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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

C

●

_、广西的自然条件与饲料条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祖国南疆，地处北

纬20。54 7～26。20 7，东经104。29 7～112。04 7

南北宽约610公里，东西长约750公里。总面

积23，675平方公里，总人口36，420，960人

(1982年7月1日零时)，其中壮族12，332，098

人，占总人口33．86％。

地形：是四周高而中间低的盆地，山多

平原少，俗称“八山·水一分田”。耕地约占

总面积的11％，河流和水库约占O．94％，山区

面积占76．23％，其余为道路、城镇和村庄

等。在山区中，海拔800～2000米的山岭约

占35．48％，海拔500～800米的低山面积约

占18．60％，海拔250～500米的中高丘陵占

11．O％，海拔200米以下的低丘陵约占

11．15％。山区面积大，平原狭小，丘陵纵横

交错，是广西土地资源最突出的特点，也是

引起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

气温高，雨水多，夏热冬暖，夏长冬短，夏

����x





续上表

东吐I猪 种猪6．oo 原产于全州县东山乡，分布于桂林地区及梧州地区

的富川、贺县、钟山等县。

隆蒯‘猪 种猪1．50 中心产地为隆林县德峨，克长及蛇场乡，分布于隆

林、西林以及田林、乐业、南丹县部分乡村。
，

德饵}猪 种猪1j50 原产于德保县，分布于靖西、那坡、天等、百色以

及田阳的部分乡村。 。

桂中：芘猪 种猪2．50 产区分布于广西中部的柳州、河池，南宁、百色四

个地区以及桂林地区的永福等30多个县。 j

巴马j齑猪 种猪O．025 主要产区为巴马、田东两县的城厢、义圩乡，，分布

于那桃、林逢和田阳县玉凤等地。
’

环江：香猪 种猪o．30 产于环江县的明伦、东兴、龙岩、驯乐等乡，，以明

伦产的为优。

家禽 霞郯l鸡 种鸡6．00 原产于容县石寨乡下烟村，分布于容县及各地。

广四=页鸡 种鸡25．oo 传统产区是桂东南的桂平、平南、藤县，苍梧、贺

县、岑溪、容县等县。

竹丝鸡 种鸡1．00 柳州地区外贸竹丝鸡场。农村有零星分布。

峒中矮鸡 O．05 防城县峒中乡。

南丹瑶鸡 O．5 分布于南丹，河池等山区县份。

靖西大麻鸭 种鸭O．20 产于靖西，德保及那坡等县。

广西小麻鸭 3，000．OO 广西水稻产区均有分布。桂北产的体型最小，沿海

县份产的较大。

右江鹅 6．00 右江流域各县。

本书报道的引进品种有摩拉水牛，尼

里／拉菲水牛，圣格鲁迪牛，黑白花牛、长

白猪，约克猪，盘克猪和番鸭等。

三、广西畜禽地方品种的特点
■

我区地方品种在当前畜禽数量中，占绝

大多数。其特点是体型较小，能适应地方环

境，生产能力一般偏低，但个体间差异大。

有些品种肉质肉味较外来品种优越。现分述

如下。

1．体型较小。我区地方品种除个别品种

外，比华中、华北、东北的一般都偏小，如陆

川猪体重在110公斤以下，隆林猪在130公斤

以下，东山猪最大，也只有165公斤。环江

与巴马香猪最小，仅60公斤。百色马体高90

～115厘米，西林与富钟水牛体高约120～126

厘米，体重约400～500公斤。黄牛，公的体

高115～120厘米，母的100～105厘米。都安

山羊体重仅约25公斤。靖西大麻鸭重2．5～

3．o公斤，广大农村的小麻鸭仅1·25～2．0公

斤。鸡一般体重公的1．5～2．5公斤，母的1．25

～2．0公斤。

体型偏小的原因，与气候、遗传和饲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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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都有关系。我区地处亚热带，较小的体型有

