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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昌黑山羊是四川省六大山羊品种之一，被列入 《中国羊品种志》和 《中国
家畜家禽品种志》，也是唯一一个以毛色命名的国家山羊品种。它是本地山羊经
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群众的自发选育而逐渐形成的，耐粗饲、易管理、抗病力
强、生产性能较高。其板皮质量好、肉质细嫩、膻味轻、营养丰富，是目前凉山
彝族自治州 （简称 “凉山州”）当家山羊品种。

西昌学院的凉山优良地方畜禽研究团队负责人———何学谦教授长期从事畜牧
兽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围绕建昌黑山羊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
团队在其带领下于２００９年就和建昌黑山羊中心产区的会理县畜牧局开展了相关
科研合作，自２０１１年围绕会理县建昌黑山羊 “双百万”工程更是密切了双边合
作，我们也跟随何学谦教授围绕建昌黑山羊产业高效健康发展，开展了相关科学
研究。

本书结合笔者所属科研团队 （凉山优良地方畜禽研究团队）的主研方向之一
的建昌黑山羊，以团队近年来对建昌黑山羊所开展的相关调查研究及科学研究为
基础，集其生物学特性及利用，遗传育种与改良利用，羊场建设和设施设备配
备，饲草高产栽培、青贮、加工、保存及利用，高效快速繁殖及管理技术，营养
与日粮，高效饲养与管理技术，羔羊培育配套技术，粪便的无害化处理与羊场环
境污染的综合防治技术，建昌黑山羊的产品与加工技术，保健技术与主要羊病综
合防控措施等于一体，结合国内的一些先进科技成果和文献资料，通过比较深入
和全面的相关研究工作总结整理后形成本书，解决了建昌黑山羊优质高效养殖无
系统和无全面专业论著的问题，同时希望能为凉山州建昌黑山羊优质高效养殖和
养羊场 （户）增收服务。

何学谦副主编负责第一章 （概述）及第十五章部分内容的编写，王慧宇负责
第二章和第六章部分内容的编写，陈禧负责第五章和第七章及第十二章部分内容
的编写，其余部分由张谊完成。在编著本书的过程中，我们引用了国内较先进的
科研成果和文献图书资料，绝大部分已经注明出处，有些可能由于疏忽尚未加注
出处，在此我们向原作者表示诚挚的歉意和谢意。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敬请读
者对本书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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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要全面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

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的战略部署，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财政部于２００７年

１月正式启动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简称 “质量工程”）。

２００７年２月，教育部又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自此，中国高等教育拉开了 “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序幕，

从扩大规模正式向 “适当控制招生增长的幅度，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方向转

变。这是继 “２１１工程”和 “９８５工程”之后，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又一重大工

程。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西昌学院在 “质量工程”建设过程中，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 “巩固、深

化、提高、发展”的方针，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学校

的根本任务，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的理念；按照分类指

导、注重特色的原则，推行 “本科学历 （学位）＋职业技能素养”的人才培养模

式，加大教学投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把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视为学校的永恒主题。学校先后实施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十四大举措”和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２０条”，确保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７年的努力，学校 “质量工程”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建成１个国家

级特色专业，６个省级特色专业，２个省级教学示范中心，２个卓越工程师人才

培养专业，３个省级高等教育 “质量工程”专业综合改革建设项目，１６门省级精

品课程，２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２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１个省级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２个省级实践教学建设项目，１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农科教合

作人才培养实践基地，４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等等。

为搭建 “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交流和展示的良好平台，使之在更大范围内发

挥作用，取得明显实效，促进青年教师尽快健康成长，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学科

研队伍，提升学校教学科研整体水平，学校决定借建院十周年之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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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的 “质量工程建设资金”资助实施 “百书工程”，即出版优秀教材８０本，

