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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畜禽品种志

青海省畜禽品种志和图谱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十月



． 为了贯彻1979年“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议"的精神，完成国

家农委提出的“编写出比较完整的品种资料和图谱”的任务。我们于

1 982年在省畜牧厅的领导下；组织省内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的部分

同志参加，成立了《青海省家畜家禽品种志》编辑委员会。整个编写工

作，先由各调查组写出品种志初稿，由编委会邀请有关人员进行讨论

修改，再分别向专家、教授及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实际工作者广泛征

求意见，几经修正最后定稿。在内容上，力求将我省重要畜禽品种的

产地、分布、品种形成、特征特性作出准确的描述，特别注意了生态环
‘

境对品种形成的影响，对藏羊、牦牛提出了划分类型的意见。 ．。

本志分总论和畜禽品种两部分。总论对全省的自然概况，草场资

源，畜禽品种及社会经济情况等作了概述；畜禽品种各论除对当地品

种进行较详细地介绍外，还简要介绍了一些培育品种、主要引进品种

以及野生经济动物。

本志是建国以来我省畜牧战线资源调查、试验研究和生产成果的

概括和总结，是全省广大畜牧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结晶，具有一定学术 。

价值。可供制定我省畜牧业区划，保护和合理利用我省畜禽品种资源

的参考。也可作为畜牧科研、教学和生产的工具书使用。

由于我省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交通不便，加之我们技术力量

比较薄弱，调查研究还不够深透，又受编写水平的限制，难免有错误和

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同行指正o

《青海省家畜家禽品种志》

编辑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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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地势高耸是地形上的突出特点。境内最低点海拔1600公尺左右，最高点

7720公尺，除扎麻隆以下的湟水谷地及龙羊峡以下的黄河谷地较低外，其余地区海拔

均在2500",-4500公尺之间。因此气温偏低，作物生长期短，农业仅限于海拔较低的盆

地、河谷及部分平滩、低山区，大部分地区以牧为主。

境内地形复杂，山脉绵亘。既有巍峨的高山，坦荡的高原，平展的盆地，也有较大面

积的肥沃谷地。由于复杂多样的地形特点，形成水热分配上的差异，哺育着不同的土壤

和植被，给家畜季节草场划分提供了客观基础，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

本省地形可分为祁连山地、柴达木盆地和青南高原三区。

(一)祁连山地、黄土丘陵区：祁连山位于本省东北部，本区由一系列西北至东南

走向的山脉和谷地组成。山地东段有冷龙岭、达板山、拉鸡山三条山脉和大通河、湟水、

黄河三个谷地。山脉高度一般在海拔4000公尺左右，除少数山头常年积雪外，大多有

牧草生长。三个谷地两岸，都有较宽的阶地，气候温暖，灌溉便利，为本省主要粮食基

地。山地西段，海拔较高，一般为4400公尺，许多山头都在现代雪线以上，现代冰川广

泛分布，冰雪融水是干旱的西北地区一项极为宝贵的财富，对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的

农牧业生产起着重要作用。从北向南有黑河等六个谷地，多数谷地及海拔在4200公尺

以下的山坡，牧草生长良好，是本省重要的天然牧场。 ．

青海湖位于祁连山的东南部，南北山脉环抱，湖的四周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冲积平

原，水草丰美，为优良的冬春草场，并有一定面积的宜农地。 一

(二)柴达木盆地：位于本省西北部，周围有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环绕，内部海

拔在2600,--，3100公尺之间，是一个封闭的内陆高原盆地。盆地东南部是一片广阔的平

原，季节性河流多，湖泊面积大。南部是一条由东向西的戈壁带。香日德、察汗乌苏一

带，黄土覆盖较厚，给水条件较好，宜于发展农业。戈壁带以北为湖积平原带，其南部盐

一(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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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化较轻，生长芦苇，芨芨草、柽柳、枸杞等，是牧业基地，在有水灌溉条件下，可以开垦。

北部地势较低，地下水接近地表，土壤含盐多，地表一般为参差状的盐土硬壳，有些地

区，尚生长一些盐爪爪一类植物，可供骆驼和其他牲畜放牧用。盆地东北部是一连串的

小型山间盆地，土层深厚，水源丰富，可发展农业。盆地西北部气候干旱，水源缺乏，风

力强劲，形成以剥蚀作用占优势的丘陵区。

(三)青南高原：位于我省南部，主要由昆仑山脉及其支脉可可西里、巴颜喀拉山、

布尔汗布达山、唐古拉山和积石山等组成，山脉高度多在海拔5000米以上，各山脉之间

多为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高原。高原中、西部，是黄河、长江源头地区，河流切割作用

