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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农村人口多，贫困

面广。 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农业生

产投入方式、组织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应对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迫切需要

解决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从业农民

技能提高的问题。 因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已

成为当前“三农”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迫、长期而艰

巨的重大任务。 近年来， 按照省委、 省政府推进

“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1236”扶贫攻坚行

动和“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总体部署，省农

牧厅把农民培训确定为重点工作之一， 整合资源、

集中力量、大力推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学科技、用

科技的积极性， 不仅推广普及了先进实用技术，而

且带动了农民创业就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种养专

业户、科技示范户、合作社骨干、农村致富带头人、

农机能手等生产经营服务人才， 促进了农业增效、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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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推动了我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需求，加大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育力度，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省农牧厅组织农业技术推广单

位的百余名专家和农技人员，按照实际实用、通俗易懂和应知应会的

原则，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全省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以关

键生产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为重点，以贴近农民生活、通俗易懂的语

言，配以直观形象、简单明了的图片，编撰了 600项农业科技明白纸，

并邀请甘肃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基层农技推广专家进行了审定。 在

此基础上按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技术、农机能源四个方面集成

了 35册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真诚希望我们编撰的这套丛书能够帮助广大农民学习新知识、运

用新技术、汲取新营养，努力打造一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创新

的新型农民，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希望广大

农业工作者切实增强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责任心，自觉推广普及农

业科技知识，着力培育我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人才，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甘肃省农牧厅党组书记、厅长

2014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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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兔的主要品种

1.新西兰兔

新西兰兔原产于美国。 我国多次从

美国及其他国家引进该品种，均为白色

变种。 其适应性和抗病力较强，饲料利

用率和屠宰率高，性情温驯，易于饲养。

特别是其耐频密繁殖、抗脚皮炎能力是

其他品种难以相比的。 适于集约化笼

养，是良好的杂交亲本。 被毛纯白，眼球呈粉红色，头宽圆而粗短，耳朵

短小直立，后躯发达，肋腰丰满，四肢健壮有力，脚毛丰厚，全身结构匀

称，具有肉用品种的典型特征。 早期生长发育速度快，饲料利用率高，

肉质好。 8周龄体重可达 1.8千克，成年体重 4.5～5.4千克。 屠宰率

52％～55％，肉质细嫩。繁殖率高，年产 5胎以上，胎均产仔 7～9只。

2.加利福尼亚兔

加利福尼亚兔属于中型肉兔品种。 我国多次从美国等国家引进，

表现良好，早熟，抗病、繁殖力高，遗传性稳定，深受养殖者喜爱。 该兔

适于营养较高的精料型饲料，其缺点是不如新西兰兔生长快。

新西兰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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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兔

加利福尼亚兔

被毛白色，耳、鼻端、四肢下部和

尾部为黑褐色，俗称“八点黑”。眼睛红

色，颈粗短，耳小直立，体型中等，前躯

及后躯发育良好，肌肉丰满。早期生长

速度快，2月龄重 1.8～2千克， 成年

兔体重 3.5～4.5千克。 屠宰率 52％

～54％，肉质鲜嫩。 一般胎均产仔 7～8只，年可产仔 6胎。

3.比利时兔

比利时兔引入我国后，适于农村粗放饲养，很受农民欢迎。该兔是

良好的杂交父本，与小型兔（如中国

本地兔）和中型兔（如太行山兔、新

西兰兔等）杂交有明显的优势。 缺点

是：在笼养条件下易患脚皮炎，产仔

数多寡不一， 毛色的遗传性不太稳

定。

被毛为深褐、赤褐或浅褐色，体躯下部毛色灰白色，尾内侧呈黑

色，外侧灰白色，眼睛黑色。 两耳宽大直立，稍向两侧倾斜。 头粗大，颊

部突出，脑门宽圆，鼻梁隆起。 体躯较长，四肢粗壮，后躯发育良好。 该

兔属于大型肉兔品种，具有体型大、生长快、耐粗饲、适应性广、抗病力

强等特点。 幼兔 6周龄体重可达 1.2～1.3千克，成年体重 5.5～6.5

千克。 年产 4～5胎，胎均产仔 7～8只，泌乳力强，仔兔发育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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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太行山兔

