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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是统筹城乡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部署,
是加强农业生产、 繁荣农村经济、 富裕农民的重大举措。

那么, 如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科技兴农是关键。 现阶段, 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和党的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 广大农民的科技意识进一步增强,
农民学科技、 用科技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科技致富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发展的一

种必然趋势。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各项技术发展均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因为技术复

杂, 又缺少管理人才和资金的投入等因素, 致使许多农民朋友未能很好地掌握

利用各种资源和技术, 针对这种现状, 多名专家精心编写了这套系列图书, 为

农民朋友们提供科学、 先进、 全面、 实用、 简易的致富新技术, 让他们一看就

懂, 一学就会。
本系列图书内容丰富、 技术先进, 着重介绍了种植、 养殖、 职业技能中的

主要管理环节、 关键性技术和经验方法。 本系列图书贴近农业生产、 贴近农村

生活、 贴近农民需要, 全面、 系统、 分类阐述农业先进实用技术, 是广大农民

朋友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是国家稳定的基石。 党中央和国务院一贯重视农

业的发展, 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 而发展农业生产, 繁荣农村经济, 必

须依靠科技进步。 为此, 我们编写了这套系列图书, 帮助农民发家致富, 为科

技兴农再做贡献。
本系列图书涵盖了种植业、 养殖业、 加工和服务业, 门类齐全, 技术方法

先进, 专业知识权威, 既有种植、 养殖新技术, 又有致富新门路、 职业技能训

练等方方面面, 科学性与实用性相结合, 可操作性强, 图文并茂, 让农民朋友

们轻轻松松地奔向致富路; 同时培养造就有文化、 懂技术、 会经营的新型农

民, 增加农民收入, 提升农民综合素质,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本系列图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农业产业经济发展协会高级顾问祁荣祥将

军,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农业规划科学研究所所长、 设施农业研究中心主任张

天柱,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国家资深畜牧专家曹兵海, 农业部课

题专家组首席专家、 内蒙古农业大学科技产业处处长张海明, 山东农业大学林

学院院长牟志美,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 团中央青农部农业专家张浩等有关领

导、 专家的热忱帮助, 在此谨表谢意!
在本系列图书编写过程中, 我们参考和引用了一些专家的文献资料, 由于

种种原因, 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 在此谨致深深的歉意。 敬请原作者见到本

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联系邮箱: tengfeiwenhua@ sina郾 com), 以便我们按国家

有关规定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 书中难免有不妥或错误之处, 敬请读者朋友们指正!

编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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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相同、 形态相似、 结构完整、 遗传性能稳定、 具有一定数

量和较高经济价值的鹅群被称为鹅的品种。 养鹅业实现生产的高效

化、 生态化、 规模化主要依据于鹅的品种, 它可以直接影响到鹅的

生产性能与养鹅的经济效益。

国内鹅的品种资源非常多, 产蛋量高的豁眼鹅、 太湖鹅、 四川

白鹅, 产肉、 产绒性能好的皖西白鹅, 产肝性能较好的淑浦鹅、 浙

东白鹅、 狮头鹅等都属于国内优良的地方鹅品种。 这些地方优良品

种都有着适应性广、 抗逆性强、 耐粗饲、 觅食力强、 产蛋多、 肉质

好的特点, 同时它们还蕴含着较大的遗传变异能力和选择潜力。 国

外生产性能优异的鹅品种也有很多, 例如, 既具备肉用性能又具备

肥肝性能的埃姆登鹅、 图卢兹鹅、 朗德鹅等。 了解和掌握鹅品种的

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有目的、 有计划地利用现有鹅品种的丰富资源,

发展高效生产, 利用鹅的杂交优势, 培育新品种, 从而提高养鹅的

经济效益。

第一节 我国的鹅品种 业业业

我国养鹅业历史悠久, 饲养数量大, 分布范围广, 其品种资源

丰富多样。 目前区分我国鹅品种类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占

了绝大多数的中国鹅, 其中又分有许多品变种; 二是产于新疆的伊

犁鹅。 其中中国鹅在世界上是最著名的鹅种之一, 同时也属于欧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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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上的主要鹅品种, 一度被引进到很多国家饲养, 并改良了当地

