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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云南省新平县有一定的山羊养殖基础、广袤的天然草场和丰富的饲草资源、物种资源等优势，但存在

养殖方式落后、资金不足、规模养殖效益不突出等问题，建议科学规划山羊发展；科学饲养，提高养殖科技含量；采

取公司 +经纪人 +合作社 +农户的营销模式；转变养殖方式，发展现代养殖业；因势利导，开展肉羊杂交改良；强

化疫病防治，保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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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位于云南中部偏西南，玉

溪西南方，地处哀牢山中段东麓，主河流元江自西

向东南斜贯新平全境，将县境分为东西两片，形成

“两山对峙、一水中分”的地貌景观，形成一山分四

季、四季不同天的垂直立体气候分布带。全县总面

积 4 223 km2，其中山区面积 4 139 km2，占全县土

地面积的 98%。全县总人口 273 611人，有彝、傣等

少数民族 6个，少数民族人口 196 643人，占总人

口的 71.8%。境内生物资源丰富多样。全县共有林地

面积 23.53 hm2，占全县土地面积的 55.8%。森林覆

盖率 60.8%。2015年全县实现畜牧业总产值 12.82

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 31.9％。

1 新平县山羊养殖的优势条件及饲
养现状

1）有一定的山羊养殖基础。新平县山羊存栏

10.39 万只，出栏 6.18 万只，年出栏率 59%，

2000-2015年，新平山羊存栏量由 7.04万只发展到

10.39万只，增长 47%，出栏率由 45%提高到 59%，

提高 14个百分点。全县饲养山羊 200只以上的规

模养殖户 21个，100只以上的养殖户 56个。发展山

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4个。

2）有广袤的天然草场和丰富的饲草资源。根据

1986年草地资源普查，全县共有可利用草场资源

5.49万 hm2，其中疏林草场 4.27万 hm2，山地草丛草

场 0.9万 hm2，山林灌木丛草场 0.23万 hm2，山地林

间草场 0.09万 hm2；农隙地草场 1.47万 hm2。饲草

种类丰富，藤本灌木繁多，一年四季有常绿植被，无

明显的枯草期，为发展草食家畜提供得天独厚的自

然条件。新平县有丰富的农作物副产物饲草资源，

热坝河谷区有大量的甘蔗叶稍、香蕉叶秆，农耕区

有丰富的玉米秸秆、小麦秸秆、稻草，可转化为

15.36万个绵羊单位，丰富多样的农作物副产物为

山羊养殖及舍饲关养提供了物质基础。

3）拥有好物种资源。云岭黑山羊是高山丛林自

然选择的结果，是高原人祖辈选育下的好物种。特

别适应高山灌木丛林牧场放牧，黑山羊地方品系众

多，采食能力特强，食谱广泛；环境适应能力强，抗

病力强，肉质鲜美、风味独特，是难得的地方优良品

种。为肉羊业的发展提供了理想的种质资源。

4）羊肉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山羊是以食

草为主的家畜，全价配合饲料用量少。羊肉药残少，

胆固醇低，食用安全。与其他畜禽肉相比，瘦肉多脂

肪少，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美、风味特别，温补滋

养，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牛羊肉消费量增加，消费价格稳中上涨。当地

彝、哈少数民族素有喜食山羊的传统，祭祀、节日喜

庆活动都离不开羊肉。

5）山羊养殖综合效益好。2000年以来，西双版

纳橡胶种植、新平开发种植冰糖甜橙等热带经济作

物，大量施用有机羊粪，羊粪收购价格逐年加高，1袋

羊粪（30 kg）卖价 20元。增加了山羊养殖附加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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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羊养殖不需要大量的饲料成本，主要的开支