尚不显著，地面平整；东南部，长江、黄河及澜沦江等河流明显下切，造成高山深谷的险

要形势。本区因地势高，许多地区有永冻层，在一些平坦地区，水流不畅，每当夏季，冰

雪融水，形成许多沮洳、沼泽地。本区天然草场辽阔，牧草生长低矮而茂盛，宜于饲放牦

牛和藏羊。

三、气候特点

本省深居内陆，地处高原，具有以下气候特点：

(一)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

本省全年日照时数在2250"--'3600小时之间。自东南向西北递增，尤以柴达木盆地

日照最充足，大部分地区在3000小时以上，较本省东部同纬度地区高出700小时左右；

年日照百分率达51"--'81％。年总辐射量在139"--177千卡／平方厘米之间，仅次于西藏

高原，居全国第二位。

(二)气温地区分布差异大，垂直变化明显。

东部农业区的河、湟谷地是全省的暖区。气温逆河谷而上，随海拔高度增加而逐渐

降低，年平均气温相差30～5。Co柴达木盆地是本省的次暖区。年平均气温自盆地四

周向中心逐渐升高，相差4。C以上。祁连山地因纬度偏北，常受西北冷气流侵袭，其南

侧木里地区与青南高原西部的五道梁地区，是本省两个冷区，年平均气温接近一6。Co

海拔在4600公尺(祁连山地)"--5500公尺(青南高原)以上的高山，常年积雪，冰川广

布、冰雪融化是补给江河重要水源之一。青南高原南侧，纬度偏南，北有高山屏障，冷空

气难以侵袭，在孟加拉湾暖湿气流影响下，气温较高；海拔4060公尺的杂多县，年平均

温为0．20C，青稞尚能成熟。昂欠(海拔3640公尺)年均温达3．7。C，小麦茁壮，莞根肥

大。
’

(三)冬季寒冷，夏季凉爽。

本省农业区大部分地区，十一月至次年三月的月均温在o。C以下。牧区大部分地

区，十月至次年四月的月均温在o。C以下。冬季最冷月(·月)气温在一5．5～

一18．2。C，极端最低气温达一19．8"--41．80C。夏季最热(七月)月均温5．4-'--20．20C，极

端最高气温为19．5"-'35．50C。牧区≥5。C的年积温多在700"--1 100。C。

(四)降水分布地区差异显著，季节变化大。

本省各地受地形及暖湿气流的影响最为明显。青南高原东部迎孟加拉湾暖湿气

一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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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降水量高达557"-774毫米，为本省降水量最多的地区。祁连山东段，由于峰面及

地形的抬升作用，年降水量514-'--523毫米，是本省降水量次多区。柴达木盆地由东向

西，年降雨量为210"--'14．9毫米，为本省降水量最少地区。一般牧业地区年降水量在

200"--400毫米之间。年蒸发量1600"'-'3000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除柴达木盆地低于