品种, 在国外有很多出名的鹅品种其血统都与中国鹅息息相关。 中

国鹅之所以著称于世, 不仅是因为它的高产蛋率, 还因为它能广泛

地适应不同自然条件的变化, 并能接受各种低劣饲料。 目前在我国

饲养的大多数都是中国鹅, 在漫长的品种形成和普及过程中, 由于

各地自然条件和人为选择的不同, 逐渐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中国鹅的

品变种或品种群, 其组成的不少优秀地方良种的规模化态势趋于明

显, 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养鹅品种的资源。 据粗略调查, 目前已

经形成 20 多个地方良种, 其中被 《中国家禽品种志》 收录的就有

12 个以上, 这些优良的地方品种不仅囊括了中国鹅的典型特性, 还

各自具备着独特的优良性状。

在养鹅生产中一般会把中国鹅按体形分为大、 中、 小三种类型,

如果按羽色则分为白鹅和灰鹅两种。 以下是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中国

鹅的地方优良品种。

大型鹅的品种

狮头鹅属于我国最大型的鹅种, 是我国唯一的大型优质鹅种,

同时也是世界上少数大型鹅种之一。 该品种主要适用于生产肥肝。

“狮头鹅冶 这个名称源于额部几乎覆盖于喙上发达的肉瘤, 加之两颊

又有 1 ~ 2 对肉瘤, 形状酷似狮头。 该大型鹅品种原产于广东省的饶

平县溪楼村, 在澄海县和汕头市郊分布较广泛。 狮头鹅因其较大的

体形、 快速的生长、 较好的肥肝生产性能和高效的饲料利用率, 经

常被用于品种间的杂交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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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鹅的品种

(1) 溆浦鹅摇 溆浦鹅属于我国中型鹅品种中的出色代表, 它既

是优良的肝用中型鹅种, 具有生产特级肥肝潜力, 又是优良的肉用

鹅品种。 溆浦鹅原产于湖南省沅水支流的溆水两岸, 以溆浦县近郊

为中心产区, 并以此扩散到怀化地区。 该鹅品种一直以来都采用自

繁自养的方式, 同时注意优良品种的选择与交配, 逐渐促进了本品

种的形成与提高。 近年来, 由于溆浦鹅体型大, 前期生长速度快,

饲料耗费少, 觅食能力强, 并适应大多数不同的自然环境, 加之其

肥肝生产性能仅次于狮头鹅而位列第二, 所以逐渐受到各地养鹅户

的青睐, 常引种用来杂交, 希望能够提高配套杂交商品鹅的肥肝生

产力。 其次, 溆浦鹅的产羽绒性能也比较好, 但产蛋量不是很多。

(2) 雁鹅摇 雁鹅属于中国鹅的灰色品种, 为中型鹅种的典型代

表, 它是一种粗放牧养的肉用鹅种。 雁鹅的外貌整齐, 适应能力强,

耐粗饲性能好, 抗病能力强, 生长速度较快, 肉质好, 一年四季都

可以产蛋抱窝, 不过产蛋量不是很多。 雁鹅原产于安徽省六安市的

霍邱、 寿县、 六安、 舒城, 合肥市的肥西以及河南省的固始等县。

(3) 浙东白鹅摇 浙东白鹅属于优良的肉用鹅品种, 是我国较为

出名的中型鹅品种。 浙东白鹅主产区在浙江东部的奉化、 象山、 定

海等县, 其分布范围主要是勤县、 绍兴、 余姚、 上虞、 临县、 新昌

等县。 浙东白鹅不仅生长速度快、 肉质好、 耐粗饲, 而且还有优良

的产羽绒、 产肥肝的生产性能。

(4) 皖西白鹅摇 皖西白鹅属于优良肉用鹅品种, 是我国中型鹅

中出色的鹅种之一。 该品种鹅早期生长速度快、 饲料耗费少、 肉用

性能好、 羽绒品质优良等, 不过产蛋量不是很高。 皖西白鹅原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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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西部的丘陵山区与河南省固始县一带, 其分布范围主要有皖

