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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26日肖杰厅长在海南省畜禽标准化养殖推广现场会上讲话

海南文昌鸡标准化养殖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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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3月25日省农业厅副厅长、省畜牧兽医局局长朱清敏

在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调查工作会议上讲话

朱清敏副厅长 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专家初审会现场

眭指导工作



2009年5月8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专家对海南嘉积鸭等遗传资源进行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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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专家在海南地方猪原产地考察与会议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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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志>是海南省畜牧方面的一部重要专著。该志书的出版，对

于系统记载海南省畜禽品种与遗传资源状况，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意义重大。

海南岛属热带与亚热带海洋气候地区，自然生态条件优越，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丰富，

具有独特的优良性状，是我们祖先留下的极其宝贵的财富和一个天然的畜禽遗传。基因

库”，在我国热带畜禽遗传资源保存与利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全面摸清海南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家底，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的

部署和要求，2006年3月，海南省农业厅成立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调查领导小组，制定

<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调查实施方案>和<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技术规范>，明确调查对象

与内容，编写调查提纲，加强调查技术培训，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委托海南省畜牧技术

推广站主持．组织全省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事业单位和生产企业的教授、专家及科

技工作人员100多人，并联合全省各市、县、自治县畜牧兽医局(中心、总站)、海口

市、三亚市农业局等相关单位，以<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技术手册>为指导，经过3年艰

苦和深入细致的调查、资料收集、测试、分析和论证，并翻阅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共收

集了海南黄牛、兴隆水牛、海南黑山羊(东山羊)、海南猪(包括屯昌猪、临高猪、文

昌猪、定安猪类群)五指山猪、墩头猪、文昌鸡、嘉积鸭、定安鹅、琼岛水鹿(原名海

南水鹿)、海南中华蜜蜂等16个害禽品种与遗传资源，拍摄了七十多张珍贵的照片。

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调查和志书的编写，体现了科学性、历史性和代表性，它不仅

真实、全面反映我省畜禽遗传资源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历史、种群规模与分布状况以及

引入的畜禽遗传资源情况，而且详尽地介绍其生物学特性、生产性能，屠宰测定等效据

资料，为海南省畜牧业稳定与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科学依据。

开展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并编写志书，是发展现代畜牧业生产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这项工作的完成，为海南省制订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区域发展规划，合理地开发利用地

方畜禽资源，培育高产优质的新品种，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是一部实地调查与学术研

究相结合的畜牧专著，对促进我省畜牧业发展具有历史、科学与现实的意义。

系统地收集、整理和编撰<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志>，是海南建省以来的第一次，

也是我省广大畜牧工作者的夙愿。编撰工作正值海南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示范区通过国家

验收和国际旅游岛建设开年之际，希望全省畜牧行业的同志们，勤奋探索，充分发挥我

省特有的畜禽品种与遗传资源的优势，为推动我省畜牧业转型升级、促进资源优势向经

济优势转化。形成畜禽产品的多样化、优质化和特色化，为促进海南省畜牧业经济的发

展和农民增效增牧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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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南省位于中国的最南端，自然生态条件优越，是我国畜禽遗传资源较为丰富的省

份。早在两千多年前，迁入海南的移民就开始驯化、引进和饲养畜禽。由于特殊的地理

环境与气候条件．人们在辛勘劳动与养殖过程中，长期选择与繁育，形成具有海南热带

地区独特的遗传特性和优良性状的畜禽遗传资源。在海南省家畜品种与遗传资源中，五

指山猪具有显著的遗传特征特性，体型小、耐粗饲、抗逆性和抗病力强、早熟、耐近交、

放牧性好，肉质风味独特，是中国猪种多样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临高猪是长期在

海南高热条件下选育而成的脂内兼用型地方优良品种，适应性强，耐热、耐粗饲，觅食

力强，繁殖力高，早熟易肥，皮薄骨细，肉质鲜美。临高烤乳猪和墩头烤乳猪是海南当

地百姓长期传承消费的一种特色肉食产品，至今仍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海南的草食

类家畜品种及遗传资源也十分丰富，如海南黄牛、兴隆水牛、海南黑山羊等．饲养历史

久远。在家禽品种与遗传资源方面，有文昌鸡、嘉积鸭，与海南黑山羊(东山羊)等齐

名成为海南“四大名菜”，享誉海内外；有白切、烤、卤、炖均可，肉质鲜美的定安鹅

和白莲鹅。海南一些畜禽及特种动物遗传资源不仅具有独特的经济价值，而且在临床医

学、试验动物等方面，具有良好的研究和应用价值。海南五指山猪具有许多适宜做试验

动物和医学动物模型的特性；琼岛水鹿(海南水鹿)产品鹿茸、鹿胎膏等是十分名贵的

药材，有良好的滋补保健功效；同时，海南的畜禽遗传资源对海南省的畜禽新配套系的

形成发展也产生重要的影响。

海南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是海南省宝贵的财富。也是海南畜牧业发展的前提及基础。

随着畜牧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屣，畜禽遗传资源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而海南目前还没有自

己的畜禽遗传资源志书．无法全面系统地了解海南省当前的畜禽遗传资源状况。为了全

面摸清家底，取得海南省第一手完整的畜禽遗传资源的数据资料，2006年，海南省畜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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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推广站在省农业厅的大力支持下，根据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的部署和要求，