优秀专著４０本。“百书工程”原则上支持和鼓励学校具有副高职称的在职教学和

科研人员，以及成果极为突出的具有中级职称和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出版具有本

土化、特色化、实用性、创新性的专著，结合 “本科学历 （学位）＋职业技能素

养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成果，编写实验、实习、实训等实践类教材。

在 “百书工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们积极响应，热情参与，踊跃申报：一大

批青年教师更希望借此机会促进和提升自身的教学科研能力；一批教授甘于奉

献，淡泊名利，精心指导青年教师；各二级学院、教务处、科技处、院学术委员

会等部门的同志在选题、审稿、修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和四川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借此机会，向为实施 “百书工程”付出艰

辛劳动的广大教师、相关职能部门和出版社的同志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衷心祝愿此次出版的教材和专著能为提升西昌学院整体办学实力增光添

彩，更期待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代表学校教学科研实力和水平的佳作源源不断地

问世，殷切希望同行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利于西昌学院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前进，为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而努力！

西昌学院校长　夏明忠

２０１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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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目前，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英国等肉羊产业发达国家，已经拥有自己的专用
肉羊品种并建立起了完善的繁育体系、产业化经营体系，并占据着国际高档羊肉
的主要消费市场。

我国肉羊产业发展速度很快，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已由存栏量只有四千多万
只的国家发展为世界第一养羊大国。同时，我国山羊品种资源丰富，存栏数量巨
大。养羊业是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赖以生存和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
业，改革开放后在农区发展也很迅速。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饮食观念的形成，日常肉食选择已转向
高蛋白、低脂肪的动物肉食品。建昌黑山羊肉膻味轻，脂肪少，肉质鲜嫩可口、
易消化、胆固醇含量低，是颇受凉山州内外消费者欢迎的绿色产品。

建昌黑山羊养殖投资少，见效快，不仅能有效利用当地草山草坡资源，而且
还能充分利用农闲地及退耕还林换草地种植的农副产品和优质牧草。

在建昌黑山羊主产区之一的会理县，羊肉价格逐年攀升，政府大力扶持，极
大地提高了羊农的生产积极性和养羊经济效益。

—、建昌黑山羊养殖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建昌黑山羊是 《中国羊品种志》２２个地方山羊品种之一，也是四川省六个
优良地方品种之一。其特点是全身黑毛，性成熟较早，对主产区适应性强，抗逆
性强，耐粗放的饲养管理，板皮质量好且面积大，肉质好，尤其以膻味轻、肉质
滑嫩、肌间脂肪含量较高、味鲜而不腻著称。

建昌黑山羊产区主要分布于凉山州海拔８００～３０００米，气温１０℃～３５℃之
间的高山区、二半山区、沟坝地区和干热河谷地区，产区地域气候呈垂直分布，
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昼夜温差大，但年温差相对不太大。草场牧草种类繁多，
品质较优，其中以禾科为主，莎草科、豆科等杂类草次之；牧草覆盖度高，高者
可达８０％以上，一般也在２０％～３０％；农区内农作物、农副产品较丰富，宜于
养羊。建昌黑山羊对当地自然条件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其嘴尖、牙利、唇薄，能
采食的饲草料种类广，且其行动敏捷，活泼好动，善于登高，好游走，常可攀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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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家畜无法到达的陡坡之上；因此，既能采食一般的禾本科牧草的叶子，也
喜啃食一些矮小的禾本科牧草和灌木类植物，有较强的耐粗性。它既能耐受高温
干旱河谷环境，也能在较高海拔高寒山区生存，所以对当地适应性强，同时抗逆
性和抗病力也较强。

