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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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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山羊品种介绍

1.内蒙古绒山羊

内蒙古绒山羊体质结实。 公、母羊均有角，公羊角粗大，母羊角细

小，两角向上向后向外伸展，呈扁螺旋状、倒八字形。 背腰平直，体躯深

而长。 四肢端正，蹄质结实。 尾短而上翘。 全身毛被白色，由上层的粗

毛和下层的绒毛组成。

成年公羊平均体重 47.8千克，抓绒量 385克，剪毛量 570克；成

年母羊平均体重 27.4千克，抓绒量 257克，剪毛量 305克。公羊平均

绒毛细度 14.6微米，母羊 15.6微米。 公羊粗毛长度平均 17.6厘米，

母羊 13.5厘米。

内蒙古绒山羊（公） 内蒙古绒山羊（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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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辽宁绒山羊

辽宁绒山羊公、母羊均有角，有髯，公羊角发达，向两侧平直伸展，

母羊角向后上方伸展。 额顶有自然弯曲并带丝光的绺毛。 成年公羊体

重 68～82千克，母羊 40～75千克。

配种适龄宜在 18月龄左右， 成年公羊绒毛产量平均 736克，粗

毛 650克。 母羊绒毛产量平均 575克，粗毛 525克。 绒毛平均细度

16.4微米， 净绒率 75％以上。 公羊屠宰率 51.15%， 母羊屠宰率

51.15%，净肉率为 37.66%。

公羊适宜繁殖年龄为 2～6周岁，母羊为 1～7周岁。 9—11月为

发情旺季。 发情周期平均为 20天， 发情持续时间 1～2天。 妊娠期

142～153天。 成年母羊产羔率 110%～120%。

辽宁绒山羊羊绒细度平均为 15.35微米，净绒率 75.51%，强度

4.59克，伸直长度 51.42%。 绒毛品质优良。

3.河西绒山羊

河西绒山羊体质健壮，结构匀称、紧凑，侧视体形近似方形，头轻

辽宁绒山羊（公羊） 辽宁绒山羊（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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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大、额宽而平，鼻梁正直，耳宽而短，向前方平伸。 颈长短适中，颌

下无垂肉。公羊体高 60厘米以上，体长 75厘米以上，母羊体高 54厘

米以上，体长 62厘米以上。 公、母羊均生长直立的扁角。 胸宽而深，背

腰宽而平直。臀部宽窄长短适中，向后倾斜，后肢多有内弧，蹄质结实。

成年公羊体重 33～39千克， 母羊 25～33千克。 成年公羊产绒量

320～380克，成年母羊产绒量 250～300克，剪毛量约为 0.5千克

（0.25～0.75千克）。

公母羊平均屠宰率 44.76%。 3月龄河西绒山羊体重可达 15千

克以上，6月龄平均体重 25.62千克，平均日增重 171克。 多为单胎，

双羔者较少，一般繁殖成活率为 95%左右。

4.陇东白绒山羊

陇东白绒山羊体型稍大，体质结实紧凑，被毛全白为主。 头较短

窄，鼻梁平直，额突出，公、母均有角，角大多数为“倒八字”。 颈部较长，

胸较宽，背腰平直。 四肢健壮有力，喜食灌木枝叶，耐粗饲，抗病力强。

成年公羊体重 32～38千克，体高 61～65厘米，成年母羊体重 25～

30千克，体高 55～60厘米。 成年公羊产绒量 550～650克，成年母

羊产绒量 400～500克。

河西绒山羊（公羊） 河西绒山羊（母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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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白绒山羊繁殖性能好。 公羊 6月龄性成熟，12月龄配种。 母

羊 6月龄左右性成熟，8月龄配种，一生产羔 6～8胎。 母羊发情配种

无严格的季节限制，一般集中在秋冬二季，以 2—4月产春羔最多，双

羔率为 5%～6%。

陇东白绒山羊（公） 陇东白绒山羊（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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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山羊的选种选配技术

1.绒山羊的选种

（1）根据绒山羊的品种特征选种

充分了解现有主要绒山羊品种、生产性能、外貌特征、主要经济用

途，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品种。个体表现要健康、被毛洁白、体格大、产

绒量高、绒细度好、绒毛长密、粗毛稀少，皮肤白里透红无黑斑，胸宽

深，颈粗大，背腰宽平，体型结构紧凑，四肢端正、粗短，尻平臀圆，腰角

宽大，腹大而不垂，角间距宽，眼大明亮，鼻梁隆起，嘴粗大，睾丸对称、

不垂不吊，性欲旺盛；母羊头清秀，槽口宽深，口裂长，双乳头，乳房对

称大而柔软，无明显繁殖疾病。

绒山羊标准的外貌特征为被毛全白，结构匀称，额顶有长毛，颌下

有髯。 公母羊都有角，公羊角粗大，向两侧螺旋形伸展，母羊角向后方

呈捻曲伸出。 颈宽厚，颈间结合良好，背腰平直，肢蹄结实，尾短瘦，尾

尖上翘。 绒毛混生，毛绒白色，有丝光。 凡不符合品种外貌特征的则不

宜作种羊。 如果公母羊后代中出现黑毛或黄毛个体，则说明公羊或母

羊种质不纯。

（2）根据各性状间的关系挑选种羊

应选择个体较大、绒纤维细长而密、繁殖力强的纯种绒山羊作种

羊。 一般情况下，绒山羊各性状之间存在如下关系：体格越大，体重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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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表明其采食力、生活力越强，生长发育越快；绒纤维越长、越密，羊