50％外，其余均在50"--4}5％之间。

(五)大风、沙暴日数多

本省大风(≥8级)，沙暴(能见度小于一千公尺)日数为全国较多地区之一。每年

二至四月，午后至旁晚，多出现大风。青南高原大风日数在33"--104天之间，风向偏西。

柴达木盆地的茫崖、茶卡位于峡谷风口，分别达到85",--98天，风向偏西，河谷地较少，在

5"'23天之间。全省年平均风速1．5"-'4．0米／秒。

沙暴天数和大风，沙漠密切相关。托托河、曲麻来、乌图美仁、诺木洪、贵南等地因

受附近沙漠影响，年均沙暴在13---19天之间，最多年份有的地区达40天以上。

四、水文

本省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都较丰富。全省河流以可可西里山，布尔汗布达山和日

月山为界，分为外流和内流河两个系统。外流河主要有黄河、通天河、湟水、大通河、扎

曲河等，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内流河主要有柴达木河、格尔木河、沙珠

玉河、布哈河、乌图美仁河、那仁郭勒河、察汗乌苏河、香日德河等，流域较小。全省内流

外流河的流量在0．5立方米／秒以上的干支流共217条，河流总长度约1．9万公里，集

水面积约8．2亿亩，年平均流量为2052．21立方米／秒，年迳流量为647．18亿立方米。

全省共有大小湖泊230个。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面积达4456平方公

里，水容量7903亿立方米，盛产湟鱼。鄂陵湖和扎陵湖是我省最大的淡水湖，黄河流经

其间。两湖面积共达1220平方公里，湖畔水草丰茂，是很好的牧地。此外还有含钾量

丰富的布达逊湖(亦名察尔汗盐湖)和含氯化钠成分达96％以上的茶卡盐湖，其储量为

2．6亿吨。

地下水源也很丰富。据省水文地质区划研究和技术审定，我省东北部地下水天然

资源每年为80亿立方米，可为这一地区的工农牧业及城乡人民生活提供一部分用水。

柴达木盆地地下总储水量为3494亿立方米，大部分是具有化工价值的矿泉水；淡地下

水天然资源量每年为27亿立方米，可开采量每年为12亿立方米，可供这一地区农林牧

业及工矿、城镇生活用水。 ，

五、土壤： ‘·

本省的土壤，可划分为四个土区：

(一)东部丘陵耕种草原土区：处在我省东部九县一市的农业区。自然土壤从低

到高垂直分布，有灰钙土、栗钙土、黑钙土、山地草甸土。由于本土区水热条件好，为我

省最早农业垦殖区，现在耕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62％。自然土壤经过长期人类垦种，

演变发展成为各种农业土壤。

(二)环湖盆地低山草原、草甸土区：系指青海湖盆地及其南北高山地区。主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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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垂直分布从低到高为棕钙土、栗钙土、黑钙土、高山草甸土(包括高山灌丛草甸土亚

类)，在高山草甸土的下限为灰褐土和低洼处为高山沼泽土。这个土区除低暖河谷，滩

地有水利条件可建立饲料基地外，主要是牧地。

(三)柴达木盆地荒漠土区：隶属于海西州(不包括天峻县和格尔木县唐古拉山公

社)，其土壤垂直分布从高到低为棕钙土、灰棕漠土、盐土、草甸土、沼泽土。在部分棕钙

土、灰棕漠土有水利条件可作为饲料基地外，主要是放牧地。

(四)果洛、玉树高山草甸土区：位于昆仑山、积石山东北向兴海县温泉的高山层，

主要土类为高山草原土、高山草甸土(包括碳酸盐高山草甸土)泥炭沼泽土和高山寒漠

土。这个土区是我省纯牧区。

第二节草场类型及分布

全省共有各类草场5．79亿亩，其中可利用草场5．02亿亩，占草场总面积的

86．70％。其中冷季草场可利用面积占全省可利用草场面积的52．39％，暖季草场可利

用面积占47．61％。根据五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测定，全省平均亩产鲜草139．1公

斤，年产可食青草总量为697．94亿公斤。本省常见的天然牧草约75科，331属，947

种，其中优良牧草194种，豆科牧草只有51种。在各种类型草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禾

本科、莎草科、蓼科、菊科等优良牧草。这些牧草一般营养价值高，适口性好。

全省可利用草场可分六类

1．草甸类：为本省主要草场，这一类型除柴达木盆地较少外，其他地区广泛分布，

可利用面积占全省可利用草场面积的49．04％。这一类型草场的特点是：优良牧草多，

杂、毒草少。牧草以莎草科嵩草属的小嵩草、矮嵩草、毛状叶嵩草和苔草属的多种苔草

为主，并有禾本科的早熟禾、藏异燕麦等。牧草生长茂密，草质优良，营养成分高，适口

性强。莎草科、禾本科等牧草粗蛋白质含量大约占干重的lO～22％，粗脂肪占3-．．8％，

无氮浸出物占40",-'60％，粗纤维含量在20,---40％之间，因此其营养成分有“三高一低"