是放牧人工资，在放牧山场条件好的地方，一个劳

动力负担 80只左右的群体放牧，按 1年产羔 40只

计算，可产生 5万元左右的毛利。放牧工工资折合

卖羊粪收入抵消，扣除药物、矿盐等成本，山羊养殖

综合效益比较好。

6）山羊养殖是山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好路

子。山村山林多良田少，经济相对滞后，增收致富途

径少，一方面有山林放牧资源，一方面有饲养山羊

的喜好和富余劳力，利用山区饲草资源因地制宜地

发展山羊养殖，是山区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好路

子。

2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养殖方式落后，管理粗放。传统养殖方式，野

外放牧、自然采食、不做补饲、秋肥冬瘦春不长。管

理粗放，自然交配，近亲繁殖，品种退化现象日趋严

重。产肉性能不显著，个体产肉率低、出栏率低，商

品化程度不高。羊群结构普遍老化。

2）资金不足，影响山羊业的发展。山羊养殖自

然条件优越地方多集中在经济欠发达的山区，有山

羊养殖的想法，由于缺乏启动资金无法实施，现有

的养殖农户由于资金短缺无法获得更大的发展。

3）小农经济意识，规模养殖效益不突出。养着一

群羊没有钱花，是山区少数民族地方的真实写照，山

羊养殖看做家庭副产业，小农意识，零散经营，售卖

的是零星羯羊，不能形成大宗商品。商品经济观念不

强，组织化程度不高，养殖规模效益不突出。

4）传统牧场的变化，影响着山羊的发展。20世

纪 90年代，农业经济作物开发，“甘蔗上山、烤烟过

江”，大力开垦山地，牧场面积压缩，连片的草山空

间发生了变化，传统牧场不再适宜山羊放牧。个别

区域草畜不配套，载畜量过大，过度放牧，造成草山

植被退化严重。

3 发展思路及对策

1）科学规划山羊发展，合理化布局。以《新平县

十三五畜牧发展规划纲要》牛羊区域布局为指导，

合理利用山林灌木、草山草坡放牧资源为出发点，

对山羊养殖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新平县有一定规

模的山羊存量，但与大量饲草资源相比仍存有巨大

发展潜力，布局不合理，区域性发展不均衡。通过政

策引导和项目资金支持，引导和鼓励山羊在规划区

内发展。选择理想的饲养场地是山羊养殖成功的基

础。山区和林区依托放牧资源，倡导放牧饲养；半山

区推广自然放牧与舍饲育肥相结合；农区、水源林

区控制发展；饲养密度过大的区域减少存栏量，调

整基础羊群体结构。

2）科学饲养，提高养殖科技含量。改变传统饲

养方式，提倡科学饲养。养羊综合配套技术推行“六

改”措施。即：改乱交乱配为有计划的品种改良；改

自由放牧为放牧与补饲相结合；改有啥喂啥、单一

饲料为喂混合料，实行青、粗、精合理搭配，综合平

衡供给；改简易羊舍大群体混养为新式羊舍分群分

舍关养，厩内积肥为厩外积肥，夏天通风散热、冬日

防寒保暖；改不出栏、、少出栏为多出栏、批次出栏；

改自主防疫为免疫程序防疫。结合“六改”推广山羊

养殖新技术：羔羊早期断奶、提早补饲技术；商品羊

快速育肥技术；冬春季节人工补草补饲，矿物质添

加剂的应用；青贮、氨化、微贮饲草的开发利用；中

草药在繁殖生产中的应用。

3）公司 +经纪人 +合作社 +农户的营销模式。

山羊的出栏同步性差，商品化生产程度不高。山羊

养殖户地处偏远、分散。依托养殖营销公司，通过经

纪人把零星分散的商品羊集中起来育肥和组织营

销，同时，通过公司的影响带动山羊的发展。把分散

的养殖户集中起来，成立养殖合作社，发挥团体作

用，建立信息交流平台，疫情、技术、市场等信息交

流，饲料、疫苗、兽药统一调供。

4）转变养殖方式，发展现代养殖业。天然林、生

态林等传统牧场的禁牧，农业开发对牧场侵占，局

部牧场载畜量过大，草山植被退化严重。完全依靠

放牧的养羊方式不符现实，更不符合现代畜牧业的

发展要求。规模养殖场推行舍饲关养、舍饲育肥，规

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方式。结合国家实施退耕

还草后续建设项目，开展人工种草围栏圈养、围栏

轮牧、半舍饲半放牧等养殖方式；经济果木林与种

草相结合，开展种养生态循环养殖模式。舍饲关养

一定程度饲喂成本增加，但有利于肉用型山羊生产

性能的发挥。生长快、饲养周期缩短、育肥效果好，

商品出栏率高。

5）因势利导，开展肉羊杂交改良。根据各个乡

村养殖现状、牧场的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品种改良。

改良有目标性、有方向性。防止片面追求新品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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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引种，无序开展杂交改良，导致最后失掉原有

