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黼 占
刖、 青

畜禽品种资源调查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制定畜禽品种区划，合

理利用畜禽品种资源、促进畜禽育种工作，为建设现代化畜牧业提供

科学依据的一项基础工作。搞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有着深远意义，

所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品种资源调查。在全国制定的科研项目108项

中，农业资源调查为第一项，畜禽品种资源调查是农业资源调查项

目内容之一，农业部列为牧06畜牧业第六项。

根据中央农业部的统一部署和省畜牧局关于开展畜禽品种资源

调查工作的要求，结合我州畜禽品种资源从未做过调查，家底十分

不清的实际状况，在州农牧局的具体领导和主持下，抽调全州三个

县的二十七名技术人员组成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专业队，首次对我州

畜禽品种进行调查。调查工作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开始至一九／r＼o年

八月结束，历时1 1个月时间。调查队分别深入到畜禽品种集中产区

的19个公社，53个大队，1 1 5个生产队进行实地调查，共观察畜禽

三万余头只，实测各类畜禽9298头(只)，其中，黄牛2747头，牦牛

947头，马324匹、驴56匹、山羊20 18只，绵羊1 152只、鸡2054只。

屠宰测定牦牛6头、黄牛4头、山羊lO只、绵羊8只、鸡49只；召

开各种座谈会70余次；拍照各种畜禽照片共400多张，写出专题报

告1 7份，其中牦牛2份、黄牛4份、马匹2份、驴l份、山羊4

份、绵羊2份、鸡3份；并绘制各类畜禽品种分布图共1 3张。

我们具体做法：

一、培训骨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



二、根据我州立体气候显著这一特点，选择高原高寒地区、半

山区、河谷地区三种不同地势类型的畜禽品种集中产区进行调查。

霍期查中采取三结合的方法：即调查队与社队干部，老农(牧民)

结合；座谈会与饲养户访问相结合；边远牧场调查与村庄牧场调查

相结合。调查队所到之处，在开展工作前和调查完毕后向各级领导

汇报，征求意见、并提出调查社队畜禽品种现阶段存在的问题及今

后的发展改良方向。

三、资料整理：畜禽品种资源调查队出外调查一把抓，材料整

理各分家、先由各县负责整理并写出本县畜禽品种资源调查报告，

然后集中有关同志组织编写州畜禽品种志。

通过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基本上模清了我州畜禽品种的现状，

数量、分布及特点，编写了我州畜禽品种志，填补了畜禽品种资源

的空白；发掘了一些畜禽品种资源，象中旬县尼西鸡以体小，耗料

少，生蛋多。德钦县施坝山羊，维西县庆福山羊体格大，屠宰率较

高。迪庆藏猪以耐粗饲、适应性强等特点而著称；同时总结了群众

的饲养管理，选留畜禽品种的经验，对各畜禽品种结予了合理的评

价，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向群众宣传了科学养畜的一般知
0日
l，／、0

我州水牛、鸭、鹅、兔的品种，因数量少，饲养历史较短，此

次未作调查。猪品种本志取用一九七八年由云南省农业大学及云南

省畜牧兽医研究所与我州各县畜牧兽医站联合调查的资料。

我州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工作从开始到本志编成得到了各级党委

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怀以及调查社队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各县农业

局(畜牧局)、州、县兽医站、德钦县科委、维西县食品公司和直

接担负畜禽品种资源调查的p-]志们共p-]努力的成果、在此，我,if]-



并致谢。

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在我州是首次进行，缺乏经验，技术力量

不足，调查时间短，有的资料不金，加之我们编辑水平有限，不妥

之处敬请批评指正9

迪庆藏族自治州《畜禽品种志》

编写组

一九八一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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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自然地理概况

迪庆州地处滇西北高原。在东经98度35分至100度18分、北纬

26度51分至29度11分之间。东与zt)ll省甘孜州接壤，南与本省丽江

地区相连，西-9本省怒江州交界，北与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毗邻。

境内海拔最高点；为6054米，海拔最低点为1600米，州府所在地为

3276米。

我州区域属横断山区。全州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阶梯状台升。区

内主要山脉和江河相间韭列，南北纵贯，横断东西之交通。境内有

海拔4500米以上山峰十座，分别雄峙于东南面与正北面。金沙江、

澜沧江由北面自德钦县进入境内后贯穿全州三个县，遍布全州的冲

江河、东旺河、朱巴洛河和永春河等大小七十六条河流分属于金沙

江水系和澜沧江水系。境内地形之复杂多变，冠于全省，也为全国

所罕见。这里处于我国东西向和东北一一西南向山系的交汇地带，

正当南亚大陆和欧亚大陆镶嵌交接带的东翼，是我国东部环太平洋

带与西部古地中海带间的过渡地区。由于地壳隆升的结果，巨大的

海拔高度深刻改变了原有的自然生态条件，从而在亚热带的纬度地

区发育韭形成了温带和寒温带的土壤和植物，与此相一致也出现了

相应的动物区系和家畜家禽品种。巨大的海拔高度和江河的持续深

切，造成了这里的岭谷间相差一般在2000—3000米。同一山地随着

海拔的上升，温度、湿度、降雨量等环境因素在相近的纬度区有明

显地递减，形成了不同的生物垂直气候带。纬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
1



陛的综合作用，使我州的自然生态条件具备了典型的垂直立体分

布，也就是说，我州自然景观和自然生态条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垂直高度差异上。俗有“一山分四季，隔山不同天，望天一条线，

