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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生产稳步、健康发展，主要畜产品产量

持续增长，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 30%，畜牧业已

经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人

们对畜产品的需求渐步增加。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步

伐，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农村形成重视科学、学科学、

用科学的良好风尚，由河北省畜牧业协会、石家庄科学技术协会

组织相关专家，参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经过多

方面考察、论证，结合生产实际，组织编写了“农村建设科技丛

书”。 《养羊技术》 为其中一个分册。本书包括羊的品种、羊场

建设、羊的饲料营养及日粮配合、羊的饲养管理、羊的繁殖技

术、羊的常见疾病及预防六方面的内容，旨在普及养殖实用技

术，使从业者能再受益，初学者能参考。我们真心希望通过此书

能达到服务三农，帮助农民致富奔小康的目的。

本书在内容上力求科学实用、通俗易懂。在文字表达上力争

简明扼要、深入浅出。介绍的品种适合河北情况，技术规范、配

套、实用。语言朴实，通俗易懂，容易为基层接受。具有初中以

上文化即可参考使用。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文献和科研成果，得到了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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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家教授的指导，采纳了一些基层技术人员提出的意见和建

议，河北省畜牧站、河北省畜牧良种工作站和唐山市畜牧工作站

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书中纰漏在所难免，敬请同行和

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书中疏漏之处恳请同仁指正。

编 者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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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综 述

羊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自古以来都是人类肉食和毛
皮的重要资源，是牧区牧民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伴随着人类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养羊业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
的比重也逐年提高，已成为我国畜牧业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第一节 世界养羊业概况

一、世界养羊业现状

1.绵羊、山羊主要分布 绵羊主要分布于中国、澳大利亚、印
度、新西兰、英国、巴基斯坦、西班牙等国家。仅中、澳、印三国绵羊
存栏即占世界存栏的 29%。南半球（澳大利亚）有世界上质量最好
的细毛羊（澳洲美利奴）。

山羊适应性广泛，遍及世界各地，从温带到热带都有分布。其
中 90％分布在亚洲及非洲。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占
世界山羊存栏总数的 45.7%。

2. 羊只及产品数量 2012 年世界绵羊、山羊存栏量为
216513.1 万只，其中绵羊 116901.0 万只，山羊 99612.1 万只。羊存
栏量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苏丹、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2012年世界羊肉产量 1361.1 万吨，其中绵羊肉 208 万吨，山
羊肉 190.2 万吨，世界人均羊肉占有量是 1.97 千克。世界羊肉产量
前五位的国家是中国、印度、澳大利亚、伊朗、巴基斯坦。全世界人

第一章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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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消费羊肉近 2千克。
2012年世界羊毛产量 207.7 万吨。羊毛产量居前五位的国家

依次为印度、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

二、世界养羊业发展趋势

1.存栏数量与生产水平 羊存栏数量，发达国家呈下降趋势，
发展中国家呈上升或稳定发展趋势；发达国家生产水平大大高于
发展中国家。

2.产品结构 山羊发展快于绵羊，羊肉增长高于羊毛。随着人
类对羊肉需求量的逐年增加，而且羊肉的生产效益远远高于羊毛
生产，产品结构由毛用、毛肉兼用转向肉用或肉毛兼用方向发展。
肉用生产方向由生产大羊肉转向生产羔羊肉，羔羊具有生长

发育快、饲料报酬高、肉质好、生产周期短、经济效益高等特点，生
产羔羊肉可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世界各国羊肉生
产正在利用肥羔生产逐步取代大羊肉生产。

绵羊饲养量和羊毛产量都持续减少，毛用生产方向由细毛
（60s，20~25微米）转向生产较粗的同质半细毛（48~50s，29.1~34.0
微米）或超细羊毛（80s，14.5~18.0微米）发展。

3.饲养方式 养羊饲养方式由靠天养殖的粗放经营转为集约
化生产经营，采用围栏，划区轮牧，改良天然草场，建立人工草地。
生产环节主要使用机械操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第二节 中国养羊业概况

一、中国养羊业现状

1.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养羊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其
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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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开发阶段，第二阶段是七八十年代“毛肉”“肉毛”兼用的开发
阶段，第三阶段是 90年代以后开始的以“肉”为主的开发阶段。

2.羊只和产品数量、分布和生产水平
（1）我国是世界上养羊最多的国家，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

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绵羊、山羊饲养量、出栏量、羊肉产量最多的
国家。近几年以来，我国养羊业生产稳定发展，自 2000年以来羊存
栏量一直稳定在 2.8亿～3亿只。羊肉产量逐年增加，由 2000年的
264.1 万吨增加到 2013年的 408.14 万吨，羊肉在我国肉类产量中
的比重达到 4.78%。