凉山州的养羊史，可上溯到西周末年。据 《西南彝志》介绍：约在西周末年
和春秋时代，彝族在攀西地区还是以游牧兼狩猎为生。因四川发洪水，笃慕部族
迁处云南东川洛尼白时，还是 “骑着他的马，赶着他的羊”来的。之后，“六祖”
分支，如糯氏向凉山地区迁徙，亦是赶着羊群而来。凉山广为流传的彝文古籍
《勒俄特依》说：彝族先民专事畜牧 “喂牛羊”，到兹兹普乌定居后，耕种放牧时
“赶群神绵羊，去到兹兹山上放；赶群神山羊，去兹兹岩边放”。可见，羊自古以
来就是彝家必养之畜，养羊业在彝族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凉山畜
牧业经济的传统支柱产业之一。山羊，彝族称 “阿尔”，自古以来就是彝家常年
饲养的家畜，在昭觉县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就有山羊的铜像，明朝 《夷俗记·牧羊
篇》记载了山羊的繁殖技术，说明凉山早在４００多年前就已有饲养繁育山羊的历
史和经验。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根据建昌黑山羊资源调查资料及实地考察，建昌黑山羊经
州、省、国家的专家审定为我国优良地方肉皮兼用山羊品种，分别载入 《四川家
畜家禽品种志》和 《中国羊品种志》。在 《四川家畜家禽品种志》中，建昌黑山
羊是６个地方山羊品种分布区域最广、数量最多的品种之一，也是列入 《中国羊
品种志》中的２２个地方山羊品种中唯一以其被毛黑色而命名的品种。

建昌黑山羊的中心产区之一的会理，历史上称 “会理州”，辖现在的会理县、
会东县及攀枝花市米易县的部分地区。清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年）编撰的 《会理州
志·物产》中记载： “羊，别名柔毛，曰少牢。牡者曰羭、牝者曰羖，白曰羒、
黑曰羭，多毛曰羖、胡羊曰羓羺，无角曰羶，去势曰羯，子曰羔。”另外，因当
地人喜用黑色光亮、手感柔软、有少许波形花纹的幼龄羊的毛皮制成褂子，故多
选黑色个体留种，逐渐形成了黑山羊品种。这是有关建昌黑山羊最早的文字记
录。充分说明１００多年前的会理黑山羊饲养业已较为发达，再经当地群众连续不
断精心选育和饲养管理，促进了该品种的形成和发展，并以建昌黑山羊载入史
册。

作为中心产区之一的会理县，当地党委政府非常重视其生产发展。１９９５年
以来，除争取到国家、省、州畜牧局项目资金支持外，县政府每年划拨相当数量
的资金支持黑山羊生产，并于２０１２年出台了 《中共会理县委、会理县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黑山羊圈养步伐，促进畜牧产业化进程的决定》。围绕会理县建昌黑山
羊的发展需要，会理县畜牧局加大了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并与省州畜牧部门、
西南民族大学和西昌学院等大专院校共同协作，在种草养羊、建昌黑山羊品种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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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圈养技术攻关、繁殖新技术与推广、科学饲养成套技术研究上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作为 “四川省无公害畜产品肉羊生产
基地”“无公害黑山羊生产基地”“四川省养羊十强县”“攀西地区最大的黑山羊
生产基地”的会理县，一直以来，都被确立为 “建昌黑山羊核心群”的繁育基地
之一。２０１０年会理黑山羊①正式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审查通过确定
为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被国家标准委批准建立 “国家农业标准化优质黑
山羊生产示范县”。据统计，２０１０年会理县黑山羊存栏７２万只，出栏５２万只；

２０１１年存栏７７万只，出栏６０万只，产值高达６亿元。按照县委县政府规划，

２０１５年，计划实现建昌黑山羊存栏１００万只，出栏１００万只，产值１５亿元的产
业规模。２０１１年经国家认监委所属北京五洲恒通认证公司审核认证，会理黑山
羊获 “有机产品认证证书”。从此，建昌黑山羊进入标准化发展时期。