利于散热。饲养条件不足时，则不能充分发

挥生长发育的潜力而致矮小。带有矮小基因

韵动物，后代诚然是矮小的，如峒中矮鸡便

是。由此可以设想，有些品种通过改善饲养

条件，可以使体型有一定程度的改进。如环

扛香猪18月龄体重在农村仅41公斤，在研究

单位则为108公斤。但有些品种改善饲养以

后，体况好转，繁殖力增强，而体型却增大不

多，如涠洲黄牛。

由于体型偏小，则很有希望选育出微型

品种供研究和观赏玩乐之用，如在百色马中

可以选出较大数量的体高在106厘米以下的

矮马，这在国际上都是少有的。

2．对地方环境的适应性强。土生土长的

动物，不适应环境则不能生存。这包括对气

候和饲养条件的适应以及对某些疾病的耐受

能力等。如耐热性能，我区的地方品种普遍良

好，猪是单胃动物，饲养应以精料为主，而

我区猪种却能在喂给大量青饲料时生长与繁

殖；到目前为止，我区地方家禽品种还没有

发现结核病的报道，我区黄牛普遍受焦虫感

染却毫无症状表现，地方鸡种对鸡痘的感染

与发病程度也不像外来品种那么强烈等。这

都是一个很突出的优点。

3．广西家畜繁殖能力高。如猪每窝产

仔数一般为10～12头，比外来猪种高，而

且发情象征明显，自然配种与人工授精的受

胎率者l}很高。在草料良好的地方，黄牛与水

牛的繁殖率也很高，如隆林黄牛的繁殖率为

88．6％，南丹黄牛为74．5％，涸溯黄牛为

76．2％，西林水牛为87．3％。我区也有不少

地方的牛羊繁殖率不高的，而水牛尤低，这

可能主要是环境与饲养管理条件造成的。

4．家畜的泌乳量低，幼畜生长缓慢。

猪、牛、马，羊，大都如此。如黄牛一个泌

乳期的泌乳量多数仅在300～400公斤，水牛

的也仅400～500公斤。都安山羊日仅泌乳几

4

两。仔猪30天窝重一般为30公斤，高的45公

斤。而国外育成的肉用牛泌乳量常为1000公

斤左右，其他家畜泌乳量也多。地方品种由

于泌乳少，幼畜得不到充分的营养，长势就

必然缓慢，从而错过了生长潜力最大的幼龄

期，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损失。

5．我区有些地方品种的肉质肉味都是

上乘的。如三黄鸡、巴马、环江的小香猪，

西林泥洞鸭、环江明伦的小麻鸭(当地称为

香鸭，肉无腥味)，甚至本地猪种的肉质肉味

也比外来品种的好，这是很值得注意保留的

优点。构成这些特点的肌肉化学成分和肌肉

纤维的物理特性是怎样的?这些理化特性又

是怎样形成的?属于遗传上饲料饲养上的因

素是哪些?据悉鸟类的肉味也受盲肠细菌代

谢产物的影响，家养畜禽方面是否也是这

样?这些在我区都还是一个空白的研究领

域，亟待开发。 ．

以上的认识仍然是很表面而直观的看

法，认识的加深有待于更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观察。

四、品种资源的保存与利用

畜禽品种不是生物学上的种，而是人类

经济活动的产物。品种资源的保存和利用问

题，必然要和畜牧生产联系起来，才有实际的

经济意义。保存是为了利用，保存是守成，

利用是创业。我们不能为保种而保种。从这

个观点出发，提出如下几点保种与利用的意

见：

1．改善饲养管理条件。这是一句很普

通的老口号，但是十分重要。本书所报道的

各品种生产性能都是在当时当地饲养条件下

所得的结果。同一个品种，牧场和农场的成

绩往往比农村的好，这主要是前者的饲养条

件较为优越的缘故。但一般说来，目前的饲

养水平，都还不够注意饲料中蛋白质与能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比例，氨基酸的平衡，矿物质、微量元素