表 1－1 我国羊近年生产情况一览表

数据来源：据《中国畜牧业统计》整理所得。

（2）绵羊分布于我国北纬 28°～50°、东经 75°～135°的广
大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
牧区：指东北大兴安岭———云南友谊关划线以西部分，降雨量

为小于 300毫米 /年均。主要包括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此
区绵羊数量较多，仅新疆、内蒙古、青海、甘肃绵羊存栏量即占全国
的 60%以上。其中，细毛、半细毛羊占全国同类羊的 65%。从绵羊
的改良程度看，东北三省改良程度最高，达 90%以上。南方各省区，
绵羊数量极少，广西、广东、福建、海南、台湾没有绵羊分布。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羊存栏数（万只） 28452.2 280879 28235.78 28504.1 29036.26

山羊存栏数（万只） 15050.1 14203.9 14274.24 14136.1 14034.54

绵羊存栏数（万只） 13402.1 13384.0 13961.54 14368.0 15001.72

羊肉产量（万吨） 389.4 398.9 393.1 401.0 408.14

绵羊毛产量（吨） 364002 386768 393072.2 400057 411121.8

细羊毛产量（吨） 127352 123173 132835.7 125709 133246.53

半细羊毛产量（吨） 113018 114944 120118.7 131983 135329.64

山羊毛产量（吨） 49453 42714 44046.97 43924 41875.40

羊绒产量（吨） 16964 18518 18021 18113.81

第一章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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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农半牧区：降雨量 300～400毫米 /年均。此区绵羊数量较
少，山羊数量较多。

农区：降雨量大于 400毫米 /年均。此区气候适宜，饲草饲料
资源丰富，绵、山羊均有分布。
（3）山羊适应性较绵羊强，全国各省区均有分布。我国不同生

产方向的山羊主要分布区域是：
绒山羊：温暖湿润的辽宁省南部山区和冬冷夏热的内蒙古西

部、西南部及甘肃省的河西走廊。
裘皮山羊：温暖干旱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西部、西南部及甘肃省

北、中部地区。
羔皮山羊：温暖湿润的山东菏泽及济宁地区。
乳用山羊：陕西省关中平原、山东省青岛市各近郊县及城市郊

区和农业发达的交通道路沿线。
肉用山羊：长江以南的亚热带地区。
普通山羊：分布面积广。大多分布在温带干旱地区、暖温带半

干旱地区、亚热带湿润地区、青藏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4）据统计，2012年末全国羊存栏数前 10名的省份分别是内

蒙古、新疆、山东、河南、甘肃、四川、西藏、青海、河北、黑龙江；2012
年全国羊出栏数前 10名的省份分别是内蒙古、新疆、山东、河北、
河南、四川、安徽、甘肃、黑龙江、云南。其中内蒙古和新疆在绵羊毛
产量和羊绒产量上占据前两位。

3. 相关产品贸易特征 中国羊肉及其相关产品进口增加、出
口减少，贸易逆差呈扩大之势。从贸易上看，中国是典型的生产大
国，出口小国。据统计，2013年我国羊肉进口总量 25.9 万吨，同比
增长 109.7%。种羊和羊肉产品进口国主要来源为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国家。2013年我国出口羊肉总计 0.3 万吨，同比减少 40%，主
要出口地区为亚洲和中东地区等。

从 1992年开始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羊毛进口国，年加工
羊毛 35 万 ~40 万吨，约占世界羊毛加工总量的 35%，是世界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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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羊毛加工中心。
中国是羊绒原料加工、成品出口的双料大国，由于国产羊绒不

能满足企业生产和出口的需要，每年从蒙古、哈萨克斯坦、阿富汗
等国进口大量羊绒。近几年中国山羊绒进口量达到 3000 吨以上，
集中了全世界近 90%羊绒原料。

4. 羊肉消费量 据统计，2013年我国表观人均羊肉消费量为
3.13 千克 /人，同比增长 4.0%，比 2000年增长 50.5%。2000年起，
羊肉消费量整体趋势一直处于稳步增长并稳步上升的态势。

图 1－1 2000~2013年我国表观人均羊肉消费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整理。
注：表观人均羊肉消费量 =（羊肉年总产量 +羊肉进口量 -羊肉出口

量） ÷总人口数量

二、发展趋势

1.以毛为主逐渐转向以肉为主 由于合成纤维产量迅速增加
和毛纺工艺技术的提高，使羊毛的需求量下降，羊毛市场受到冲
击。这不仅是国际养羊的重点由毛用向肉用转变和国际市场价格
的调节，同时也是羊肉本身营养价值决定和人们消费理念变化的
一种反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羊肉已成为膳食中不可缺少

第一章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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