的特点。柔软适u，牲畜喜吃，有利予抓膘_；j巴育。牧草茂密，覆盖度在75，一～90％之闯，

草高10一,20厘米，低的不到3厘米，亩产鲜草量青南高原在65-'--240公斤之间。祁连

山地东段平均亩产鲜草205,--,240公斤之间。这类草场大多因根系絮结，不易分解，常

形成坚韧之草皮，故耐践踏，耐牧性强。

2．草原类：主要分布在环湖地区，包括海南州的大部分和海北州的部分，海西州

和黄南州的大部分。此外青南高原的玛多县西北和曲麻莱县以西也有一定面积的以针

茅为主的草原草场。这类草场地势平坦开阔，气候比较温暖干燥。草场可利用面积占

全省草场可利用面积的27．54％，平均亩产鲜草在130--v180公斤之间。这一类型草场

的主要特点是：禾本科牧草多，豆科牧草少，常形成以针茅属或以芨芨草为主的草场，

并有羊茅、赖草、．苔草、落草、早熟禾、鹅观草伴生，豆科牧草仅有少量分布；牧草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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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草高20"-'50厘米，最高可达200厘米以上；覆盖度30"-．,60％；牧草粗蛋白质含量占

干重的9"---25％，粗脂肪1．4"-'2．3％，无氮浸出物29"-'44％，粗纤维30"v40％，营养成

分较高，耐牧性强，多为优良的冬季(冷季)草场。

3．灌丛草甸类：主要分布在本省东部、东南部和东北部海拔3600---'4500公尺的

阴坡和局部地区的滩地，阳坡往往镶嵌分散在草甸草场之中。可利用草场面积占全省

草场可利用面积的5．18％。这类草场的环境特点是气候寒冷、潮湿、日照短，土壤为山

地灌丛草甸土，有机质分解缓慢。牧草以高山柳、金露梅、鬼箭锦鸡儿、杜鹃等为主，覆

盖度40"v60％，草高60"．'120厘米，除山羊可采食其叶子外，饲用价值不大。在灌丛中

的一些牧草如线叶嵩草、黑褐苔草、早熟禾、垂穗披碱草等草质较好，可供放牧。这类草

场平均亩产可食鲜草150多公斤。

4．沼泽类：在牧业区六个自治州均有分布，其中以果洛、玉树两州占的面积较大，

分别占该州各类型草场总面积的19．46％和17．82％。一般在海拔2700"--4800公尺的

滩地、阶地、垭口和泉水出露的坡麓地带，草场可利用面积占全省草场可利用面积的

12．63％。这类草场的环境特点是：地形平缓，气候寒冷而湿润；牧草返青迟，枯黄早，

生长期约为90"-'120天；土壤为沼泽土，土体湿润，不易蒸发，土层下常有永冻层。牧草

种类简单，其种类成分因地而异。柴达木盆地因其沼泽土含有高量可溶性盐类，组成草

群的优势草种为芦苇，假苇拂子茅、海乳草、黑花苔草等，高20"-'30厘米，覆盖度80％；

其他地区草群组成以西藏嵩草占优势，伴生有粗喙苔革、黑褐苔草、海韭革等。一般草

高20"-'30厘米，覆盖度80"--'90％。平均亩产可食鲜草204公斤，在牧草重量组成中，

莎草占82．1％。

5．荒漠类：主要分布于柴达木盆地和海南局部地区，可利用草场面积占全省可利

用草场面积的4．07％，亩产可食鲜草为22．4公斤，在牧草重量组成中，禾草占15．1％，

可食杂草类占84．9％。这类草场的环境特点是地形平缓干燥，降水极少，蒸发量大。

土壤为棕钙土、灰棕漠土、盐碱土。植被稀疏，种类较少，优势草种主要是柽柳、细枝盐

爪爪，优若黎、唐古特白刺、红沙、木木猪毛菜、沙嵩、大花野麻等灌木和半灌木及芦苇等

根茎禾本科牧草。草群覆盖度为8-'．-'1 5％。

6．疏林类：此类草场指森林郁闭度小的疏林牧地，主要分布在本省东部，东南部

海拔约2750"'4100公尺的阴坡和阳坡。可利用草场面积占全省可利用草场面积

o．9l％，所在地气候温和湿润，牧草生长期120"-'150天。林下牧草主要有早熟禾、羊

茅、野青茅、苔草、珠芽蓼等。一般草高5"'25厘米，覆盖度40"．'50％。亩产可食鲜草

150～'225公斤。

第三节家畜、家禽品种及野生经济动物

本省原有牲畜品种有藏羊、蒙羊、哈萨克羊、山羊、牦牛、黄牛、大通马、河曲马、柴达

木马、玉树马，此外尚有驴、骆驼和猪等十三个品种。在培育品种中有青海毛肉兼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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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羊，正在培育中的青海毛肉兼用半细毛羊和浩门挽乘兼用马三个。在引进品种中有

