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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安徽省桐城市近年来牛羊产业现状的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健康养殖角度出发，重点做好

养殖场设施设备建设、良种选配、疫病防治、改变传统饲养习惯、增加政策扶持和利用市场杠杆调节等方面来大力

发展牛羊产业，生产出生态、绿色、环保、安全高效优质的牛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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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况

桐城市地处皖中江淮之间，南临长江，东以菜

子湖与枞阳县毗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依次

为山区、丘陵、圩畈和湖滩，以丘陵、圩畈为主。现辖

国家级及省级经济开发区各 1个、12个镇和 3个街

道办事处，总面积 1 571 km2，总人口 75万人。206

国道、合九铁路、沪蓉高速等纵贯全境，是皖西南的

交通枢纽和承东启西的通衢之地；境内河道交织，

形成大沙河、挂车河、龙眠河、孔城河四大水系，汇

入菜子湖，经枞阳闸注入长江。地属亚热带湿润气

候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年

平均气温 15.8 ℃、降水量 1 326.9 mm、日照时数

1 903.34 h、无霜期 246 d。农业种植以水稻、小麦、

油菜、棉花、山芋为主；畜牧业养殖以猪、牛、禽为

主，近些年来山羊养殖有所发展。

2 牛羊产业发展现状

1）规模小，利润低，制约着牛羊产业发展。根据

2015年底桐城市畜牧业生产报表查证，桐城市存栏

牛 49头以下的规模养殖场（户）有 12家、50头以上

的规模养殖场（户）有 6 家，存栏羊 49只以下的规

模养殖场（户）有 16家、50～99只的规模养殖场

（户）有 15家、100只以上规模养殖场（户）有 17家。

由此可见，桐城市的牛羊产业养殖规模偏小，加上

饲养管理粗放，养殖效益低，必然影响该产业的发

展，从而形成多年来牛羊产业整体结构不稳定的局

面。

2）资金短缺，缺少政策扶持，也同样制约着牛

羊产业发展。桐城市的牛羊养殖大都是由养殖户自

筹资金发展起来的，很少有政策扶持资金注入，即

使有一点也被少数养殖户争去了，不能够惠及众多

牛羊养殖场（户）。毕竟个人的资金有限，大规模的

发展受到限制，这也是导致牛羊产业规模小的原因

之一。

3）牛羊产业自然分布。牛羊养殖一直是桐城市

的传统养殖项目，一般都依山区或河滩、圩滩、湖滩

的自然草场养殖，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明显。桐城市

西北部的青草、唐湾、大关等镇的山区草山面积大，

自然草场丰富；中部的吕亭、龙眠、龙腾、文昌等镇

（街道），属半山半丘陵地区，低山区、丘陵草场资源

丰富；东南部的孔城、金神、范岗和新渡等镇属丘陵

平畈地区，孔城河、龙眠河、挂车河贯穿全境，注入

嬉子湖，丘陵草场及河滩、圩滩、湖滩草场资源丰

富。这些地区均适合山羊和肉牛的规模饲养，使得

牛羊产业呈自然分布，详见表 1。

4）牛羊养殖方式落后。桐城市牛羊的养殖方式

传承着古老的传统习惯，以自然放牧为主，在断青

的冬季和早春喂干草，少量补喂精料。多数牛舍和

羊舍建设简陋，缺少无害化处理和消毒等设施设

备，只能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粪便采取人工处理，

如处理不及时，影响畜舍卫生，最终影响畜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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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桐城市草场类型及牛羊养殖地区分布情况统计表 1）

