养殖经济效益,可
吸引更多农户养殖红骨山羊,有望在4a内使红骨

山羊的能繁母羊达到1万头。

3.3 落实退耕还林、还草项目

积极落实国家退耕还林、还草项目,对害草过

多、不宜放牧的草场进行人工改良,确保放牧草场的

数量和质量。另外,利用部分耕地种植牧草,实施种

草养畜工程,保证冬春枯草季节的饲草供应。

3.4 加大扶持力度

红骨山羊虽发现时间不长,但因其肉质独特及

生产性能优异而受到关注,6a来在各级政府和有关

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红骨山羊的存栏数有所增加,
市场价格已达到普通山羊的4~5倍,养殖户的经济

效益较为可观,为建立东山红骨山羊产业、创建红骨

山羊品牌奠定了基础。若能加大扶持力度,尽快改

善养殖环境,带动更多农户养殖红骨山羊,同时业务

部门做好养殖技术指导、防疫等一系列服务,通过近

5a的努力,有望发展成年产值超1亿元的东山红骨

山羊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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