会东县也是建昌黑山羊养殖大县，四川省养羊先进县。２０１０年存栏黑山羊

８９．２万只，出栏６７．２万只，实现养羊产值数亿元。建昌黑山羊产业也是会东县
畜牧业的支柱产业之一，是农民增收和农村致富的重要养殖项目。建昌黑山羊今
后的发展方向应该在继续保持优良肉质和对本地良好适应性、耐粗、抗病力强等
现有优点基础上，改进不足，往肉用羊方向继续改良，即加强肉用体型结构和体
躯中与产肉密切相关部位的选育、早熟性和繁殖力的选育，以及体重与生长速度
的选育，使胴体 （如从外部形态来看，躯体粗圆，背腰宽平，背部肌肉厚实，臀
部肌肉丰满；胴体倒挂起来，两后腿之间呈 “Ｕ”字形；从１２肋骨处横截断，
可见到棘突两边两条较大面积的眼肌，体表覆盖的脂肪不厚）等肉用性能指标得
到提高，同时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益。使得选育后的建昌黑山羊具有性成熟早、四
季发情、产羔频率高 （实现两年三产或三年五产）、每胎产羔数多 （两羔或以上）
等生理特点；实现其饲养期短、周转快、充分利用季节性饲草资源等目标；最好
通过肥羔生产达到当年出生、当年出栏、当年收益。

二、建昌黑山羊养殖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千家万户分散饲养与大市场的矛盾
目前，在凉山州的建昌黑山羊主产区，建昌黑山羊基本实行千家万户分散饲

养。在有草场的地区，养羊规模一般比农村的大，对主要生产环节的组织和羊群
的饲养管理相对较重视，但由于生态经济条件的制约，饲养管理和经营比较粗
放，不少地方至今仍未摆脱靠天养畜的局面。在农区，如会理县，由于建昌黑山
羊的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扶持，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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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会理黑山羊是建昌黑山羊的一个优秀种群，会理县以其 “会理黑山羊”名称申报了 “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因此书中涉及会理县的建昌黑山羊也可称为会理黑山羊。



农户发展养羊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种草养羊、半舍饲养羊、科学养羊正在兴
起，发展势头非常强劲。但是，其品种生产性能不高、羊舍简陋、设施设备落
后、饲养管理较粗放、农牧民科技文化素质有待提高、信息较闭塞、市场观念
差、先进实用科学养羊技术普及及推广困难等，仍是制约凉山州养羊业迅速发展
的障碍。此外，由于养羊业还多是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粗放管理，饲管水平参差
不齐，疫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因而养羊业产品在质量及安全卫生等方面较难达
到出口的高水平要求，因此很难利用好会理黑山羊等优质无形资源。这就削弱了
产品在省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对建昌黑山羊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较大的
影响。

（二）生产力水平不高
新中国建立以来，尽管建昌黑山羊主产区在引入国内外优良品种、开展杂交

改良、培育新的高生产力的山羊品种 （系）方面，或在选育提高其生产力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建昌黑山羊生产中整个群体
的生产水平依然提高不大，甚至部分产区由于不重视科学的饲养管理导致群体生
产水平下降。因此，建昌黑山羊产业的总体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而在养羊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基本实现了品种良种化、天然草场改良化和
围栏化，以及饲料生产工厂化、产业化，主要生产环节机械化，因而整个养羊业
生产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当高。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还相当显著。

（三）草场严重退化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牧区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草、畜双承包制的贯彻

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牧民发展养羊生产的积极性，羊、牛等草食家畜迅速增
长。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天然草场由于长时间超载过牧而退化，
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影响 （如近些年来北方地区连续出现沙尘暴和黄河多次
断流等恶劣生态事件）；而依靠国家允许利用的天然草场和草山草坡放牧饲养，
至今仍然是建昌黑山羊主产区的重要饲养方式，天然草场和草山草坡的兴衰，直
接影响着其营养状况、生长发育、繁殖力及生产性能。