1）A=羊存栏 100只以上或牛存栏 50头以上；B=羊存栏 50～99只或牛存栏 49头以下；C=羊存栏 49只以下。

和生长。

3 牛羊产业发展建议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的要求

更趋多元化、健康化，牛羊肉因脂肪低、营养价值高

倍受消费者的喜爱，但桐城市牛羊养殖规模小、产

能低，无法保障市场的有效供给，市场占有率仅达

20%，很多时候只能依靠从外地调运来解决市场稳

定问题。我国的牛羊产业集中在西北部，而目前对

这一地区的畜牧产业正在进行转型和升级，草原禁

牧限牧对牛羊养殖的影响较大，产能明显减少，从

而出现了“牛魔王”“羊贵妃”的现象。若将这一部分

压缩的产能转移到牛羊产业非发达地区，不但能提

升牛羊产业非发达地区的畜牧业整体水平，还能促

进当地经济健康发展。

1）利用市场杠杆调节养殖规模。对于准备或继

续投资牛羊产业生产的农户、合作社或企业来讲，

在从事该产业之前，要进行市场调查，市场行情看

好，适当扩大养殖规模，市场行情走低，尽量压缩养

殖规模，利用市场杠杆来调节养殖规模是十分必要

的。在牛羊产业非发达地区，牛羊肉又倍受人们青

睐的时代，桐城市场行情一直看好，还有 80%的市

场占有空间，发展牛羊产业前景一片光明。

2）因地制宜选择养殖畜种。由表 1可知，桐城

市高山坡、低山坡、丘陵、河滩、圩滩、湖滩草场资源

丰富，适合牛羊放牧饲养。羊喜干燥环境，且攀登能

力强，适宜高山坡、低山坡和丘陵等地草场放牧，这

些地区适宜养羊；牛除高山坡草场不适宜放牧外，

其他类型草场都可放牧，这些地区适宜养牛。牛羊

不宜混养。

3）改变传统饲养习惯。

①改放牧为放牧与舍饲相结合。在青料茂盛的

春末、夏季和秋季，以自然放牧为主，晚上适当补喂

精料，并将过剩的牧草收割制成青干草或青贮饲

料，以备青料淡季之需；在青料淡枯的冬季和早春

以舍饲为主，合理搭配饲喂干草、青干草、青贮料、

精料等，保持畜体增膘。

②按标准改建畜舍。按照饲养规模改建或建设

牛场或羊场。A.场址的选择：养殖场应因地制宜地

选择通风向阳、地势高燥，远离居民区、学校等人口

集中区、饮水源地、动物屠宰场、动物养殖场或公

路、铁路等交通干线 500 m以上的地方建设；B.完

善设施设备：养殖场区周围建有围墙（最好是带有

通风孔的围墙），分设出、入口大门，分别设置与门

同宽、长 4 m、深不低于 0.3 m的消毒池；生产区与

办公生活区分开，并有隔离设施；生产区入口处设

置更衣消毒室；各养殖栋舍入口设置消毒池或消毒

垫，间距 5 m以上；生产区内清道、污道分设；建有

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粪便、污水、污物及病死动物

无害化处理设施；建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

牛羊养殖户地区分布

牛 羊

地区 乡镇 草场类型 A B 小计 A B C 小计

西北部

青草 低山坡、河滩 2 2 4 2 3 9

唐湾 高山坡 1 1 2

黄甲 高山坡 1 1 2

大关 丘陵、低山坡 2 4 6 5 5 10

中部

吕亭 丘陵、低山坡 1 1 1 2 3

龙眠 丘陵、低山坡 3 3

龙腾 丘陵、河滩 1 1 1 1

文昌 丘陵、低山坡 1 1 1 1 2

东南部

孔城 丘陵、圩滩等 3 3 1 1

金神 丘陵、湖滩等 1 1 3 4

嬉子湖 丘陵、湖滩等 2 2 2 2

新渡 丘陵、河滩等 1 1 1

范岗 丘陵、低山坡 1 1 4 2 2 8

合计 13 6 12 18 17 15 16 48

主草场地区分布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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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淘汰的最佳时机

