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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现有的 453个绵羊品种中，除少数品

种具有产羔率高、性成熟早和常年发情的特点外，

绝大多数品种属季节性发情，一般一年产一胎、一

胎产一羔。在当前井喷式发展的养羊生产中，不论

是大型的养殖企业，还是小型个体养殖户，都把产

羔数作为衡量绵羊繁殖力高低的首要指标。

所谓绵羊的繁殖力是指绵羊生殖机能的强弱

和繁殖后代的能力，亦称生殖力。绵羊繁殖力的高

低，直接关系到养羊户的经济效益。在实际绵羊育

种工作中，生殖力虽然可通过常规的育种技术手段

来提高，但其遗传进展和选育效果不甚理想，而且

要育成一个品种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和时间。所以说，绵羊的繁殖率高低，是制约绵羊产

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绵

羊的繁殖力成为当前绵羊育种工作者最关注的热

点问题。

在高寒牧区，由于受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及繁

殖模式的限制，细毛羊母羊的初配年龄一般为 1.5

岁，到 2.0 岁时才可产羔，且在放牧条件下一般一

年产一胎、大多一胎产一羔。如果有些母羊当年不

能受胎，则就要白养一年，造成巨大浪费。这种传统

的繁殖模式世代间隔长、繁殖率低、扩群速度慢，难

以满足当前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严重影响广大养

殖户的经济效益和饲养积极性，制约了当前细毛羊

产业的快速发展。为了改善当前细毛羊繁殖力现

状，寻找相应的突破点，本文仅对影响甘肃高山细

毛羊繁殖力的相关因素及应对措施加以论述与分

析。

1 影响繁殖力的主要因素

1.1 遗传因素

绵羊繁殖力高低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如世

界著名的多胎羊品种布鲁拉羊、我国的地方品种小

尾寒羊与湖羊均有很高的繁殖力。不同品种间以及

同一品种不同个体间的繁殖力不同。甘肃高山细毛

羊在品种形成后曾引入过大量不同品种的外来基

因进行品种改造，长期以来由于育种目标不同，不

同的血统在不同的品系后代所表现出的繁殖力有

所不同。如在甘肃省绵羊繁育技术推广站以引入超

细型澳美羊为主的超细品系母羊产羔率平均为

108%；而以中国美利奴羊为主的细型品系母羊的产

羔率则为 105%。甘肃高山细毛羊同一品种中不同

个体间的繁殖力也有差别，高产群体中存在繁殖力

较差的个体，而低产群体中也有产双羔的母羊。因

此，在实际工作中应加强选择，使优秀个体的基因

能保留下来，并稳定遗传给后代。

1.2 环境因素

环境影响是指随季节变化所发生的气候、光

照、温度、湿度等的变化对细毛羊繁殖性能所产生

的影响。细毛羊是季节性发情动物，光照是影响母

羊发情的主要环境因素。实践证明随着配种季节的

延长，细毛羊产羔率逐渐增加，在配种中期达到高

峰，以后又逐渐降低。甘肃高山细毛羊生长在祁连

山高寒牧区，环境的影响尤为明显。在甘肃省绵羊

繁育技术推广站每年的冬季配种期为 20 d，中间约

10 d时间是配种高峰期，之后又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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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寒牧区湿度对细毛羊发情的影响也较为