（四）产销体制尚未理顺，优质羊肉和皮张外销局面还未拓展
建昌黑山羊肉用性能较好，特别以其肉质滑嫩、肌间脂肪含量丰富、膻味

轻、味鲜而不腻等优良品质而著称；同时，板皮面积大，皮张质地优良，是四川
路 （“路”，即根据产地的固有特征而确定山羊板皮的品质优劣）的主要产品之
一。但由于产销体制还未建立完善，导致优质羊肉外销局面未能打开，会理黑山
羊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认可命名的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
优质无形资源未被很好地利用；受２０世纪本地皮革厂的破产等不利因素影响，
建昌黑山羊优质皮张优质并不优价销售现象表现较为突出，但却推动了烫皮羊肉
汤锅的发展，进而形成了建昌黑山羊羊肉消费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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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昌黑山羊养殖业的发展趋势

建昌黑山羊今后的养殖发展趋势应该按照 《全国肉羊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以及国家的相关要求，充分利用当地草山草坡或草场，将建昌黑
山羊作为杂交改良的母本，组织生产个体大、生长快、肉质好、市场反映良好的
改良型优质黑山羊。继续加大本品种保护力度，加快建设肥羔生产体系。加强人
工草地建设和草山草坡改良，充分开发及利用好农作物秸秆，为建昌黑山羊养殖
提供优质的饲草资源。加强基层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加大舍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
力度和普及面，做好建昌黑山羊疫病综合防治技术推广工作并提高执行效果，提
高适度规模化专业化程度。积极引入或培育肉羊加工龙头企业，加强相关加工产
品质量控制，保证羊肉安全优质。应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以顺应现代畜
牧业对建昌黑山羊养殖业的要求。

（一）加强建昌黑山羊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重视建昌黑山羊品种资源的保护、选育提高及利用，通过引进国内外优良品

种，改良建昌黑山羊，培育适合当地的肉羊新品系。在建昌黑山羊品种选育提高
的基础上，开展杂交优势，利用研究，筛选、推广相对稳定、表现优秀的杂交组
合。在主产区范围内逐步建立健全建昌黑山羊品种协会，修订品种标准、执行并
开展品种登记与性能测定。

（二）大力推广建昌黑山羊标准化生产
积极发展科学的建昌黑山羊养殖业，引导养羊户转变养羊观念，推进标准化

适度规模养殖。在农区养羊大户和新建养羊场落实标准化生产体系的建立，并严
格执行标准化生产规程。加快专业化养羊小区和现代肉羊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
（尤其是标准化羊舍、青贮窖及相关设施的配套）建设，在养羊小区突出抓好品
种、饲料、防疫、健康养殖技术和安全优质产品等五方面的标准化工作，逐渐实
现品种改良、健康饲养标准化、综合防疫制度化和相关产品规格化，确保安全优
质羊肉产品的生产。推广利用标准化生产体系，使二元或三元杂交羊７—１０个月
体重达到３０～４０ｋｇ，加工生产高档羔羊肉。

（三）加大舍饲、半舍饲基础设施建设
为改善因超载放牧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增加养羊户收入，应在依靠现代养

羊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推广舍饲、半舍饲养殖，建议对实施舍饲、半舍饲的饲养
规模较大的养羊户在饲养设施设备建设方面予以资金扶持 （如饲草料棚和青贮设
施建设，切割揉碎机等牧业机械购置等），以提高养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草山草坡或草场面积、生产力以及季节性规律变化，合理调整载畜量，达到
草羊平衡，使草地真正发挥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功能。在农区，配
套建设相应的人工饲草基地，并抓好农作物秸秆的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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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逐步做好建昌黑山羊饲草料生产基地建设
饲草料是养羊业的重要基础之一，饲草料均衡供应体系是建昌黑山羊发展的

物质保障。配套建设专用饲料作物基地，开发并推广应用建昌黑山羊专用饲料及
饲料添加剂，改变其传统日粮结构。在农区、半农半牧区推广人工种草、草山草
坡或草场改良和草田 （地）轮作方式；鼓励主产区增加青绿饲料生产，推广应用
成熟的秸秆饲用技术，积极开发利用单细胞蛋白和菜饼粕等饲料资源，扩大饲料
原料的来源。引进或培育建设现代草产品生产加工厂，推动草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应用。加大对超载放牧的监管力度，依法打击各种破坏草场或草山草坡的违法行
为，坚决贯彻落实草畜平衡工作的相关措施。