毛越稀，其产绒量越高，反之亦然。 壮龄期（3～5岁），膘情良好的公母

羊繁殖能力强；育成期、老年期的公母羊繁殖能力差，营养不良、生殖

缺陷都会影响羊的繁殖机能。

（3）种羊年龄选择

一般 1～3岁的产绒量逐年递增，如果 1岁时产绒量高，其 2～3

岁的产绒量就更高；2岁产绒量高，其他岁时的产绒量也高。

（4）根据系谱挑选种羊

一只种羊的祖父母、父母的产绒性能良好或其同胞、半同胞兄妹

的产绒性能良好，则其本身的产绒性能也很可能良好。 如果其后代的

产绒量都比较高，可以推断该种羊的产绒性能良好，遗传比较稳定。绒

山羊的产羔性能也存在这样的规律性。 在挑选绒山羊个体时，为避免

近亲繁育必须审查系谱。

（5）在适宜时机挑选种用绒山羊

绒山羊的绒纤维并不是一年四季均衡生长，3—4月绒纤维开始

脱离皮肤（起浮），4月中旬至 5月初开始梳绒。 因此，从起浮期到梳绒

前观察产绒情况是比较准确的。

2.绒山羊的选配

所谓选配，就是在选种的基础上，根据母羊的特点，为其选择恰当

的公羊与之配种，以期获得理想的后代。选配是选种工作的继续，是绒

山羊育种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改良和提高羊群品质最基础的方法。 选

配的作用在于巩固选种效果。 通过正确的选配，使亲代的固有优良性

状稳定地传给下一代；把分散在双亲个体上的不同优良性状结合起来

传给下一代； 把细微的不甚明显的优良性状累积起来传给下一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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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性状、缺陷性状给予削弱。

选配应遵循的原则：一是公羊优于母羊，为母羊选配公羊时，在综

合品质和等级方面必须优于母羊；二是以公羊优点补母羊缺点，为具

有某些方面缺点和不足的母羊选配公羊时，必须选择在这方面有突出

优点的公羊与之配种，绝不可用具有相同缺点的公羊与之配种；三是

慎用亲缘选配；四是及时总结分析，如果效果良好，可按原方案再次进

行选配，否则应修正原选配方案，另换公羊进行选配。

绒山羊的选配一般采用同质选配和异质选配。

同质选配是一种以表型相似性为基础的选配， 选择性状相同、性

能表现一致或育种值相似的优秀公母羊交配，以期获得与亲代品质相

似的优秀后代。 它既可以使性状能够保持和巩固，又可尽快增加优秀

个体在群体中的数量。 在绒山羊育种中，对产绒量高、绒纤维细、体格

大、体形外貌好的个体应采用同质选配。 在同质选配中，应以一个性状

为主，最多不能多于两个性状。 长期同质选配，也能产生不良影响，如

羊群内的变异性减少，原有缺点变得更加严重，适应性与生活力也会

下降。 因此，应加强核心群的选育、选配，严格淘汰体质衰弱或有遗传

缺陷的个体。 例如，肢蹄病、死弱胎、畸形、母羊不发情、公羊性欲低下、

抗病力弱等。

异质选配是一种以表型不同为基础的选配方法，具体分为两种情

况：一种是选具有不同优异性状的公母羊相配，以期将两个性状结合

在一起，从而获得兼有双亲不同优点的后代；另一种是选同一性状但

优劣程度不同的公母羊相配，即用好改良差，以期后代能取得较大的

改良。 异质选配的效果一般多为中间遗传，把有关极端性状回归到平

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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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山羊的引种及杂交改良技术

1.引种前准备

应对所引品种的种质特性、繁殖、饲养管理方式、饲料供应及疫病

进行调查，并寻找场地集中饲养，等待接运。

（1）种公羊选择

要求公羊应符合该品种理想型的要求。两个睾丸对称，大小适中。

1～2岁的青年种公羊为引种的最佳选择， 引进的成年种公羊活重不

应低于 25千克。

（2）种母羊选择

繁殖母羊要体格结实健壮，乳房发育良好，乳头粗长，外生殖器官

发育良好。查系谱要选择产双羔或多羔的母羊，以 2～4岁的经产母羊

比较理想。

（3）查看系谱、档案和有关证照

要看《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种羊应有系谱档案及个体生产性

能记录，符合品种的外貌特征、年龄、体型、口齿、性别等。

2.个体选择

一看外貌，二看绒毛的长短和密度，三看体型是否符合本品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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