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11期

又是加快资源转化、促进农牧结合、推进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战略需要，要广泛

宣传秸秆饲料化利用对推动草食畜牧业发展，带

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意义，在

全社会形成秸秆养畜利国利民共识，调动和激发

广大养殖户秸秆饲料化利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通过政策引导，构建激励机制，强化秸秆养畜技

术指导服务，大力推广秸秆青贮、微贮、氨化等加

工技术，推行秸秆饲料专业化生产和商品化利

用，统收、统贮、集中供料、分户使用秸秆饲料加

工利用模式，培育秸秆饲料专业化生产企业，以

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养畜大户和专业合作组

织为重点，营造良好环境，促进秸秆饲料化利用

工作的开展。

摘要 湖羊作为太湖流域内的地方品种，具有高繁殖力、早期生长较快、肉质鲜美、适于舍饲等优势。近年

来，湖羊规模化养殖逐渐兴起。然而，在规模化养殖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良种资源缺乏、产业化程度低、疫病

防控薄弱等问题。通过探讨湖羊规模化养殖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湖羊产业高效健康发展提

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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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羊是我国特有的白色羔皮羊品种，具有四季

发情、性情温驯、繁殖率高、性成熟早、适于舍饲等

优良特性，属国家级重点保护畜禽品种。

作为湖羊主产区的湖州，在 2013年率先启动实

施“湖羊产业振兴计划”，2015年“湖州湖羊”成功获

得国家农产品地理保护标志。截至 2015年底，全市

湖羊存栏达 37.55 万只，比振兴计划实施前增长

43.54%，湖羊产业产值达 4.04亿元，比振兴计划实

施前增长 12.85%，湖羊产业的快速发展有效推动了

畜牧业的转型升级。然而，在湖羊规模化养殖迅速发

展的同时，依然面临良种资源缺乏、疫病防控力度不

足、产业链单一等问题，制约着当地湖羊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剖析湖州市湖羊规模化

养殖中所存在的问题，结合文献和实践进一步简述

其对策，以期供广大养殖户参考。

1 湖羊规模化养殖快速兴起

湖州素有养羊的传统，传统意义上的饲养普遍

采用秸秆和人工牧草作为主要饲料，养殖规模较

小，多以千家万户的散养方式为主，充分利用农区

丰富的秸秆资源和闲置的劳动力。随着生态养殖的

要求及放牧地的减少，放牧逐渐转变为舍饲，规模

化饲养模式开始流行。近几年，随着湖州地方政府

对湖羊生产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湖羊饲养科

技水平的不断提高，湖羊养殖规模化程度随之得到

进一步提高。与散养户不同，规模化养殖在管理制

度、检验防疫、污染处理等方面更加规范，是保障畜

产品安全的有效途径，是促进生态保护的重要手

段。因此，湖羊规模化养殖也是今后养羊业的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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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羊规模化养殖中存在的问题

1）湖羊品种不纯。湖羊的饲料消耗量和生产性

能由湖羊品种的好坏决定[1]，因此，湖羊规模化养殖

效益与湖羊品种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只有纯种的湖

羊群才可以实现湖羊养殖效益的最大化[2]。然而，在

时代和市场的影响下，湖羊生产经历了“皮主肉从”

到“肉主皮从”的转变。基于这种转变，湖羊品种的

培育经历了大规模的杂交改良，导致越来越多的湖

羊基因混杂，种质退化，而繁育保种机构的单薄进

一步导致纯种湖羊大幅降低，因此，良种资源是规

模化湖羊产业不断壮大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产业链单一。在湖州市湖羊产业振兴计划的

推动下，湖羊产业已初具规模，但产业链尚不完善。

一些规模化养殖场主要靠销售育肥羊和小羔羊，产

业链未延伸到屠宰加工等流通环节。此外，缺少有

影响力的龙头企业，不利于湖州湖羊知名度的提

高，导致消费人群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同时，湖羊行

业协会的建立处于初期，还不能够有序地组织养殖

户、企业和市场，导致湖羊产业参与主体之间缺乏

有效的链接模式，在饲草供应、销售等方面信息沟

通不畅，养殖户应对未来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3）疾病防控不到位。疫病是影响湖羊养殖的关

键因素，威胁湖羊的主要疫病有口蹄疫、小反刍兽

疫、羊痘、羊快疫、羊猝狙、羔羊痢疾等[2]。随着湖羊

规模化养殖的不断扩大，由卫生条件、疫苗注射不

佳等因素所引起的羊传染病发病率也在不断升高。

部分养殖户认为湖羊病少，疏于严格执行免疫和消

毒等预防工作，甚至部分养殖户认为患病羊的死亡

率不高，但病原体的快速入侵不仅会阻碍患病羊自

身的正常生长，严重的还可能导致整个养殖场发生

疫情，疫病风险防范认知的不足往往会对湖羊养殖

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3 有效促进湖羊规模化养殖的对策

1）加强良种繁育。实践表明，纯种的湖羊群是

规模化经营取得良好效益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新

建规模化湖羊场从有种畜禽生产许可证的种羊场

引进优良的种羊，不得从疫区引种。从外貌特征、

生长速度、产羔率、遗传稳定性等方面选好种羊 [3]。

种羊引进后配备专业的技术人员进行科学规范化

的饲养，采用先进的人工授精等繁育技术有计划地

进行选配，同时做好资料记录，建立健全湖羊良种

核心群和系谱档案等，加强良种繁育工作。

2）完善湖羊产业链。为加快湖羊产业的整体发

展，构建完善的产业链条，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

作用，鼓励科研单位、规模羊场和部分销售企业等

建立湖羊产业联盟，加强信息沟通，增强市场合作；

其次要建立更多的养羊协会，将湖羊产业的参与主

体有效地组织起来，规范管理，树立良好的行业形

象；第三，优化湖羊产业链组织服务体系，重视服务

质量；第四，加强龙头企业对湖羊品牌的宣传力度，

引领更多消费人群。

3）加强疫病防控力度。完善的防疫制度是做好

疫病防控，保证羊群健康的有效手段[3]。因此，湖羊

规模化养殖中要科学制定免疫程序，有计划地做好

免疫接种工作。此外，规模化湖羊场需加强对羊舍

卫生条件的管理，保证羊舍通风良好，定期对羊舍、

饲养器具及周围环境等进行严格消毒，对于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羊粪、污水等废弃物按照减量化、无害

化处理，进而减少羊舍周围环境中病原微生物的滋

生，从而减少疫病发生的机率。而一旦发生病情，要

及时处理。

4 结 语

湖羊属草食动物，饲养占地面积小，利用价值

较高，具有生长快、肉质鲜美、一胎多羔等优良特

性，符合当前畜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要求，因此，对

其进行规模化养殖成为必然的趋势。本文通过对湖

羊规模化养殖中存在的品种不纯、产业链单一、防

疫不足这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

决措施，以期使湖羊规模化养殖产业更加高效、健

康、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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