（五）加强建昌黑山羊加工流通市场体系建设
加强建昌黑山羊活羊交易市场和农业信息体系建设。依据运输半径来合理布

点，在主产区建立肉羊交易市场，方便活羊流通和交易；建立健全相关的各级检
疫检测体系和羊产品质量安全卫生标准体系，加大对羊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力
度，确保加工产品的质量达标，打造全省乃至全国著名的羊肉品牌，逐步建成稳
定的安全优质羊肉生产供应基地。引进或培育加工企业并支持、鼓励其做大做
强，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实行品牌战略，利用好会理黑山羊 （２０１０年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授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等无形资产，充分发挥龙头企业
的带动作用，打造 “大凉山”优质羊肉产品品牌，形成全省乃至全国著名羊肉品
牌。建设现代养羊业物流体系，大力推进包括产、加、销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产业
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以保障建昌黑山羊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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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昌黑山羊的生物学特性及利用

第一节　建昌黑山羊的生物学特性与生活习性

一、建昌黑山羊的生物学特性

（一）合群性强
建昌黑山羊的群居行为较强，比较容易建立起群体结构，可以通过视、听、

嗅、触等感觉器官的活动，来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用以调整或保持羊群个体之
间的活动，头羊和群体内的社会排序有助于维持群体稳定。在羊群中，通常由原
来熟悉的羊只 （如母子、同胞、半同胞等）形成小群体，小群体再组成大群体。
在自然群体中，羊群的头羊多是由年龄较大、后代较多的母羊来担任。要特别留
意经常掉队的羊，它们多因患病或老弱而跟不上群。

建昌黑山羊的合群性较好。在夏、秋季牧草丰盛时，其合群性好于冬、春季
牧草较差时。利用合群性，在羊群出圈、回圈、过路、过桥、过河、饮水、换草
场等生产活动中，只要头羊先行，其余羊只多会随即跟随头羊前进并发出保持联
系的叫声，为生产中的大群放牧提供了方便。虽然其群居行为较强，但是不同羊
群间即使混合放牧后，一般也不容易混群，只是要加强管理以避免混群返错圈。

（二）食谱广
建昌黑山羊的颜面较为细长，嘴尖，唇薄齿利，上唇中央有一纵沟，下门齿

向外有一定的倾斜度，对采食地面低草、小草和灌木枝叶很有利，对草籽的咀嚼
也较充分。因为建昌黑山羊善于啃食很短的牧草，故在放牧时应注意合理保护利
用草场。据在半荒漠草场上的试验，有６６％的植物种类不能为牛所利用，而绵
羊、山羊则仅为３８％。据对５种家畜饲喂植物的试验，山羊能采食的植物有６０７
种，不采食的有８３种，采食率为８８％，而绵羊、牛、马、猪的采食率分别为

８０％、６４％、７３％和４６％ （见表２－１－１）。由此说明山羊的食谱较广，也表明
山羊对种类单调饲草料最易感到腻味；在饲草匮乏的情况下，山羊觅食力较强。
建昌黑山羊的采食时间大多集中在白天，日出时开始采食，但并不连续采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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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每天的一定时间内摄食量大，而在其他时间进行反刍、休息。据测定，每天
清晨和黄昏，山羊的采食量最大。因此，在舍饲或半舍饲半放牧时，供给建昌黑
山羊的草料应多样化，且在早晚补饲效果较好。

表２－１－１　几种家畜采食植物的种类数量比较

家畜种类 试喂植物种类数 采食数 不采食数 采食率 （％）

山羊 ６９０　 ６０７　 ８３　 ８８

绵羊 ６５５　 ５２２　 １３３　 ８０

牛 ６５５　 ４２０　 ２３５　 ６４

马 ６８５　 ５０２　 １８３　 ７３

猪 ３１４　 １４５　 １６９　 ４６

建昌黑山羊后肢能站立，有助于采食高处的灌木和乔木的幼嫩枝叶；与绵羊
合群放牧时，建昌黑山羊总是走在前面抢食，而绵羊则慢慢地跟随在后边低头啃
食；建昌黑山羊舌上苦味感受器发达，对各种苦味植物较乐意采食。