西的霍邱、 寿县、 六安、 肥西、 舒城、 长丰和河南的固始等县。 皖

西白鹅早在明代嘉靖年间就有史料记载, 其历史已有四百余年。 皖

西白鹅产羽绒性能好, 绒朵大, 羽绒洁白, 是安徽省重要的出口物

资, 同时用皖西白鹅腌制加工的 “腊鹅冶 是当地产区人民的传统

美食。

(5) 四川白鹅摇 四川白鹅属于产蛋量较高的中型优质肉用鹅种,

没有就巢性。 四川白鹅的肉仔鹅生长速度快, 适应能力强, 可接受

粗饲料, 环境适应性好, 并且肉用性能较好, 其生产的羽绒质量较

高。 四川白鹅原产于四川省温江、 乐山、 宜宾、 永川和达县等地,

其分布范围主要有平坝和丘陵的水稻产区。 该品种鹅只需要放牧饲

养 90 天左右就可以提供肥嫩的仔鹅上市, 同时可以出口优质的白色

羽绒, 因此在平原和丘陵地区很受欢迎。

(6) 天府肉鹅配套系摇 天府肉鹅配套系是近两年来由我国四川

农业大学家禽育种试验场培育成的一个中型鹅品种配套系, 这种配

套系的鹅羽毛呈白色, 生长快, 其中商品仔鹅只需在放牧补饲条件

下 60 日龄便可上市。

小型鹅的品种

(1) 闽北白鹅摇 闽北白鹅属于肉用型鹅种, 是小型鹅中的优良

代表, 闽北白鹅生长速度快、 产肉率高、 耐粗饲。 闽北白鹅的主产

区是福建省北部的松溪、 政和、 浦城、 崇安、 建阳、 建瓯等县市,

其主要分布范围有南平市的邵武市, 宁德地区的福安、 周宁、 古田、

屏南等县市。

(2) 阳江鹅摇 阳江鹅属于肉用型鹅种, 是性成熟最快的小型鹅。

5



阳江鹅的主产区是广东省湛江地区

的阳江市, 主要分布范围有阳江市

周边的阳春、 电白、 恩平、 台山等

县市, 部分也分布在江门、 韶关、

海南、 湛江乃至广西地区。

(3) 乌鬃鹅 摇 乌鬃鹅属于肉用

型鹅种, 由于其颈背部有一条深褐

色的鬃状羽毛带形似乌鬃而得名。

乌鬃鹅最初产于广东的清远县, 主

产区为清远县北江两岸的洲心、 源

潭、 附城、 江口等地, 与之相邻的

花县、 佛岗、 从化、 英德等县也会饲养该品种鹅, 其分布的范围主

要有粤北、 粤中以及广州市郊。 乌鬃鹅的饲养最早可追溯到宋朝,

其历史非常悠久, 该鹅的特点主要有早熟性好, 肉用性能佳, 觅食

能力较强, 不过母鹅的就巢性强, 产蛋也不多。

清远的乌鬃鹅属于灰色小型鹅种, 有一定自己的规模以及优点。

因其骨细, 肉嫩而多汁, 出肉率高, 在港澳地区销售时有较好的

声誉。

(4) 酃县白鹅摇 酃县白鹅属于肉用型鹅种, 主产区为湖南省炎

陵县 (旧称酃县) 的沔渡和十都两镇, 其分布范围主要是沔水和河

漠水流域, 另外, 在与炎陵县相邻的资兴、 桂东、 茶陵和江西省的

宁冈等县市也有部分分布, 其中莲花县出产的莲花申鹅与酃县白鹅

属于同种。 酃县白鹅历史悠久, 曾远销到广东被用来换盐。 在当地,

养鹅户门大多采用自繁自养的方式, 长此以往, 逐渐形成了很多许

多近亲繁殖的家系, 维持了酃县白鹅稳定的品种性能, 保持了其一

致的体形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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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伊犁鹅 摇 伊犁鹅又被称为塔

城飞鹅、 雁鹅。 主产区位于新疆伊犁

的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 市, 其分布

范围主要包括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其

他地区以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带。

伊犁鹅可接受粗饲料饲喂, 适宜放牧

养殖, 可以短距离的飞翔, 环境适宜

性强, 可应对寒冷的气候条件。 伊犁

鹅是我国唯一由野生雁驯化而来的鹅

种, 其生产性能不是很高。

(6) 太湖鹅 摇 太湖鹅属于蛋肉兼

用型品种, 是世界上比较有名的一种

小型高产品种。 太湖鹅原产于长江三

角洲的太湖地区, 其主要分布范围包

括浙江省杭嘉湖地区、 上海市郊县和

江苏省的大部, 全国诸如东北、 河北、

湖南、 湖北、 江西、 安徽、 广东、 广

西等许多省市现都有饲养该品种鹅。

太湖地区历来实行 “种鹅年年清冶 的

饲养方式, 这也是太湖鹅品种形成

的主要的一个因素。 这种饲养方式

就是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与农业生

产季节的配合, 选用当年的新鹅育

种, 充分利用春季所产的种蛋, 采

用人工孵化的方法, 生产雏鹅。 等

到 6 月中下旬的时候, 雏鹅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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