联合全省各畜牧主管部门、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基层畜牧科技人员的力量，成立海南

省畜禽遗传资源调查组，调查组96人又按照调查内容分成16个品种(资源)调查小

组。从11月开始，调查人员克服种种困难，深入全省18个市县、127个乡镇、570个自

然村和3个保种场，对畜禽遗传资源的形成历史、环境条件、饲养与种群规模、主要分

布、生物学特性和生态适应性、生产性能、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现状等进行系统的调查

和科学评估，经过3年实地调查与试验研究，实测畜禽数量1618头(只)，顺利完成了

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调查工作。

为了应用好这一调查成果，全面、科学、系统地反映海南畜禽遗传资源状况。为科

学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畜禽遗传资源，提供强有力的依据，海南省农业厅成立畜禽遗传资

源委员会和畜禽遗传资源编撰小组，负责<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志>的编写等工作。本

志书编写的基本原则：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原则，力

求科学、客观地反映新形势下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的变化情况、资源的特征特性等。二

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充分查阅留存相关历史资料，并以本次畜禽遗传资源

调查的最新成果资料为基础，使<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志>内容更系统和完整，发挥志

书应有的作用。三是入编的畜禽遗传资源是目前调查中明确存在的，并补充了新发现的

畜禽遗传资源列入编写范围，已灭绝的将不再入编。四是按照志书的格式并结合有关内

容要求，力求篇目结构合理、文字精炼、数据准确。

<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志>根据编写提纲要求，分为概论和各论两部分。概论部分

主要阐述海南畜禽遗传资源的形成与发展历史、规模与分布、国内外引入的畜禽遗传资

源及分布状况；各论部分重点编写不同畜禽遗传资源的产地与分布、遗传资源的来源及

发展、体型外貌、体尺体重、生产与繁殖性能、饲养管理、品种保护与研究利用现状、

评价和展望。计划入编的共有16个畜禽品种及遗传资源，其中：猪6个，家禽5个，牛

2个，羊1个，鹿1个，蜂1个。编排上按照猪、牛、羊、禽、鹿、蜂的顺序进行，并

附相应的彩色图谱。调查中考虑到琼岛水鹿和海南中蜂2个特种动物资源已在海南很多

地区进行有效的驯化饲养和利用，并形成了一定的养殖规模，因此。也将其纳入<资源

志>的编写中。

三年来，在省各级部门和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的精心指导下．

<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志>出版问世了。这是海南省的第一部较为完整记载畜禽遗传资

源的志书，该志书的完成，也得力于全省畜牧行业专家和业务工作者的辛勘劳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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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调查工作中，收集提供了大量的资科，拍摄了大量的图片。做

为本志书的原始材料。编写中，工作人员认真地组稿、编辑、核实数据，多次审校和修

改，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写时，由于我们经验缺乏，加之收集掌握的相关畜禽遗传资源的文献与资料内容

有限，有遗漏、错误和不足之处，敬请大家不吝指教，以便再版时进行补充和修正。

<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志>缩写组

∞10年5月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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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一、海南省畜禽遗传资源发展简史

在第四纪断层形成琼州海峡之前，部分南岛语系先民陆续入琼，形成海南原始居民，

期间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引进牛、羊，形成散养猪、水牛和家牛的习俗。西汉时，就有了

畜禽的驯化养殖，汉书有“民有五畜，山多鹿”的记载。从汉代开始，一直到宋代，整个

海南岛原始森林十分茂密，岛上居民大多过着简陋劳作的生活，当时岛内畜禽养殖只能自

养自用。很少有畜禽买卖交易。宋代时由于生产方式仍十分落后，耕作粗放，农作物产量

低，畜禽养殖主要靠自有采食饲养。宋代以后，有记载“从高州大批量地载牛渡海，百尾

一船，运至海南”。且大量移民迁入，长江中、下游流域培育水平较高的猪、禽类群和饲

养技术不断传人，逐渐形成以水稻、薯类种植为基础，以猪、水牛、禽类饲养为主的畜牧

业。从宋代开始，地方政府把万安军(今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境)东山岭所产黑山羊

列为贡品，黑山羊养殖在海南畜牧业中已具有较高的地位。明万历年间，岛内有耕牛贸

易，官府已在流通渠道课征牛税。明代以福建为主的大批移民迁入海南岛后，养猪技术在

全岛范围内逐步普及，福建移民的进入，把当地的鸡种也带来海南，经历数百年的风土驯

化和民间选育形成文昌鸡。清代鸦片战争前后，养猪已成为农家的主要副业，猪成为。六

畜之首”，猪肉产品开始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几千年来，海南养猪基本上都是沿袭着传统

的农民家庭分散饲养的方法，以农民家庭为主体．以各类副产品、下脚料(如米糠、薯

藤、地瓜等)作饲料，饲养少量的猪。大部分的猪采用放养，在野外自行觅食。因投人

少，收入也少，并不作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

据清代<琼州府志>记载，“牛有二种，日：水牛、黄牛”，。山牛与牛无异，但眼耳

红．山中作队而行见人不避，海南山中最多。”清代海南养牛较为发达，除牛群放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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