（三）喜干厌湿
羊性喜干厌湿，最忌湿热湿寒，利居高燥之地，说明养建昌黑山羊的牧地、

圈舍和休息场所，都以高燥为宜。若久居泥泞潮湿之地，则羊只易患寄生虫病和
腐蹄病，甚至毛质降低，脱毛加重。不同类群的建昌黑山羊对气候的适应性不
同，如无毛裙类群的羊较适应干热河谷的气候，而有毛裙类群的羊更能适应高
寒、早晚温差较大的气候。根据山羊对湿度的适应性 （一般相对湿度高于８５％
时为高湿环境，低于５０％时为低湿环境），建昌黑山羊较适应南方的高湿高热气
候。

（四）嗅觉灵敏
建昌黑山羊的嗅觉比视觉和听觉更灵敏，这与其发达的腺体有关。其具体作

用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１．靠嗅觉识别羔羊
羔羊出生后与母羊接触几分钟，母羊就能通过嗅觉识别出自己的羔羊。羔羊

吮乳时，母羊总要先嗅一嗅其臀尾部，以辨别是不是自己的羔羊，利用这一点可
在生产中寄养羔羊，即在被寄养的孤羔和多胎羔羊身上涂抹保姆羊的羊水或尿
液，寄养多会成功。

２．靠嗅觉辨别植物种类或枝叶
建昌黑山羊在采食时，能依据植物的气味和外表细致地辨别出各种植物或同

一植物的不同品种 （系），选择含蛋白质多、粗纤维少、没有异味的牧草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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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昌黑山羊的生物学特性及利用　　　　　　　

　　３．靠嗅觉辨别水的清洁度
建昌黑山羊喜欢饮用清洁的流水、井水或泉水，而对污水、脏水等拒绝饮

用。
（五）善于游走
游走有助于增加放牧建昌黑山羊的采食空间，特别是终年以放牧为主的群

体，需长途跋涉才能吃饱喝好，故常常一日往返里程达６～１０ｋｍ。建昌黑山羊
具有平衡步伐的良好机制，喜登高，善跳跃，采食范围可达崇山峻岭，悬崖峭
壁，如建昌黑山羊可直上直下６０°左右的陡坡。

建昌黑山羊在不同牧草状况、牧场条件下，其游走表现有很大的区别，游走
距离常伴随放牧时间而增加。在牧草质量好时，羊只的游走距离可适当减少；在
接近配种季节、牧草质量差时，其游走距离加大。

（六）神经活动
建昌黑山羊生性机警灵敏，活泼好动，记忆力强，易于训练成特殊用途的

羊。当遇兽害时，建昌黑山羊能主动大呼求救，并且有一定的抗御能力。建昌黑
山羊喜角斗，角斗形式有正向互相顶撞和跳起斜向相撞两种，绵羊只有正向相撞
一种。因此，有 “精山羊，疲绵羊”之说。

（七）适应能力强
山羊能很好地适应各种气候、土壤、饲料等条件，按其各种生态条件下的适

应性来说，山羊是仅次于犬的一种家畜。由于建昌黑山羊自驯养以来保留了一些
原始特性，其野生状态下抗病力强和适应恶劣环境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下
来，遇小病往往能抵抗得过去，疫病相对较少，非重症不表现病态。它能适应粗
放的饲养方式，对草料的品质要求不太高，能够忍受自然放牧条件下营养上的四
季变化，当夏、秋季节气候温暖、牧草丰盛时，能利用牧地迅速抓膘，冬、春季
营养差则渐渐消瘦。建昌黑山羊性情活拔，耐粗饲，成活率高，其适应力强的特
点，有利于不同气候和草质地区的农牧户饲养。

