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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委 员

顾 问

《南阳农业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孙天祥 ．

郭其发朱保钧

马增云毕树

秦福太 李泉润

王明聚 柏卫平固杨廷献
雷振西

朱云申

薛增荣 赵文汉

张宗孔赵 魁

王德俊 孙志远

． 农业志总编室成员

主任 赵 魁

编 辑 4王明聚 柏卫平 张文耕 张定涛

· 《南阳畜牧志》撰稿人员名单

(以章、节先后为序) ．

柏卫平 张克洲 乔连元 毕 树 金作之 张天纪

杨东方 李家定 张瑞璋 l型 囤 刘正综 殷春华

郭志远 侯洪忠 罗国欣 楼长富 王云林 赵文汉

杨廷献 眭室盈 潘英武 余亚斋 洪绍辉胡广安

《南阳畜牧志》工作人员名单

‘姚德保 王克民 张明环

校对 李田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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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富有史志撰修传统的国家，也是一

个拥有畜牧业考古文物、文献和史志资料最为丰富的国家。我

省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就有饲养“六畜”最早

的文字记载。仰韶文化的出土文物证实了远在四千年前的新石

器时代，猪已在人类食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黄帝时代的马师

皇被后世奉为兽医鼻祖。传为先秦时期的相马经，相牛经、相

猪经。相鸡经等，引发了畜牧业研究的嚆矢。数千年来，畜，

禽养殖记载虽不如其它经、史，子，集那样汗牛充栋，但也散见于

多种书籍中，代不乏作，空谷传响，多益于农，桑。

’志者，记也。现今畜牧志的编纂继承祖国畜牧业源远流长

的优良传统，遵循详今略古，详异略同，实事求是的原则，认

真考证和记述本地畜牧业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尤其是

提供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畜牧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史

实，体现了“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宗旨，可以“藏往知来，

经世致用”。

南阳地处我国重要南北地理分界秦岭——淮河线，襟三山，

枕伏牛，蹬江汉，带平畴，为数百里沃野盆地。物华天宝，地

灵人杰。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祥地之一。

政治家，经济家百里溪和范蠡等人在南阳的畜牧业活动历来为

人传颂。南阳汉画中对汉代阉割术的真实描绘栩栩如生，令人

拭目。天时．地利，人和，先民们筚路蓝缕，精心培育，终使

南阳黄牛、南阳黑猪，伏牛白山羊、大尾寒羊等，成为我国著

名地方优良畜种，为发展祖国畜牧业和丰富畜种基因库，作出

了宝贵的贡献。 ．



盛世修志。欣闻马增云、杨廷献同志汇集南阳畜牧界群贤，

蓖集资料，广征博采；深入研讨，砣砣以求，以自己长期从事

畜牧业的经历为依托，编纂出了《南阳畜牧志》，计概述、大

事记、专志十六章和附录等，凡四大部类，20余万字。该书内

容丰富，记载翔实，取材得当，体例适宜，是一部结构严谨，

具有专业特色，蕴含地方特点和时代特征的颇有科学价值及历

史意义的南阳畜牧业资料库。编纂这么一部志书．实乃南阳畜

牧界的一桩盛事。

我从业畜牧兽医，迄今已半个世纪，服务桑梓四十有年。

古稀之人虽乏伏枥老骥之念，然而，每每为河南畜牧兽医现代

化的巨大进展欣喜不已。

《南阳畜牧志》脱稿问世，付梓在即。我对它取得的成就

表示衷心的祝贺，并欣然命笔，为之作序，愿与全省诸同仁共

勉。

甘永祥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二日

本文作者河南省农牧厅总畜牧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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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畜牧业向来为本区域人民生存和生活所依赖的物质基

础之一。南召猿人时，已“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

茹其毛”， “衣其羽皮”。秦、汉时期，大牲畜已是农业耕作

和运输的主要动力及有机肥料的重要来源。自此，畜牧业与农

业相互依赖，荣枯相佐。
+’

在南阳文明史发展的长河中，劳动人民在家畜育种，繁殖

和饲养等方面，作出了辛勤探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远在春

秋时代，南阳畜类已进入舍饲，圈养。汉代阉割法的推广和饭

以菽(豆类)、粟的精心饲养，为大体型黄牛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明，清时期，黄牛已遍布于唐，白河流域。继经人们的

精心饲养和定向培育，南阳黄牛已卓立于全国畜种之林，并被

国家定为优良地方畜种。南阳人民还培育出了南阳黑猪、伏牛

大白山羊和宛东脂尾寒羊等地方家畜良种。尤其是80年代以来，

牛冷冻精液配种技术的推广应用，加速了黄牛的选育和改良，

促进了南阳黄牛商品生产基地的发展，使之逐渐成为本区经济

的支柱产业之一。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南阳畜牧业的长足发展

同各行业一样，得因于顺乎民意的国策，依从于经济发展的规

律。
‘

+．

《南阳畜牧志》较为翔实地记述了南阳畜牧业发展的历史，

着重展示了近40年来畜牧业发展的状况及经验，教训。它的面

世，必将为今后指导畜牧业生产，提供颇具价值的借鉴。这是

一个功在当今，益在后世之举。为此，谨向关心和支持该志

编纂的领导、专家、学者及撰稿人员，编辑，编审同志，致以



衷心的谢忱。

祝愿《南阳畜牧志》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出自己应

有的作用。 ．
j 。

．

．．

本文作者 南阳地区农牧局局长

潘际合

一九九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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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牛(公牛)

南阳牛(母牛



南阳黑猪f公猪)

南阳黑猪(母猪)



伏牛白山羊(公羊)

伏牛自山羊(母羊'



南阳地区家畜冷冻精液中心站种公牛群

赛’}：会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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