与各种维生素的合适份量，在这些方面进行

研究改进以后，即使同一个品种，生产性能

的表现当然会比本书所报道的有所提高。

特别是草食动物在枯草期中的饲养，如

何因地制宜提高稿秆的消化率，补充能量、

非蛋白质氮、钙、磷、食盐和必需的维生

素，使能正常地繁殖生长和泌乳，尤属迫切

需要研究推广的。犊牛，羔羊和仔猪的经济

实用的代乳料，也应研究。多年以来，这类

幼龄家畜，特别是杂种幼畜的生长发育每受

母畜泌乳量的限制而难以充分成长，如有来

源广泛而经济实用的代乳料，生产的发展当

可大大提高。

在各种家养动物中，以鸡的数量损失最

大，由于意外伤亡，寄生虫和传染病的为害，

以及营养缺乏症所造成的损失不知凡儿，每

年死亡常达总数的50％以上，天然孵化和天

然育雏也抑制了生产力的提高，这些问题都

应作划时代的改革，才能提高生产。
、

2．每年广泛开展一次种畜的评比展

览，藉以发现优秀个体和家系，从而进行良

种系谱登记，逐步扩大繁殖选种，建立纯的

品系。所以凡属优秀个体和家系都应重奖，

并造册宣传，提高其身价，有计划地推广利

用其优良的后代，这样既可为本品种的提高

创造条件，也可为杂交改良提供纯度较高的

优良亲本。过去不少人仅强调评选种公牛，

而忽视母本，这只是片面的权宜的作法。

我们认为仅仅保持地方品种原有的基因

频率不变，维持原状，既不变好，也不变

坏，这是没有多大的积极意义的。品种必然

也必需随着人们经济活动的要求而改变，过

去是这样，今后也会是这样。地方品种最适

应当地环境，但外貌特征和生产性能差异较

大，通过选育必然会发现优秀个体和家系

(当然也要改善饲养管理条件)从而培育出

纯的品系。而选育提高就要发动群众，轰轰

烈烈地进行，不应该静悄悄地或默默地进

行。还应年年处处坚持，而不是朝令夕改或

一暴十寒。

评比的项目应该明确重点，统一制定，

既要保持优点，更要注意克服缺点。所谓优

点也并非一定是越大越好，如属微型家畜的

．矮马就是要矮的。越是普遍的缺点，则越要

注意提高，如泌乳量就应格外强调。

地方品种中，个体问的差异越大，选育

提高的程度也越大，如陆川猪比较整齐，已

有的选育成绩就不及东山猪突出。

3．在本品种选育提高的基础上，有计

划地开展杂交利用。现在畜牧生产普遍利用

杂种优势，但杂交的亲本要有一定的纯度，

杂种优势才明显。若亲本不纯，抽样的误差

也大，难以测定准确的配合力。从这个角度

来说，地方品种也要选育提高，并使亲本变

得纯些。在这个基础上开展杂交组合试验，

从而挑选最佳组合的亲本保留下来，发展起

来。这样进行保种，才有积极意义。地方品

种的基因型原来就很杂，本来就不是纯种，

要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是很困难的，不经选

育而盲目杂交也是事倍功半的。

现在，通过总结既往的经验，有些杂交

组合基本上已可以肯定是好的，如能选择地

方品种优秀的个体作亲本，成绩当然会更为

突出。如黑白花牛或短角牛配本地黄牛；尼

里／拉菲水牛配本地水牛，公番鸭配母家

鸭，长白猪或约克猪配本地母猪，特别是以

东山猪为母本时，杂交后代的瘦肉率较高等

等都是可以推广的。过去一度宣传的三元杂

种水牛，是因为先有摩拉杂种，就便利用它

来和尼里／拉菲牛杂交所得的结果，现在较

多的统计资料证明，这并非必要。何况摩拉

杂种水牛，性不温驯，生产性能远远落后于

尼里杂种，这在第106页详述。过去玉林

地区曾广泛应用狮头鹅与当地土鹅杂交，结

果体型虽稍有增大，但成熟期推迟了，产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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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反而有所降低，这也是得不偿失的。

