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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序．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是我国畜牧方面的一部重要专著。

‘为了查清我国的畜禽品种资源，1976年将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

查列入农业部畜牧业重点科研项目，并动员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

研究所和有关农业院校、．科学研究单位九十余位专家，加上各地的密

切配合，从1976年起着手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同时集中力量编纂，几

易其稿，历时八年之久，成就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专著。我们向参与

调查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和祝贺。，

我国幅员辽阔，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十分丰富。这是我们祖先留

下的极其宝贵的财富，是一个天然的畜禽品种“基因库"。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在畜禽品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做了

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系统地、全面地开展调查研究还

是近几年的事情。家畜家禽品种资源调查，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实现

畜牧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基础i作，是<‘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

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第一项“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的研究”的组

成部分。这项工作的完成，为国家制订畜禽品种区划，合理地利用畜

禽资源，培育高产优质的新品种，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为加强国际

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不仅全面地、系统地记载了我国的家畜

家禽品种资源，而且从我国家畜家禽的驯化开始，一直到各类畜禽品

种的形成和发展，均作了科学的叙述。因此，这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

水平的畜牧科学著作，对促进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将具有历史的、经
济的、科学的意义。

一

系统地编纂我国的畜禽品种志，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广大

畜牧科技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夙愿。希望畜牧战线的同志们，勤奋探

索，锐意改革，充分发挥我国畜禽品种资源的优势，为实现我国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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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j

一九八四年六月 北京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序言

我国是世界上家畜家禽驯化最早的国家之一。我国各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

有家畜、家禽的遗迹。在浙江河姆渡、西安半坡村、山东大汶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桂林甑

皮岩洞穴遗址中，发现不少猪、鸡等畜禽的遗骸，经考证和测定，证实我国养猪养鸡至少有

六、七千年的历史。还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鸡。过去认为鸡起

源于印度、印度支那、马来群岛等南亚地区，我国上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鸡的遗迹、遗骸、陶

鸡等，均足以证明我国也是鸡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在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丛林中，至今还栖

息着家鸡的祖先——红色原鸡。 r’

我国也是世界上家畜家禽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在驯养畜禽的

过程中，经过辛勤劳动和精心选择，培育出许多品质优良而又各具特色的家畜、家禽品种。在

猪种资源方面，如太湖猪是以繁殖力高而闻名于国内外；金华猪和乌金猪是腌制著名的。金

华火腿。和。云腿。的原料猪；荣昌猪所产的鬃毛，既长而又洁白光泽，在国际市场上久享盛

誉；香猪是我国特有的小型猪种，适合做烤猪和试验动物。在家禽资源方面，有闻名于世的

北京鸭；有年产卵二百八十枚以上的绍鸭和金定鸭；有生产肥肝的优良品种建昌鸭；鸡的品

种更是多种多样，九斤黄和浦东鸡是体型大的肉用鸡，北京油鸡和惠阳胡须鸡以肉质鲜美为

特点；丝毛乌骨鸡又是我国特有的药用品种，早在1915年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过，博

得世界各国的好评。牛、羊、马、驴的品种资源也极为丰富，我国的秦川牛、南阳牛、鲁西黄牛

历史悠久，为优良的地方品种；滩羊是以产优质二毛裘皮而著称的绵羊品种；湖萍是我国劳

动人民经过八百余年精心培育的羔皮用绵羊品种，羔皮色白光润，具有美丽的波浪状花纹，

为世界裘皮珍品。济宁青山羊繁殖力高，所产青猾子皮板质轻、光泽好、花纹美观。河曲马、

伊犁马、三河马、关中驴等都是闻名的良种。骆驼、兔及特种经济动物的驯养历史亦很悠久，

如梅花鹿以生产名贵药材——鹿茸而驰名中外。

我国的畜禽品种不仅以特有的经济价值著称于世，而且对世界著名品种的形成有过重

要的影响。早在二千多年前，当时的罗马帝国就引进了我国猪种，用来改良他们原有猪种晚

熟和肉质差的缺点，进而育成了罗马猪。十九世纪英美等国又引进我国广东猪种，在育成巴

克夏、波中、大白等猪种的过程中都掺入过中国猪的血统。我国鸡种也同样早就输出国外，

被培育、改良为优良品种，如奥品顿鸡就是引入我国黑狼山鸡培育而成的，’世界名种鸡白洛

克、芦花洛克等鸡也含有中国鸡的血统。可见，我国的优良家畜家禽品种在育成一些世界名

种的过程中，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些珍贵的资源，不仅是我国的，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共