新疆细毛羊、茨盖羊、罗姆尼羊、边区来斯特氧莎能奶山羊、中卫山羊、黑白花奶牛、海
福特牛、西门塔尔牛、卡巴金马、大小阿尔登马、澳洛夫马等六个品种。外种马由于不太

适应，现均调给外省。猪有巴克夏、苏联大白猪、内江猪、长白猪、汉普夏猪。鸡有来航

鸡等，共二十一个品种。

在本地品种中，藏氧牦牛是主体，数量多，分布广，在我省畜牧业经济中占比重最
大。解放后在党的重视关怀下，牲畜数量发展很快，部分牲畜质量也有所提高。截止

1981年底全省牲畜由1949年的748．73万头发展到2187．48万头，增加了1．92倍。

其中绵羊数约占牲畜总数的66．4％，牛占22．91％，山羊占7．54％，马占1．93％，驴骡、

骆驼占1．21％。此外有生猪66．51万口，鸡140万羽。

藏羊、牦牛是我省主要地方家畜品种，因其分布面积广，产区生态条件差异性大，在

长期自然选择、人工选择和培育下形成了若干类型。按照生态环境，结合其生产、经济

特点，可将青海藏羊分为三个类型，即高原型(包括黑藏羊)、山谷型和欧拉型。

高原型藏羊：是我省藏羊的主体，占全省藏羊的90％以上，是我省藏羊的代表型。主

要分布在海北、海西、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六个州的广阔高原牧区。这一类型藏羊的特

点是体格较大、毛辫较长，著名的“西宁毛”即产自这一类型藏羊，是优良的地毯毛原料。

山谷型藏羊，数量较少，约占4％，分布在青南的斑玛、昂欠两县的部分社队和东部农业

区，这一类型的羊体格较小，被毛较短，多数羊无毛辫，毛质较差，产毛量也较低。欧拉

型藏羊，主要分布在我省河南县和久治县的部分地区，现有数约80余万只o．该区雨量

充沛，湿度较大，牧草丰茂，产草量较高。这一类型的主要特点是体大、肢长，产肉性能

好，被毛短，基本无毛辫结构，干死毛特别多，产毛量很低。

牦牛有三个类型，即高原型、环湖型和白牦牛。高原型牦牛所处的生态环境基本和

高原型藏羊相同，它的冷季草场比藏羊更高，更为阴冷潮湿。该型的特点是体大，产肉

性能好；环湖型牦牛分布在环湖四周海拔较低，气候较好的寒冷干燥地区。它的特点是

体型较小，产肉量较少；其中长毛牦牛散见全省各地，但以环湖地区较多。白牦牛是牦

牛中的一个经济类型，中心产区在门源、互助两县的五个公社，该地区海拔低，气候温

和，牧草小甚充裕。它的特点是全身白毛，体型较小，适应性较差，生产性能较低，由于

白毛尾有特殊用途，经济价值较高，因而经过多年的人工选择培育而形成，现有数量约

7600多头。

本省培育成功的青海毛肉兼用细毛羊，是在环湖条件较差的刚察县，冷季草场海拔

3200公尺，暖季草场海拔4000公尺，草场面积小，产草量低，补饲草料较少的艰苦环境

中培育成的。它的特点是适应高寒牧区，生产性能中等，成年公母羊春季活重分别为

80和47公斤，成年公母羊剪毛量分别为7．5和3．8公斤，毛长分别为9和8厘米。现

有数量约2．87万只，近年来已在省内部分地区用其改良藏种羊，其改良作用日益扩

大。

在培育中的青海毛肉兼用半细毛羊，根据调整后的区域规划，包括环湖四个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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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农业区，一、二类改良区共二十五个县，计479个公社，共有绵羊约700万只。截止