今后，随着地方品种选育提高与杂交组

合试验的开展，就必然会出现更多更好的组

合，供生产应用。也为保种工作提供更好的

依据。 』

杂交组合可以是品种间的、品种内的，

并不一定限于用外来品种作亲本。1954～

1955年我区综合农业试验站就发现东山公猪

配柳城母猪所得的杂种，生产性能优于约克

杂种的事例。

4．充分发挥地方品种的经济效益，藉

以调动保种与利用的积极性，严格组织保种

利用的工作，这是相互关联的3个环节。如果

养起来又卖不出去，你说它再好也难保。既

已有了出路，大家就抢着养，抢着卖，乱卖

的结果也有可能把好的品种卖光了。如三黄

鸡是出口物资，过去只强调养来出口，而忽

视保种选种，以致种源不足，质量提高很

少。矮马刚刚有了销路，马上出现偷售现

象，如制止无效，就有卖光的可能。50年

代猪的杂交出现杂种优势以后，许多地方都

不重视地方猪种的保存和提高，以致种源日

见短缺。现有牛羊价格低落，如不组织菜牛

和肉羊的综合加工利用，使饲养户和加工出

售者共享其益，也难调动饲养的积极性。我

区奶牛本来不足，但却连年出现卖出区外现

象。牛的杂交改良已经肯定了成绩，近十多年

中杂交工作却停滞不前。公番鸭配母家鸭所

得后代有非常明显的杂种优势，几十年来都

无人组织批量生产，而法国和以色列却利用

6

这个成果开展国际贸易。诸如此类的事例，

都说明要宣传、提高地方品种的经济效益，

调动保种与利用的积极性，并严密组织力量

开展保种与利用工作，这个三环节都是不可

忽视的。为此我们就应把畜禽的繁育体系完

善起来； 。

． 5．畜禽品种资源的保存和利用，是一

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们现在对各个品种

的知识还相当肤浅，甚至虽然经过调查研

究，有些品种的特征特性报导也还不完整，

今后要走的路程更远，工作更为艰巨。建议将

此项问题列入科研重点课题，组织教学，科

研、生产的有关力量，。充分协作，群策群

力，持之以恒，始终不懈，作更深入，更广

泛的研究和推广，以促进事业的发展。

总之，我区的畜禽品种资源是很丰富

的，这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我

们必须珍惜它，充分发挥它的经济效益。现

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品种资源都很贫乏，搞

来搞去都是那几个品种，我们还有这么多的

地方品种，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通过正确

的保存与利用工作的进行，它将为我们的畜

牧业，家禽业不断发出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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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特征特性

(一)体型外貌 ，。

隆林黄牛体型中等，性情温驯，灵敏活

泼，喜群居，为役肉兼用品种。

1．外貌

头大小适中，宽度中等，额平或微凹，

公牛角多向上向外伸，称“向角"。母牛角多

向内弯称“平角"。全身被毛短细，多数牛

全身毛色一致，据148头统计，黄色的占

75．6％，黑色的占20．27％，其余为褐杂色。

黄色被毛的牛，其鼻镜、眼睑、肛门与会阴

多呈黑色，而肛门周围及眼眶被毛多呈白

色。少数牛鼻镜呈肉色。

公牛鬈甲较高、宽，肩峰高大，个别牛

的肩峰高出警甲19厘米，肉垂发达。母牛警

甲较低而平薄，尻部倾斜，奶房较小，奶头

大如食指，长8～5厘米。四肢结实干燥，

前肢相距尚宽，但有外弧，后肢飞节多内

靠。蹄质细致坚固，多为黑色。

2．体尺体重

隆林黄牛的成年体重，公牛平均为350

公斤，母牛255公斤，阉牛320公斤。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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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1 成年隆林黄牛体尺体重1 单位t公斤、厘米

性别 公 母 I， 阉

测定年份 60年 64年 79年 60年 64年 79年 60年 64年 79年

测量头数 15 72 24 37 149 175
’