太行山兔又称虎皮黄兔，因为是

我国自己培育的优良品种，适于我国

饲养，生产性能良好，被毛黄色，利用

价值高，深受养殖者喜爱。

该品种分标准型和中型。 标准

型：全身被毛粟黄色，腹部浅白色，头

清秀，耳较短厚直立，背腰宽平，四肢健壮，成年体重 3.5～3.9千克。

中型：全身毛色深黄色，后躯两侧和后背稍带黑毛尖，头粗壮，耳长直

立，背腰宽长，后躯发达，成年体重平均 4.3千克。 该品种适应性和抗

病力强，耐粗饲，适于农家饲养。 其遗传性稳定，繁殖力高，母性好，泌

乳力强。 年产仔 5～7胎，幼兔的生长速度快。

5.塞北兔

塞北兔是我国的一个大型皮

肉兼用兔品种。 体质较疏松，个头

大，生长快，耐粗饲。

该品种分三个毛色品系：A系

被毛黄褐色，B系被毛纯白色。 C

系被毛草黄色。 被毛浓密，眼眶突

出，下颌宽大，嘴方，鼻梁有一黑线。耳宽大，一耳直立，一耳下垂。颈部

粗短，颈下有肉髯，肌肉丰满，四肢健壮。体型大，生长速度快。90日龄

体重 2.1千克，成年体重平均 5.0～6.5千克。抗病力强，适应性广，繁

太行山兔

塞北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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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力较高，年产仔 4～6胎，胎均产仔 7～8只。

6.哈白兔

哈白兔是我国培育的大型皮肉兼用兔种。该品种在我国饲养量较

大，表现较好。

被毛白色， 毛纤维比较

粗长，眼睛红色，大而有神，

头大小适中，耳大直立，四肢

健壮，结构匀称。早期生长发

育速度快， 成年体重 5.5～

6.5千克。 繁殖力高，平均窝

产活仔数 8只以上。

7.大耳黄兔

大耳黄兔是我国自行培育的大型皮肉兼用兔种， 两耳大而直立，

故取名“大耳黄兔”。 适应性强，

耐粗饲。 由于毛色为黄色，加工

裘皮制品的价值较高。

分两个毛色品系。 A系橘黄

色， 耳朵和臀部有黑毛尖；B系

杏黄色。 两系腹部均为乳白色。

成年体重 4.0～5.0千克。 早期

生长速度快，年产 4～6胎，胎均产仔 8.6只，泌乳力高，遗传性能稳

定。 与其他大型品种一样，该品种易患脚皮炎，饲养当中应重视。

哈白兔

大耳黄兔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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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兔的选择和引种技术

相对而言，家兔养殖具有投资少、周转快、效益高的特点，但是养

殖风险也是有的。 农户引购种兔要注意下列问题。

1.选择优良品种

要及时、准确掌握市场信息和需求，从而确定引种方向和办场规

模。家兔可分为肉兔、毛兔、皮兔、肉皮兼用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有许多

品种，因此，农户应根据当地市场需求和自己的饲养条件来选择。引种

数量要适当，引种不一定是一次性的，可根据市场需求随时调整。兔舍

建设和规模因经济承受能力可能相差很大，但种兔一定要选择生产性

能高、适应性强、遗传性稳定的优良兔种，不能贪图便宜而随便引种。

2.选择正规育种场

选购种兔一定要到那些管理科学、技术雄厚、种兔多、信誉高、服

务周到的专业育种场、国营种兔场或相应的专业大户那里去选购。 引

种前，一定要了解对方有无《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还要仔细了解

该兔场有无专业的育种技术人员，兔场的管理是否严格有序。 为保证

引进种兔的质量，引种前应首先对供种单位进行考察，将种兔的品种

纯度、来源、生产性能、疫情及价格等情况了解清楚。 多考察几个供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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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家进行对比，最后确定引种地区或引种场。

