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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秦巴山区家畜家禽及经济动物品种志》在上级领导的重视与大力支

持、全体编委特别是主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奋斗和辛勤劳

动，已全部脱稿，经专家审定后，年内就将交付印刷出版。我为《志》的即

将问世而感到无比欢欣，特借此向写《志》和提供原始资料的全体同志致以

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

全鬈志'分总论、各论，图谱和附录四部分。总论部分首先绘出陕南家

畜，家禽品种资源分布图和陕南经济动物与主要水产资源分布图，然后就陕

南三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概况、畜牧业发展简史和现状，作了简

要介绍，最后对陕南三地区的畜禽及经济动物，其中包括本地区品种资源概

况．引进品种资源概况和品种资源的开发，保存，利用进行概述，使读者有

一个清晰明确的轮廓概念。在各论部分，按《全国畜禽品种志》编委会统一

要求，对不同畜种j分f-J另lJ类进行介绍，对每一品种，最后都写有。评价与

展望”。为进一步开发利用该品种提供了参考意见。

全．：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内容丰富翔实，笔调流畅，数据均经生

统处理，并经实地抽样调查，分析论证详尽，研究结论可靠，科学性．系统

性，实用性较强，图谱清晰，图文并茂。该‘志》的出版，填补了陕南三

地区这方面的研究空白，达到了省内外先进水平，为今后陕南地区畜牧业的

稳步发展和畜禽品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可靠的科学资料。

邱怀

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二日

(序言作者系西牝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

日

为发展陕南及相邻地区的畜牧业和经济建设服务，在陕西省安康地区科

委、安康地区农牧局的领导下，组成了以陕西省安康农校，安康地区畜牧兽

医中心站为主编单位，以商洛地区畜牧局，汉中和商洛地区畜牧兽医中心

站，及有关省、地，县牧研所，畜牧站，农科所、种畜场等为参编单位的《秦

巴山区家畜家禽及经济动物品种志》编委会，负责本《志》的编写工作。 ’

编委会成立后，首先于1987年6月至1988年8月由本《志》编委会畜禽

品种资源调查验收组，在有关地，县畜牧局、站配合下，由主编邓银才同志

带队，对秦巴山区的家畜家禽及经济动物品种资源现状进行了实地考察．现

场鉴定与拍照。摸清了畜禽品种和经济动物品种的结构与分布，为编写本

《志》作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于1988年2月8 El，在安康地区畜牧站，由农

牧局汪武奎巡事主持，召开了编委联席会。由邓银才同志汇报了编《志》工

作情况，李锡章作了补充。会议研究了。鸟皮鸡”， 。巴山白鸭”， 。秦巴

家犬”，。安康家猫”，“安康斗鸡”等品种(类群)的命名问题。并研究确

定：凡在陕南有10年以上的养殖历史，生产性能表现良好，且受当地群众欢

迎的引进品种或已被确定为本地区推广的引进品种，以本地区资料为主，本

着文责自负的原则编写上<志》。

本《志》是在对秦巴山区的家畜家禽及经济动物品种资源作了比较全面

的、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并对有关史料加以考证、核实编写而成。将

为今后陕南、川北，鄂西等地区农牧业区划；建立良种繁育体系、养殖业发

展和畜禽、经济动物品种资源开发和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并为教学科研单位，

农牧行政单位、各级畜牧站，养殖专业户和农户提供基础资料。

本《志》分为总论、各论、图谱及附录四大部分。

《总论》以陕南为代表，概述了秦巴山区家畜家禽及经济动物品种资源

的生态环境、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

《各论》分述了七个牛品种，五个猪品种，四个羊品种，九个家禽品种，

一个马品种，一个驴品种、十个经济动物品种，八个水产品种、五科十个品

种药用动物，合计五十五个畜禽及经济动物品种(类群)。每个品种都按产

地分布、品种形成，特征和特性，杂交利用．评价与展望等加以阐述。



‘图谱’共有插页地图2幅，黑白照2幅，彩照40幅。

‘附录'收璨了与畜禽品种资源和养殖业有关的一些文献与资料。，

本<志》是我国秦巴山区一部重要的畜禽和经济动物品种资源基础资料

和畜牧科技文献。 。．

’

．

在本《志》编写中，因受人力，物力、地区和时间限制，川北，鄂西和汉

中地区还有少数地方品种(或类群)尚未整理上《志》，有待于再版时增补。

再者由于条件和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足之处，希望有关专家

和广大读者指正，并在今后工作中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7

本‘志》是陕西安康，汉中，商洛三地区广大畜牧科技人员及川北、鄂

西有关参编人员的集体创作，许多同志为此付出辛勤的劳动。在它出版之

际，我们谨向参加调查和参加本《志》编写、审定、终审的教授、专家、科

技人员、出版社同志，以及为本《志》出版提供经费的单位和上级领导表示

衷心感谢。 ’’ ’
·

’

’
··一·、 ，

另外，在联系本《志'出版过程中，受到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编辑室领+

导及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一．
‘

，

、 、：j ． ．：’ ：： ?

”
．

’

，

《秦巴山区家畜家禽及经济动物品种志》编委会
：

．’：
，

。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于安康 j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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