的好品种。建议舍饲关养的规模饲养场以肉用型山

羊为改良方向，开展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技术，经

济杂交利用；半山区和牧场优越的乡村引进波尔山

羊、奴比亚等种肉羊，开展本交改良；山区和次牧场

的村寨以本土化品种为主，适当引进南江黄羊、龙

陵黄山羊等地方培育品种，开展品种间选种选配。

没有计划外地引种的养殖户，必须进行本品种间调

种换种，2年 1次更新种公羊，提纯复壮，防止近亲

交配品种衰退。同时做好基础母羊群的整群工作，

提高母羊的同质化程度。

6）强化疫病防治，保障健康发展。建立完善的

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保障养羊业的健康发展。新平

县戛洒镇是玉溪市最大牛羊消费集散地，牛羊来源

相邻的两州（市）四县。疫病防控错综复杂，形势严

峻，加强场地检验检疫和市场监管，防止新的疫情

传入，同时积极做好自身防疫工作，当前羊群必须

免疫注射布病、羊痘、小反刍兽疫、羊传染性胸膜肺

炎 4种疫苗。另外关注羊肠毒血症、羊快疫、猝疽等

疫病。根据各个羊场的疫病需要制定免疫程序，定

期羊舍环境卫生消毒，并进行羊寄生虫病的防治、

中草药保健预防。

摘要 根据民和县基本情况和家庭牧场建设现状，采取了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发挥示范带头作

用；加强资金管理、发挥资金作用的措施，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但还存在财政

投入资金较少、动物防疫配套设施简陋、从业人员科技知识缺乏等问题，对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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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民和县家庭牧场建设是根据青海省委

省政府“牧区减畜、农区弥补”的生态发展战略部

署，按照“种养结合、适度规模、规范养殖、生态平

衡”的原则，以农户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以适度规

模的牧业为劳动对象，以商品化生产为主要目的，

实行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科学管理的企

业化经济实体。

1 基本情况

民和县地处青海省东部，热量条件好，光照时

间长，是青海省玉米、小麦等作物的主产区，饲草料

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2014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

2.67万 hm2，玉米秸秆产量可达 112万 t，其他农作

物秸秆为 52.4 万 t，秸秆总量达 164.4 万 t；加上退

耕还林还草种植的苜蓿、复种的饲草以及其他饲草

等，饲草总量可达到 224万 t。

民和县委、县政府以打造农区畜牧强县为目

标，大力实施“农畜联动、草畜结合”工程，建基地、

强龙头、抓规模、树品牌，按照“扶大户、建小区、带

万家”的思路，切实转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强

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技术服务功能，家庭牧

场建设在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增长方式等方面均

得到了较快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2015年底，草食

畜饲养量达到 150.03万头（匹、只），同比增长 9%；

草食畜存栏量达 68.75万头（匹、只），同比增长

5.4%，草食畜出栏量达 67.46万头（匹、只），同比增长

7.8%。生猪饲养量达 30.01万头，同比增长 5%，生猪

存栏达 8.15万头，同比增长 2%，生猪出栏达 14.53

万头，同比增长 3.6%；禽饲养量达到 120.03万只，同

比增长 7.5%，禽存栏达 32.08万只，同比增长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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