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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唐山奶山羊是我国优良的地方品种，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
辽宁、吉林、江苏、广西、河南、山东、重庆、陕西、四川等 22 个省市
自治区。

唐山奶山羊是小体型草食动物，具有体质结实，繁殖力强，生
长速度快，抗病力强，产奶量大，屠宰率和净肉率高，板皮涨幅大、
品质好，肉色鲜红，膻味轻，肉质鲜嫩等特性。

唐山奶山羊适应性很强，特别适于在高燥冷凉的地方饲养，它
耐粗饲，可以充分利用各种野草、树叶和农作物的秸秆、皮、叶、蔓，
不需要很多精料。夏秋可以放牧，冬春舍饲时，每只奶山羊只需
150 千克干饲草。

羊肉肥度适中，品质细微柔软，容易煮熟，易于消化、吸收，营
养丰富，符合人体营养需要，是上等肉食品。羊肉可消化蛋白质的
含量为 15. 7% ～20. 8%，高于猪肉。

羊肉中脂肪含量较少( 7 ～ 23. 7 )，而且脂肪中含的胆固醇也
较低，每千克仅含 290 毫克，是理想的营养佳品，尤其是高血压患
者的优美肉食。

羊肉蛋白质中的氨基酸如赖氨酸、精氨酸、亮氨酸、苏氨酸、丝
氨酸和氨酸的含量都高于牛肉、猪肉和鸡肉。

羊肉的热能较高。据测定，每千克中等膘情羊肉的产热量可
达 2278 千卡，高于牛肉而低于猪肉。

唐山奶山羊的泌乳期一般为 10 个月左右，怀孕期泌乳不断，
一只奶山羊一年可产鲜奶 500 千克以上，高的可达 1000 千克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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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奶山羊的奶品质好，含脂肪多，脂肪球比牛奶小，容易被
人体消化吸收，含矿物质也多，总营养物质含量高于牛奶，适宜作
婴儿、老人、病人和特需保健的高级营养食品。

羊绒、羊皮、羊肠、羊骨是毛纺、制革、医药等工业的重要原料。
唐山市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耕地面积为 846. 5 万亩，占全市国

土面积的 41. 9%。林地面积 632. 5 亩，其中果树面积 225. 88 万
亩，森林覆盖率 31. 75%。

唐山市是玉米、小麦主产区，年产玉米秸秆近 5000 万吨，小麦
秸秆 3000 万吨，天然草场 3200 万亩，人工草场 265 万亩，这为发
展唐山奶山羊提供了丰富的秸秆饲草饲料资源。

生态养殖是唐山奶山羊养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对提高
畜牧业发展水平、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平衡具有积极意义，是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唐山市盛产大量的农作物秸秆、皮、叶、蔓和树枝、树叶，这些
饲草饲料，人们不能直接利用，通过饲养唐山奶山羊可以消耗掉这
些东西，转化为供人们直接利用的肉、奶、皮、毛等畜产品。这是唐
山奶山羊生态养殖的重要循环形式。

目前，羊肉在我国人民的肉食构成中，所占的比重仅次于猪
肉，占第二位，在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中，羊肉是农牧
民的主要肉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羊肉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鲜羊奶的消费量也在快速增加。因此，发展唐山奶山
羊是畜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

值此《唐山奶山羊生态养殖技术》付梓印刷之际，我谨就做好
唐山奶山羊生态养殖工作的重要意义和本人的基本观点，阐述于
上，是为序。

唐山市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 张玉安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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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唐山奶山羊是我国一个地方优良品种，其系沙能奶山羊的后
裔，在世界养羊业及我国养羊业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
1921 年，美、英、德等国相继把沙能奶山羊引入唐山，随后这些羊
不断地沿京山铁路繁衍扩展，形成了现在强大的品种群，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这个品种发展较快，现已推广到京津、东北、内蒙古、
江苏、云南等 22 个省市自治区。

唐山奶山羊是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条件下，经过长期
的自然选择和饲养者人工培育而形成的。形成了具有唐山奶山羊
特有的品质特点;一是抗逆性强。从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饲养的
唐山奶山羊情况看，不管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平原还是山区，不
管是酷暑还是严冬，不管放牧还是圈养，该羊繁殖性能好，抗病耐
寒。二是采食面广。唐山奶山羊能将粗纤维饲草转化成鲜奶、肉、
板皮等，所有秸秆、杂草、枯枝落叶，都是羊的好饲料，这么广泛的
采食能力，是任何反刍家畜都无法比拟的。三是繁殖率高，寿命
长。唐山奶山羊性成熟早，繁殖快。当年羔羊 6 个月就可配种，怀
孕 152 天，在舍养条件下，两年可产三胎，一般以单羔为多，个别羊
能生产 11 年之久。四是泌乳性好。唐山奶山羊体形外貌保持了
沙能奶山羊的白色、短毛，直耳、楔形的特点，性情温顺，泌乳性极
佳，一般泌乳期在 294 ～ 300 天，干奶期一年仅 2 个月;平均日产奶
1 ～ 3 千克，优秀个体日产量可超过 6 千克。因此，唐山奶山羊具
有某些特殊的或未被发现的遗传基因，能生产独特的产品，或因具
有适应某些特定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的能力而十分珍贵。因此，认
识唐山奶山羊这个地方优良品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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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大潮中，如何开发利用唐山奶山羊
这个地方优良山羊品种，而且是永续利用，重点是要保护唐山奶山
羊品种遗传特性，为我国培育新品种保持丰富的“基因库”。

目前，唐山奶山羊这个优良地方山羊品种，也引起了国外的高
度关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多位外国专家就在研究有关
唐山奶山羊。我国科技界、教育界及生产者公认唐山奶山羊是我
国一个优良地方良种，在世界山羊品种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全
国在 22 个省市自治区饲养量已达 200 万只，是我国饲养量最多、
分布最广的一个奶山羊品种。

当前和今后，唐山奶山羊生态养殖是我国山羊养殖的发展
方向。

生态养殖是根据不同养殖生物间的共生互补原理，利用自然
界物质循环系统，在一定的养殖空间和区域内，通过相应的技术和
管理措施，合理利用多种资源，使不同生物在同一环境中共同生
长，保持生态平衡，生产出无公害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以取得最
佳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唐山奶山羊生态养殖总的原则是:通过唐山奶山羊生态养殖，
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发展一个生态产业，产生一个生态效应，促进
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唐山奶山羊生态养殖包括几部分内容:
一是将全市的农作物秸秆通过青贮、氨化等成熟技术进行相

应的处理，饲养唐山奶山羊，既发展了唐山奶山羊，又减少了因焚
烧秸秆引起的环境污染。

二是唐山奶山羊通过绿色养殖，提供无公害、纯天然、绿色的
羊肉、鲜奶、板皮等绿色纯天然动物及动物产品。

三是生态循环系统的基本形式是:农作物秸秆—饲喂唐山奶
山羊—提供纯天然动物产品—增加人体健康—减少环境污染。

几十年来，唐山市农牧局以及唐山市丰南区农牧局的广大科
2



技工作者，对唐山奶山羊的繁殖、饲养、饲料等进行了系列研究与
试验，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如何把这些技术成果应用到生产
实践，让唐山奶山羊不断发展，这是唐山市每个科技工作者的最大
心愿。为此，我们将唐山奶山羊生态养殖技术奉献给广大读者朋
友们，以便共同努力，为唐山奶山羊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编者于唐山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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