明显，生产实践证明，配种期较潮湿的年份羊的受

胎率较高。相对而言，在高寒牧区冬季配种（人工授

精）时温度对羊发情的影响不甚明显。

1.3 营养因素

饲料中营养水平过低，不仅会使羊只体重下

降，食欲减退，影响羊的健康，还会对羊的发情、受

胎或妊娠带来影响，甚至造成繁殖障碍。例如，成年

公羊长期营养不足，会造成精液性状不良，精液中

能量降低，引起生精功能下降；而长期营养不足，母

羊发情时间就会推迟且发情结束较早，缩短其繁殖

季节。所以在绵羊进入发情季节之前，采取短期补

饲，加强营养，做到满膘配种，可促进母羊的发情和

排卵，较大幅度的提高母羊的繁殖率。但营养水平

过高，则会使公羊身体过肥，导致性欲减退。

1.4 配种技术与时间

在发情季节，适时配种是提高细毛羊繁殖率的

一个关键因素。细毛羊发情周期一般为 16~17 d，发

情持续期为 24~36 h。准确的发情鉴定是做到适时

输精、提高母羊受胎率的重要保证。发情母羊一般

频频走动和鸣叫，不安心采食，外阴黏膜常充血潮

红、稍为肿胀；喜欢接近公羊，并有强烈摆尾动作，

公羊爬跨时静立不动，有时也接受其它母羊爬跨，

但一般不主动爬跨其它母羊。一般可采取早、晚两

次试情的方法进行配种，早晨发情的母羊下午配

种，第 2天早上再复配 1次；晚上发情的母羊第 2天

早上配种，下午再复配一次，这样可大大提高受胎

率。

在配种过程中，技术操作是否正确也是影响细

毛羊繁殖力高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采精时，假阴

道、集精瓶等器械的消毒是否彻底，环境是否卫生、

安静，假阴道内的温度是否适宜，授精员有无吸烟、

对公羊是否有耐心，以及精液稀释时温度有无突然

变化，有无造成稀释打击、混精等。

1.5 健康状况与年龄

众所周知，身体健壮的母羊受配后产双羔、三

羔的比例高，所产羔羊体质好，初生重也大。

细毛种公羊精液的质量、数量和与配母羊的受

胎率受年龄的影响。青年公羊随着年龄增长其精液

的质量逐渐提高，到了一定年龄后精液质量又逐渐

下降。生产实践证明，3~4岁时种公羊精液的受胎率

最高，5~6岁后繁殖机能开始下降，一般公羊可使用

到 7~8岁。

细毛母羊的繁殖力也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化。一

般初产时最低，以后随年龄增长而增加，3~6岁时繁

殖力最高，7岁以后繁殖力逐渐下降。

1.6 饲养管理

细毛羊的繁殖力虽然主要取决于品种和遗传

因素，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饲

养管理条件。科学的饲养管理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羊

的生长发育、生产、繁殖、营养、卫生等方面的需要。

合理的放牧、饲喂、运动、调教、休息、羊舍卫生、交

配制度等一系列管理措施，均对羊的繁殖力有一定

的影响。相反管理不善，会使羊的繁殖力降低，甚至

造成不育。

2 提高细毛羊繁殖力的主要措施

细毛羊繁殖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细毛羊群的发

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细毛羊的繁殖力高低与品

种、饲养、管理、育种及疾病防治关系十分密切。养

殖场提高细毛羊繁殖力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地减

少种公羊和繁殖母羊的饲养量，通过提高种羊利用

率和繁殖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细毛羊繁殖力

的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

2.1 加强选种和选配

1）加大种公羊的选择力度，及时淘汰不育公羊。

对于公羊，首先从繁殖力高的母羊后裔中进行选

择。其次选种时要参考其祖先的生产能力，并根据

被选个体的本身性状加以选择。再次，在选种和试

用过程中要注意检查其生殖系统发育情况、性欲、

精子形态、射精量、精子密度和活力等。特别要重视

生殖器官、射精量、精液品质和所配母羊受胎情况

及所生后代的品质情况，符合品种标准的种公羊继

续留作种用，而对那些有系列障碍或不符合育种要

求的公羊则要立即停止使用或淘汰。有研究表明，

种公羊精子形态性状与其后代的生产性能有一定

的关系，精子形态差异能真实地反映种公羊个体之

间的繁殖力遗传差异。另外，公羊的精液品质和受

精能力与其遗传性能有密切关系，而精液的品质和

受精能力则是影响卵子受精、胚胎发育和羔羊生长

成活的决定因素。所以在细毛羊育种和生产中应加

强对公羊精子形态和精液品质的选择和检查。

2）加强母羊选择。一是选择繁殖力强的母羊。

一般细毛羊母羊的产羔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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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第 1胎就产双羔的母羊，具有较高的繁殖力。选