同财富。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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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速畜牧业的发展，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为实现我国畜牧业现代化服务，农林部予

一九七六年将家畜家禽品种资源调查列为重点研究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了十四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部分畜禽的试点调查。在此基础上，一九七九年四月，在湖南省

长沙市，由农林部畜牧总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召开了第一次4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

议’。会后，全国=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了全面的、系统的畜禽品种资源调查。这项

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级领导部门和各个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

委或农(牧)厅(局)的领导下，设置专门机构，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在统一领导下，组织了科

研、教学、生产等方面的力量，开展了大协作，有的还组织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参

加调查的同志，克服了各种困难，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入产区，深入实际，进行了认真

而详细的调查，对畜禽品种的形成历史、生态环境、数量、分布、生物学特性、生产性能和利用

现状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调查中，有的地区还发掘了一批

具有一定特点的畜禽品种。这些都为编写本品种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编写《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禽资源调查基本实现查清资

源、摸清家底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工作。
一

一九八。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主持召开的<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写工

作座谈会上，根据一九七九年第一次全国会议的精神和要求，经过讨论，产生了编写总纲和

各畜种品种志的编写提纲。总纲中指出：‘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应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水

平的畜牧科学著作，具有历史的、经济的、科学的意义。将为我国制订畜禽品种区划，提高畜

禽育种工作，建没现代化的畜牧业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国外准确介绍我国畜禽品种，开展

国际畜牧科技的合作和交流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召开的第二次露全国

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议，上，经农业部批准，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的全国编

委会和马驴、牛、羊、猪、家禽和驼、兔品种及特种经济动物志共六个编写组。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也相应地成立了编委会或编写组织。自此全面地开始了编写工作。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是一部畜牧科学专著，共分六册，有‘中国猪品种志’、<中国家

禽品种志》、《中国牛品种志》、‘中国羊品种志'、‘中国马驴品种志>和《中国驼兔品种及特种

经济动物志》。列入本志的家畜家禽(包括特种经济动物)品种共约260个，其中猪60余个，

家禽50余个，牛40余个，羊40余个，马驴垂。余个，骆驼、兔及特种经济动物近20个。每册

．书末均附彩色品种图。
’

各分册根据总的编写提纲要求，统一体例，内容均分为‘概论>和‘各论》两大部分。

‘概论》系统地叙述了该畜种的起源、演变和品种形成的历史，分布概况、品种的分类以及生

态条件对形成品种特点的影响等，使读者对该畜种的全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各论》重点

介绍每个品种的特征和特性。以地方品种为主，并介绍了培育品种和在我国经长期驯化、生

产上发挥作用的引入品种。对每一个品种形成历史，外貌特征，生长发育特点，生产性能以

及评价和展望作了全面的记述。但由于各类畜禽及其品种均有其特殊性，在编写时只能求

大同、存小异。由于我们缺乏编写经验，虽有共同的编写总纲可循，仍感到在内容的份量上

各册不太平衡，繁简不一，有不足之处，至于遗漏、错误更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提出，以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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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时得以修改、提高。

三年多来，在各级领导和为数众多的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t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终于

问世了。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记载家畜家禽品种的志书，它以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科学性强的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这部专著的完成，首先归功于=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成千上万人的辛勤劳动，他们在开展调查的基础上，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拍摄了大量

的彩色品种照片，‘提供了推荐列入本志的品种材料。然后又经过各畜种编写组近百位专家

的共同努力，深入实际，与各省的同志密切配合，在解决跨省、区的·同种异名J或。同名异种，

等闻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编写中，经过多次修改，核实数据，综合归纳，并对全书作了认

真审校。农牧渔业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牧)厅(局)、科研单位、农业院校对这项工作

十分重视，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些对完成品种志的编写任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编写中，承蒙很多单位或个人提供资料，充实了本志的内容；本志书编委会办公室的

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和事务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付梓前，全