适应性是由许多性状构成的一个复合性状，包括耐粗、耐渴、耐热、耐寒、
抗病、抗灾度荒等方面的表现。这些能力的强弱，不仅直接关系到其生产力的发
挥，同时也决定着各品种的发展命运。例如，在干旱贫瘠的山区、荒漠地区和一
些高温高湿地区，绵羊往往难以生存，山羊则能很好适应。

１．调节体温能力强，适生范围广
建昌黑山羊是恒温动物，它的体温只有保持在适度范围内 （３８．５℃～

３９．７℃）才能进行正常的生理活动。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建昌黑山羊为保持
体温的相对稳定，进行着各种方式的生理调节。当环境温度下降时，建昌黑山羊
的维持消耗增加，通过提高代谢率来维持体温；当环境温度上升时，建昌黑山羊
的维持消耗需要减少，通过减少采食、动用一切方式散热以及卧休等来维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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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从热带、亚热带到温带、寒带地区均有山羊分布，许多不适于饲养绵羊的地

方，山羊都能很好地生长。山羊能忍受缺水和高温，较好地适应沙漠地区的生活
环境，这说明山羊调节体温、适应环境的能力是很强的。热带地区的山羊一般体
型较小，毛短、无绒毛、易于散热；寒冷地区的山羊一般体型较大，被毛较长，
长有大量绒毛，利于保温。

（１）耐热性。由于羊毛有绝热作用，能阻止太阳辐射热迅速传到皮肤，所以
较能耐热。山羊的汗腺相对于绵羊较为发达，呼吸也是蒸发散热的主要方式之
一，其耐热性较绵羊强，故当夏季中午炎热时，建昌黑山羊从不参加扎窝子，照
常东游西窜，气温３７．８℃时仍能继续采食。

（２）耐寒性。山羊没有绵羊那样的厚密被毛和较多的皮下脂肪来帮助减少体
热散发，故其耐寒性不及绵羊。传统饲养建昌黑山羊的农区气候条件较好，而高
寒山区和部分二半山区分布的群体多有毛裙及严寒时节前着生的绒毛，能帮助其
在寒冬时节抵御严寒。

２．耐渴性
羊的耐渴性较强，尤其是当夏秋季缺水时，它能在黎明时分，沿牧场快速移

动，用唇和齿接触牧草，以搜集叶上凝结的露珠。在野葱、野韭、野百合、大叶
棘豆等牧草分布较多的牧场放牧，可几天乃至十几天不饮水。相比较而言，山羊
比绵羊更能耐渴，山羊每千克体重代谢需水１８８ｍＬ，而绵羊则需水１９７ｍＬ。

３．消化器官发达，消化吸收能力强。
建昌黑山羊的消化器官发达，能较好地消化各种青粗饲料。
建昌黑山羊的嘴尖、齿利、上唇薄。其嘴不同于牛等反刍动物，具有分裂的

上唇，下腭门齿锐利，上腭有坚硬而光滑的硬腭，这使得建昌黑山羊能够更加灵
巧地利用嘴唇控制食物，选择牧草，并具有较强的采食低草、贴近地面放牧和咀
嚼饲料的能力。

建昌黑山羊具有发达的瘤胃，对粗纤维具有强大的消化能力。
建昌黑山羊的小肠长，消化吸收能力强。小肠是其吸收营养物质的主要器

官，小肠长意味着建昌黑山羊具有较强的消化吸收能力。其消化道容积大，通道
长，相对采食量和对饲料中干物质，特别是粗纤维的消化利用率明显高于其他家
畜。

４．耐粗性
羊在极端恶劣条件下，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存能力，能依靠粗劣的秸秆、

树叶维持生活。山羊比绵羊更能耐粗，除能采食各种杂草外，还能啃食一定数量
的草根树皮，对粗纤维的消化率比绵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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