母鸡开始产蛋的年龄，依品种而异，约为 5个月。开产以后，除少数个体外，一般以第 1年的产蛋

量高，自第 2年以后，产蛋量即逐渐降低。以来航型蛋用鸡第 1年的产蛋量为 100%计算，第 2、3、4、5

年的产蛋量分别下降为 84%、72%、63%和 55%。

因此，将老龄鸡留在群里不淘汰，对生产是不利的。现代商品性养鸡场，一般是母鸡产蛋 12～14

个月后即全部淘汰，采用“全进全出”的方式，既可使鸡场经常保持较高的生产水平，又便于饲养管理

和防疫。这种养鸡场生产的商品蛋不作种用，可以不养公鸡。种鸡场，有时为了减少育成费用，在母鸡

快结束第 1个产蛋生物年之时，进行强制换羽，可再利用一段时期。

种鸡场种鸡的年龄比例一般为 1年占 55%，2年占 33%，3年占 12%。种公鸡以第 1年活力最强，一

般只利用 1年，应立即淘汰，以免浪费饲料。种鸡场的优秀公鸡有时可利用 2年。肉用种鸡因第 2年产

蛋下降较多，而且鸡体重往往过大，不利于产蛋配种，一般利用第一生物产蛋年之后即 64～68周龄进

行淘汰。

来源：中国禽病网

和患病动物隔离舍等；C.羊舍内要建羊床，用木条或

竹片构筑，木条或竹片间距 1.5～2.0 cm，羊床与地

面距离为 1.0～1.5 m，以便于粪便漏下和清扫。

4）选好种，实行自繁自养。俗话说“好种出好

苗”，只有选择体形大、生长快、肉质好、繁殖率高、

适应性好、抗病力强的品种作为种牛或种羊，走自

繁自养的养殖模式，才能避免因引种带来的养殖风

险，才能取得较好的养殖效益。

①羊一般采用本地山羊母本与外来优秀父本

杂交生产肉羊的方式。实践证明，引进世界一流的

肉用山羊品种波尔山羊与当地山羊杂交的商品肉

羊，其 3～9月龄体重是当地羊同期体重的 1.9～2.0

倍。这种杂交模式的推广，饲养效益比过去大大提

高，使得规模化、工厂化养羊有了可能性。

②牛一般采用本地黄牛母本与外来优秀父本

杂交生产肉牛的方式。实践证明，引进夏洛莱、西门

塔尔或鲁西黄牛与本地黄牛杂交的商品肉牛，其生

长速度比当地牛显著提高，而且肉质鲜美可口，是

一个值得推广的模式。

4 搞好疫病防治

始终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从外地

引种时，要避免从疫源地引种。做好日常免疫接种、

消毒灭源、药物保健、隔离观察、无害化处理等综合

性防治措施。定期清扫畜舍，定期消毒畜舍、用具及

其周边环境；加强羊痘、羔羊痢疾、羊大肠杆菌病、羊

肠毒血症、羊小反刍兽疫、牛羊口蹄疫、犊牛大肠杆

菌病、结核病等病的预防接种及综合防治工作。杜绝

或减少外来人员进入场地。发生疫情时，应及时向当

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快速诊断，并采取隔离、

治疗、消毒、扑杀、焚烧深埋等综合性防控措施，做到

“早、快、严、小”扑灭疫情，将损失降到最低。

5 给予政策扶持

牛羊产业非发达地区的省、市、县应结合实际

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对牛羊养殖企业进行有效的

资金支持，给予农发资金、贴息贷款等资金支持。出

台相应的保险政策，将牛羊养殖纳入农业政策保

险，使养殖场（户）和养殖企业在遭受自然灾害、疫

病侵袭等意外情况时提高抗击风险能力。实行出栏

补贴制度，每出栏 1 头肉牛或 1 只山羊时进行定

补，促进牛羊产业健康稳定发展。

6 提供技术支撑

牛羊属于国家大力提倡的节粮型草食动物，能

使“秸秆 -饲料 -粪便 -有机肥”循环利用，实现农

牧结合，提高资源产出率，畜牧兽医技术部门应正

确引导，在品种选育、种草养畜、饲养管理和疫病防

治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撑，助推这一生态循环农业健

康发展。

管理前沿 103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