国编委会副主编陈效华教授已谢世，他在本志的编审中作出了很多贡献，而未能见到出版，

深表惋惜和悼念。，一 一‘一．-r

品种是人类在生产斗争中长期辛勤培育的成果，是畜牧业生产中的重要生产资料。由于

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历史悠久，加之幅员辽阔，在极为复杂的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

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遗传特性和生产性能的家畜家禽品种，这些品种与国外培育出的一

些。专用畜种曩相比，具有对周围环境的高度适应性、耐粗放管理、抗病性强、繁殖力高、肉质

好等优点。这些具有特色的品种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基因库，正是进行杂种优势利用和进

一步培育高产品种的良好原始材料。在当今世界畜禽品种资源日趋贫乏，品种逐步单一化

的情况下，对今后家畜家禽的育种工作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起到我们目前难以估量的作用．

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工作的完成和《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的出版发行，仅仅是家

畜家禽品种资源保存利用这一重要研究课题的一个开端。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新的任务又摆在我们面前。在现代生物科学中，已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领域。诸如建

立品种资料数据库、基因库、保存优良种质、扩大优良品种的繁殖，生物工程等研究将为今后

创造新的畜禽品种和物质财富，开拓广阔的前景。但应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还必须有优良

品种为基础，让我们继承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合理利用优良的畜禽品种资源，对畜牧科学

和畜牧业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
—刁L／L四年三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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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马驴品种志’(简称．：马志》)的编写工作，1980年3月，农业部畜牧总局委托

中国农业科学院主持召开会议，组织了编写《马志》的筹备小组，原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程

绍迥同志还在会上鼓励有加，期望‘马志》编写组率先完成编写任务。同年九月，在北戴河举

行的全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写座谈会上，进一步审定了《马志》的编写大纲等。近四年多来，

本编写组曾在北京、烟台举行三次会议，从落实编写计划到反复审议稿件。1984年3月，又

在南京召开‘马志》的审定稿会议，对全国各产马、驴的省、自治区汇集的马、驴品种资料，由

本组同志分工协作，认真讨论、修改，终于编成定稿。

本编写组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尊重从事实际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又以严谨

的客观态度，对各省、自治区农(牧)厅(局)和马场等生产单位来的大量调查报告、有关品种

资料及工作总结，加以科学的分析和选择，整理成文，编入‘马志>，使文图并茂。有些资料能

否编入‘马志'，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几经讨论，基本上取得一致的意见，作出适当的处理。例

如，在地方马种中，原属西南马的几个类群，现被提升为几个品种，从各地生态环境及研究进

展来看，将它们独立成为品种，有其可取之处；个别省也有类似马种如利川马，由于长久以来

未被注意，现也将其列入，具有一定的意义。再如培育品种，除已被全国公认者外，唯有根据

各省、自治区组织鉴定会，通过技术鉴定并上报者为原则；另有一些虽未上报而不够培育品

种标准的，现统称为改良马，附在本书培育品种之后。关于驴的品种，尤其是小型驴，现按产

区的生态条件、体尺等区分为三个品种，至于品种特点的区别则是次要的；更因小型驴在全

国驴中占半数以上，约5百余万匹，已是不容再忽视的畜力·
’

在编写过程中，每位成员都分工完成一定的编写任务。对概论和每个品种，原应署上执

笔者的姓名，以示负责。但鉴于大部分稿件经过最后整理、修改，与原稿已有不同程度的出

入，事关编写责任，终于决定一律不署名。尚须在此指出，大部分品种的原稿资料来自各地

畜牧行政和生产单位，实际上已有更多的同志在支持我们整理成稿，实难一一署名。在烟

台、南京的编审会议期间，得到当地业务部门的支持，承山东农业大学郭传经同志和南京农

业大学郑亦辉同志参与部分编审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写‘马志'与其他品种志一样，是我国畜牧界责无旁贷的空前大事，由此摸清了我国

马、驴品种资源的家底，并借此阐Jj耳关于品种的名称、来源以及久悬未定的一些问题。这部

‘马志>可说是对我国养马业历史的一幅现代写实，也为今后如何保种，使其继续发展，提供

必要的科学资料。由于限于条件和业务水平，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统祈海内外热心

养马事业和爱马的人士不吝指正·

鬈中国马驴品种志》编写组

一九八四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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