1981年底，共有半细毛杂种羊300万只。改良区的自然条件一般较好，牧草质量高，多

数地区可建立人工割草地，部分地区可种植饲料。

由于大多数地区的改良鞠全年依靠天然放牧，产羔没有棚舍，冷季很少补饲，饲养
条件差，管理水平低，技术指导力量薄弱，因而改良羊的生产水平还很低，成年母羊个体

毛量仅2．0"--2．5公斤，六月份活重为33"-36公斤，但是改良羊的生产潜力还是很大

的，在生产条件稍加改善的社、场，成年公母羊六月份活重分别可达70和40公斤以上，

个体毛量分别达5．0和3．0公斤以上。在全省1450多万只绵羊中，每年收购羊毛

1500万公斤左右，其中改良羊毛占着525万公斤，改良羊数占绵羊总数五分之一强，羊

毛占总毛量三分之一左右，而改良毛价值占总毛价的40％以上。

正在培中的挽乘兼用马，已开始横交固定。它的优点是体大、挽力强，适应性好，可

供环湖地区作为改良本地马的优良种马。

此外，对牦牛、黄牛、山羊、猪、鸡，在普遍进行本品种选育的基础上，在有条件的地

区，亦正在稳步的引用优良种畜进行改良提高。

本省野生动物资源也很丰富。据统计动物有：鹿、麝、旱獭、野驴、野牦牛、猞猁、雪

豹、黄羊等近50种；禽类有雪鸡、马鸡、石鸡等120多种，其中有经济价值的有40种。

白唇鹿、马鹿、麝等有7万余先野牦牛、野驴4万多头。鹿已成群驯养，麝亦开始驯养。
在“护、养、猎”并举方针指引下，我省对野生动物资源，有计划地开展了猎取、驯养和利

用，每年都可提供大量皮、肉、药材，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外贸出口。

第四节社会经济概况

青海有着发展畜牧业的悠久历史，从境内发掘出的大量古代社会文化遗物证实，早

在三、四千年前青海的畜牧业就很发达，在海拔高，气候寒冷的日月山以西广大地区，就

已以畜牧业为主，较低暖的河湟流域，则以农业生产为主，兼有畜牧业生产。这种依水

暖条件自然形成的农业分界线，至今仍然基本保持着。

截止1982年7月1日，全省总人口有3895706人，其中藏、蒙、哈萨克等少数民族

1535727人，占39．42％。全省从事畜牧生产的有40万人，他们勤劳勇敢，有着丰富的

畜牧业生产经验。是我省发展畜牧业的主力军。

交通条件尚属便利。兰青铁路是青海与内地联系的主要动脉，青藏铁路西宁至德

令哈段已经通车，现正继续向西延伸。公路运输是青海牧区各州县间的主要联系方式，

县以下则多依靠骑乘交通。

长期以来，青海省的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就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史料记载，清代末

年全省每年羊毛市场销售量即达850万斤，1937年全省牲畜曾达1223万头，1981年全

省各类牲畜已增至2187．48万头，畜牧业产值27419．80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

。算，占农牧业总产值的45．9％，和全国平均14％相比虽较高，但从单位面积产值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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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很低的。

目前畜牧业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草畜矛盾突出，经营管理水平低。进入七十年代，

牲畜数量一直徘徊在2100万头上下，·按每个羊单位计，所占可利用草地面积为12．7

亩，全年占有可食鲜草量为1700多公斤，并不算少。主要由于季度间、年度间，地区间

的供草不平衡，利用不合理，浪费较大，造成冷季缺草，灾午更严重，影响着畜牧业的发

展。经营方式落后，商品畜饲养周期长，周转慢，商品率低，严重的影响经营效果。母畜

比例小(适令母羊占43％，适令母牛占32％)，仔畜繁活率低，因而牲畜年增殖率一般都

在20％以下。多年来全省畜牧业产值仅二亿七、八千万元，平均每亩草地产值仅0．56

元。针对以上情况，我省正在大力贯彻中央和省委对发展畜牧业一系列方针政策。特

别是推行联产计酬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后，大大地调动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农牧

渔业部制定的“加强保护、合理利用、全面规划，重点建设”的草原建设方针和省委提出

的“数量、质量并举，以提高质量为主”的发展畜牧业方针，也正在逐步贯彻。为了保护

和合理利用草原，截止1981年底，全省已有围栏草场960多万亩，平均每亩提高产草量

20％；建立的饲草饲料地、多年生牧草地144万多亩；累计灭鼠虫2．5亿亩；解决了

1200多万亩缺水草场的人畜饮水问题。为了提高牲畜质量，群众性的选育工作，正在

逐步开展，绵羊改良工作，大多数地区，仍在稳步前进。牛、山羊、猪的改良，有的在试

点，有的在大面积开展。为了实行科学养畜，提高经济效益，有的地区正在试行季节性

畜牧业生产。这将是今后增加牲畜饲养量，提高牲畜质量，有效的减少冷季草场压力，

加快畜群周转，提高牲畜的增殖力和商品率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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