15 57 68

体 高 n5．24 117．94 120．5±6·41
108．41 110．03 107．96±4．84 117．8 120．95 115．8

体斜长 126．65 130．21 131．9±10·22 121．54 124．69 118．6±6．75 127．3 134．92 126．47

胸 围 166．60 165．10 166．1±10．04 150．30 148．13 151．1±8．23 168．98 171．98 160．73

管 围 16．30 16．56 17．4±1·22 14．44 14．43 14．60 17．4 17．52 17．5

胸 宽 37．72 33．38 33．98 36．55

胸 深 60．54 61．95 62．4±3．89 56．OO 58．80 58．7 63．27 64．52 60．74

腰角宽 38．98 39．81 38．6±4．60 38．09 38．80 35．8 40．0 42．45 39．52

坐骨宽 23．76 23．86 21．7 22．55 20．56 21．37 24．66 27．50 22．9

尻 高 110．83 117．9 115．43 118．50 109．79

头 长 48．08 42．9 39．9 38．6 44．07 40．33

额 宽 21．O 17．8 19．94

体 重 325．6￡ 327．05 350．7土66．07 245．22 253．35 255．1 336．64 384．67 320．16

袭2 199头隆林黄牛体型指数(％)

性别I肢长指数I体长指数l体躯指数{尻高指数l尻宽指数l管围指数l额宽指数l头长指数

公 48．22 109．46 125．93 97．84 56．22 14．44 48．95 35．6

母 45．63 109．86 127．49 59．69 13．52 46．11 35．75

阉 47．55 109．2l 127．09 98．59 57．95 15．1l 49．44 34．83

岛



分析表2所列199头隆林黄牛体型指

数，在体型结构上有下列特点：

肢长指数45．63～48．22，稍大，适于山

区活动。

体长指数109．46～109．86，比肉用牛的

小。

体躯指数125·93～127．49，比肉乳兼用

型的(121．3)大，说明体躯发育情况良好。

部狭小，多呈尖尻。

额宽指数46．11～48．95，比成熟较晚的

役用型秦川牛(44·88)和乳用型(44．6)为大。

管围指数13．52～14．44，和肉用型的相

近。． 一

‘
，

(=)生长发育

隆林黄牛各个生长发育阶段主要体尺、

尻宽指数56．22～59．69，较小，说明臀 体重见表3。 ，

衷5 隆林县沙梨牧场隆林黄牛的生长发育 单位；公斤、厘米

性别 年 龄 统计头数 体 重 体 高 体斜长 胸 围 管j 围

初 生 32 16．43 60．64 51．13 58．08
． 8．3

六月龄 9 62．18 79．44 80．72 94．6l 10．4

公’ 一’岁 6 107．92 92．83 95．92 110．5 11．42

二 岁 9 213．2 110．7 116 146．2 15．5

三 岁 6 263．3 114．4 124．3 154．8 ，．16．2F

四 岁 10 281．6 116．6 12 7，．3 158．5 16．55

初 生 25 14．36 58．74 49．32 55．62 7．58

六月龄 10 66．64 80．9 81．10 94．15 lO．25

母 一 岁 8 110．17 92 93．67 113 11．57

二 岁 10 103．5 108．87 136．14 14．43

三 岁 5 194．8 106 117．6 137．4 14．04

四 岁 ll 214．6 104．4 122．4 140．3 14．65

值得指出的是，饲养水平对隆林黄牛生

长发育影响很大，如广西畜牧研究所饲养的

隆林黄牛，在冬春季节，除放牧外，还适当

补料，比隆林沙梨牧场只靠放牧的为大。

6月龄体重提高45～71％，12月龄提高

35～47％(见表4)。 ，

裹4 广西畜牧研究所隆林黄牛生长发育 单位：公斤，厘米

性别 年 龄 统计数 体 重 体 高 体斜长 胸 围 管 围
～

初 生 11 16．27±3．01 59．36±3．65 48．77士5．14 59．14±3．75 9．23±O．72

三月龄 10 56．5±14．09 76．25±3．41 75．60±5．60 88．35±12．4 11．05±O．93

公
六月龄 10 106．05±20．88 88．65±4．72 91±8．14 114±10．67 13．05±7．02