择头胎产双羔和前 3胎产双羔的母羊，可以提高母

羊的双羔率和繁殖力。二是提高羊群中适龄母羊的

比例。增加适龄母羊数量，也可明显提高羊群的繁

殖力，提高经济效益。在羊群中，适龄母羊在羊群中

的比例应达到 70%以上，这是提高母羊繁殖力的一

条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三是及时淘汰羊群中年龄

偏大的老龄母羊，并每年补进约占群体数 15%的后

备母羊，使繁殖母羊中青壮年羊的数量始终保持在

一个适宜的比例，就能保证羊群保持较高的繁殖

力。四是压缩羊群中羯羊的比例。从目前各地羊群

生产结构来看，羯羊所占比例过高，特别是山区农

户饲养的羊群更为突出。羯羊多，适龄母羊比例小，

这样不利于提高羊的繁殖力。羯羊虽然能剪毛产

肉，但秋肥后必须出栏或屠宰，否则过冬后羊的体

重会明显下降，从而造成饲料、人力、草场等各方面

的浪费，则直接影响到养羊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2.2 引进多胎基因

国内外的养羊实践已充分证明，用多胎品种与

地方品种羊杂交，是快速、有效和简便易行的提高

繁殖力的方法。如引进国外布鲁拉美利奴羊等多胎

羊作父本与当地细毛羊进行杂交，可明显增加产羔

数。

2.3 推广应用繁殖新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动物繁殖新技术（如早

期断奶、同期发情、超数排卵、胚胎移植、幼畜超排

等）不断研究成功，并应用于动物生产。这些繁殖新

技术的应用，对充分挖掘动物繁殖潜力、提高其繁

殖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如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

应用，可极大地提高优秀种公羊的利用率；诱导发

情技术可以控制母羊的发情时间、缩短繁殖周期、

增加胎次和产羔数，从而提高繁殖率；胚胎移植技

术的应用则对提高优秀母羊的繁殖效率起到重要

作用，可加速品种改良和育种的速度；采用腹腔镜

子宫角深部输精，能显著提高绵羊冷冻精液的受胎

率；幼畜超排以幼畜为供体不仅可为胚胎体外生产

提供大量的卵母细胞资源来满足人们科研和生产

的需求，而且还可以大大缩短世代间隔，加快育种

进程。

2.4 改善饲养管理

精心饲养，科学管理，保持羊只良好的繁殖体

况是提高细毛羊繁殖力的有效途径。在配种前及配

种期，应给予公母羊足够的营养（蛋白质、维生素、

微量元素等），因为营养状况直接影响公羊精子的

生成、母羊卵泡的发育以及胚胎的存活。由于精子

发生周期约为 49 d，故应于配种前 1.5~2.0个月即

加强种公羊营养；母羊应在配种前 2~3周加强营

养，不仅能使母羊发情整齐，也能使母羊排卵数增

加，提高受胎率。如甘肃省永昌元生公司养殖场

2013年进行的试验，于配种前 1个月，每只甘肃高

山细毛羊母羊（平均年龄 6岁以上）每日补饲全价

精料 2 kg，产羔率达到 168.4%，比不补料的壮年羊

只都要提高 60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改善饲养管理

全年抓好羊膘不仅能使母羊发情整齐，而且还能提

高羊的排卵数量。特别是对配种前的母羊加大投

入，采取短期优饲，以增加排卵数、提高双羔率，可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5 减少胎儿死亡和流产

细毛羊的早期胚胎死亡和流产是影响细毛羊

产羔数的又一重要因素。加强饲养管理，对妊娠母

羊不喂发霉变质的饲料，不在有霜雪草地上放牧，

不供给带冰渣的饮水，放牧时不让其跨沟越壕，不

打冷鞭，出入圈门防止拥挤等；对患病的妊娠母羊，

不要投喂大量泻剂、利尿剂、子宫收缩剂或其他烈

性药，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引起胎儿死亡。

3 小 结

影响细毛羊繁殖力的因素很多，但同时也有许

多相应的解决措施，在高寒牧区更应因地制宜，根

据自身的条件和能力采取相应方法，改善羊只营

养，加强饲养管理，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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