3.严格挑选种兔

要对所购品种的体型、外貌、体质健康状况等认真检查，防止购进

大龄兔、弱兔、病兔。 必须仔细鉴别每只种兔的性别，检查生殖器发育

是否正常，有无炎症。 公兔阴茎要正常，阴囊不可过分松弛下垂；母兔

奶头应在 4对以上，饱满均匀。优良的种兔要精神状态良好，行走姿势

正确，耳朵转动灵活，被毛光洁，腹毛均匀浓密，腮毛与肛门周围干净。

吹开被毛检查皮肤，如是黄色，表明肝脏有病，此时应注意采食情况和

对呼唤的反应。抓住种兔颈背皮毛，应感觉挣扎有力。长毛兔要求毛厚

密，均匀分布，不缠结，毛色纯，腹围不可过大；肉兔背腰平直，肩宽，臀

圆，四肢端正强健，卧地呈长方形，体长与体宽之比为 2∶1，肉髯不宜

过大。皮用兔类的种兔，毛短齐密，无皮肤病，毛色符合品种特征，皮松

紧适当。

4.引种数量要适当

引种数量取决于饲料、场地、资金及养兔技术等因素。刚开始引种

时数量不宜太多，专业养殖户以 10～15（30～50只）组为宜，规模兔

场以 50～100组（200～400只）为宜，待养殖取得一定经验后再逐

步扩群发展。由于引种少，后代兔配种繁殖时血缘关系交叉不开的，可

另外引进种公兔交配。 如果一次引种超过 200只，建议不要在一个地

方引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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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引种季节要适宜

引种的季节以春、秋两季为宜，冬季也可以引种，但要注意防寒。

一般引种以春季最好，此时种兔繁殖率高，仔兔成活率也高；最好不要

在夏季引种，因夏季引种易造成大批应激死亡。

6.种兔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种兔的笼子必须结实、通风良好，用前彻底消毒，笼底放些防

震的垫物。 上下层笼之间最好用塑料布隔开，以免上层种兔粪尿污染

下层种兔。 每笼装兔不能拥挤，笼内有 1/4的活动余地，公母兔要分

开。 运输时间在 24～28小时内要在装运前喂饱、吃好、饮足水。 长时

间运输，途中可适当喂点胡萝卜，切忌喂得过饱。中途休息时要注意检

查兔群，发现异常兔子应及时隔离，细心处理。

7.种兔到家后的注意事项

1）因途中运输和环境变换，易引起种兔的应激反应，所以种兔到

家后不要急于喂料，先让其安静 1～2小时，再用开水加适量麦麸、食

盐和红糖，晾温后饮用。隔 1小时左右再喂饲料，最好仍喂给和原来兔

场同种或同类的饲料，先精料后青料。

2）按时定量饲喂，并逐渐调整饲料，防止因饲料配方突然变化而

引起种兔消化道疾病。 如果饲喂麸皮等粉状饲料时，一定要用少量水

分较多的菜类、萝卜类饲料拌和后饲喂，一方面可减少浪费，另一方面

可避免纯干粉料喂兔时发生呛、噎，引发支气管炎。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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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引种搬迁、环境变换、饲料配方改变等都可不同程度地引

起种兔的应激反应，降低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抗病能力，因此，应根据

不同情况，及早采取防病治病措施。 如在饲料中适当添加多维素和 B

族维生素，以增强种兔抗应激能力，维生素日用量按每千克体重 2～3

毫克计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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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兔繁殖技术

1.繁殖特性

家兔一年四季均可繁殖，但因不同季节温度、日照、营养状况等的

差异，对母兔的发情、受胎、产仔数和仔兔成活率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合理安排好家兔配种时节，对提高繁殖率十分重要。

（1）春季

春季天气转暖，阳光充足，温度适宜，饲料逐渐丰富，母兔发情比较

集中，性机能表现最旺盛，配种受胎率高，产仔数多。 春季母兔的发情率

可达 80%～90%，受胎率可达 85%～95%，平均每窝产仔 8只。 所

以，春季是家兔繁殖的最好季节，要抓紧时间配种，保证繁殖 2胎。

（2）夏季

夏季气候炎热，温度高，湿度大，家兔采食量减少，体重下降，公兔

精液品质明显降低，无精、死精增多，母兔性机能不强，配种受胎率低，

产仔数少。夏季母兔发情率为 20%～50%，受胎率为 30%～40%，平

均每窝产仔数 3～5只。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夏季应暂停配种繁殖。条

件好的兔场（户）如公母兔体质健壮，又有遮阴防暑设施，能将温度控

制在 28℃以下，也可适当安排配种繁殖。

（3）秋季

秋季气候温和，饲料丰富而且营养价值较高，家兔体质开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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