十二月龄 10 158．4±26．53 99．35±6．19 102．2±6．66 129．7±8．58 14．5±O．63

十八月龄 4 219．25±9．93 110．25±1．92 114．25±3．49 144．5±5．36 15．63：O．41

初 生 11 13．36±2．12 58．14±2．95 47．73±3．86 57．95±4．22 8．18±O．81

三月龄 11 52．36±4．55 75．09士3．24 72．64±6．83 88．64±3．33 lO．4±1．3

母 ～

六月龄 11 96．41±9．2 81．18士3．56 89．9l±5．36 89．91±5．36 12．32±O．49

十二月 11 148．82±14．88 98．68±2．96 103．5±6．97 126．14±4．67 13．59±0．42

十八月龄 9 187．44±20．36 105．06±2．5 109．11±4．63 136．56±4．35 14．28土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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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产性能

1．繁殖性能

：隆林黄牛一般在2．5岁开始配种怀孕，

繁殖年限16岁左右。公牛3岁可作种用，配

种力最旺盛期为5～7岁，在大群混牧条件

下，公母比例为1：30。

隆林黄牛终年可以发情配种。据隆林平

林牧场30头的观察，发情周期平均18．5天，

怀孕期平均274．9天(261～296天)。

隆林沙梨牧场1958～1962年统计，1～6

月份产仔较多，10～12月份较少，说明母牛

发情配种受孕多在4～9月的青草盛期。．

据沙梨牧场7年(1957～1963年)中的

1 429头母牛产仔资料，平均母牛繁殖率为

88．6％，犊牛育成率为91．3％。繁殖成活率为

80．89％。

2．役用性能

隆林黄牛体重大，体型较好，具有较强

的耕作能力。用当地土犁，在前作为水稻、

玉米或碗豆的耕地上进行耕作能力测定，结

果见表5。

表5 隆林黄牛的耕作能力测定

性 头 平均耕 每小时
作时间

耕田面积
耕地面积

体重 体高 胸围 耕宽 耕深
别 数 (亩) (公斤)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分) (亩)

公 8 98 O．73 O．68 295．03 115．8 158 22 14．07

母 8 120．33 O．84 O．56 231．04 110．17 144．5 24．33 12．67 ．

阉 2 90 1．37 O．90 358．91 28．5 15．5

1960年曾用挽力计挂土犁或木根对公

牛、阉牛、母牛各2头作挽力测定。结果，平均

最大挽力分别为195．O，265．O和165．O公

斤。

据隆林县新州和者保牛车队的测定，一

般隆林黄牛在自然放牧情况下，在泥质公路

上拉木胶轮车，载重250～350公斤，以每日

行七小时计，一天可走22．56公里，个别阉

牛最重载重量可达1000公斤。沙梨牧场材

料，母牛载重300公斤，日行40公里。1960

年前后全国因缺汽油，隆林县物资外调存在

汽车和牛车并用之际，小宗山货运输常习惯

用牛车。

3．产肉性能

据隆林县畜牧局、百色地区畜牧研究所

和广西畜牧研究所的测定，1．5岁至3岁的

公牛，肥育2～4个月的产肉性能如表6所

示。

^

、 表6 隆林黄牛产肉性能

性 测定 宰重前 胴体重 净肉重 屠宰率 净肉率 胴体产肉 骨骼重 脂肪重 眼肌面积
别 头数 (公斤) (公斤) (公斤) (％) (％) 率(％) (公斤) (公斤) (厘米)2 骨肉比

244．45 128．41 101．41 52．13 40．94 78．41 23．82 2．26 67．2l
公 12 l：4．27

±42．8 ±30．56 ±26．44 ±4．53 ±4．64 ±3．49 ±4．41 ±O．89 ±7．82

298．75 157．00 117．37 52．4l 39．15 74．65 32．07 7．32 41．07
母 3 1：3．67

±24．70 ±21．O ±17．56 ±2．73 ±2．63 ±1．17 ±4．41 ±1．73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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