看地一条沟。”之称。

我州的森林垂直带谱从下到上由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暖温带落

叶阔叶林、温带针阔混交林和寒温带暗针叶林等构成；草场垂直带

谱从下到上由山地河谷杂草草场、山地灌木灌丛草场、沼泽草甸草

场，亚高山草甸草场和高山草旬草场构成；土壤垂直带谱从下到上

由山地红壤、红棕壤、棕壤、高1lJ针叶林壤、高山草甸壤和高山冰

沼壤构成。

南北走向和北高南低的地势以及业深的深切峡谷、有利-y南北

动植物在我州的相互渗透；有利于古老动植物在我州的留存和繁

衍；也有利于家畜家禽品种在我州的驯化及养育。我州的动物区系

不仅反映了我国古老山地的区系特征，而且综错交汇了古北与东洋

两界的区系成份。在植物区系上，独特的自然生态条件为古老的植

物提供了广大的天然保护区，使一些第三纪的稀有植物得以保存和

发展。这可以从存在于我州的熊猫、金丝猴、琪桐(鸽子花)等得到

充分的证实。监且因为山地在低纬地区的强烈隆升，一些新的种属

适应了新的条件分化出来，这就使我州的生物界兼有南方的、北方

的、新的和古老的动植物种类。加上当地人民长期自觉驯化和精心

培育的畜禽品种，形成了生机勃发的万类相竟。被誉为名付其实的

“生物王国”。这不仅给我州家畜家禽品种的种质研究提供了可循

的线索，且为我州家畜家禽的改良发展准备了丰富的基因库和多祥

的原始种群。

全州共三个县、三十个公社、一百七十六个大队、二千二百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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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生产队。居住着藏、纳西、傈僳、白、彝、普米、独龙及汉族

等十多种民族。全州总人口26879 1人，其中农业人口241037人。总

面积23175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58万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一

点六六；草山草坡面积654．5万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八点八三；

森林面积1784万亩，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一点零三。一九八。年

底各种牲畜存栏总数为709076头(只)。其中黄牛126754头，牦牛及

犏牛2 1760头、水牛1 162头、马99 12匹、骡5549匹、驴3037匹、山羊

199314只、绵羊128145只、生猪213442头。

自一九五七年成立自治州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

下，畜牧业生产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据一九八。年底统计，畜牧业

收入占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点三四。大小牲畜存栏数比解放初

期的一九五二年的222525头(只)增长3．t9倍，增长率为百分之二百

一十八点六五，各种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都有所提高和改善，对繁荣

我州的经济及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起到了不能低估的

作用。 ，

根据我州的自然地理位置及不同的自然生态条件，可分为下述

三种不同类型的地区：

一、高原地区

海拔在2800一一6054米。约占全州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二点

五。以州府所在地为例：年平均气温5．4℃、七月份平均气温1 3．2

℃、平均最高气温为19．2℃、绝对最高气温；≥24℃、一月份平均气

温为一3．8℃、平均最低气温为～12．3℃、绝对最低气温为一25．4

℃、年平均降雨量600毫米左右、年日照数2200Z]、、时、相对湿度百分

。之六十九、初终霜期由本年九月至翌年六月、初终降雪期由本年十

．月下旬至翌年四月初。积雪平均为16毫米、无霜期128天。土壤为

‘R



高山草甸土和生草灰化土，草场属于高原草甸草场。牧．荤以禾本

科、莎草科为主，豆科、菊科及蔷薇科次之。农作物一年一熟，以

青稞、小麦、马铃薯为主、其次为燕麦、荞子和蔓菁。犬牲畜以牦

牛、黄牛、犏牛为主、马骡次之；小牲畜以绵羊、猪为3主、禽以鸡

为主。该区畜牧业物质条件优越、有宽广优良的牧场、大小’牲畜总

头数占全州的百分之三十三左右、是我州t的重点畜牧拯Q

二、半山区
0

海拔在2200一一2800米之间、，约占全州、总面积龅百分之四十八

点三。该区气候温凉、气候变化不明显，．晨我：洲≥的，经济作物主产

区。以维。西县城为例：年平均气温1 1．3℃、七月份平均气温18。4

℃、平均最高气温为24：l℃，、，j最低绝对气温≥一5℃、年，平均降雨

量950毫米左右．、年平均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二、，年平均日照数

2050／1'时、农作橼多二年三熟。主产包谷、小麦，次之以荞麦二．青

稞和马铃薯。大牲畜以黄牛为主，马骡次之；小牲畜以猪、山葶为

主、绵羊次之；禽以鸡为主。大小牲畜存栏数占全州总存栏数的百

分之五十左右、在发展畜牧业上有可观的潜力¨牧草以禾本科为

主、豆科和莎草科次之。经济作物以药材为主。土壤为山地棕壤和

山地红壤、山势较陡、牧场多为不连片草地、植被为云杉，常绿针

叶林及混交林。

三、河谷地区

海拔在1600一一220咪之间。约占全蚍总面积均再分之十九点
二。该透气候炎热、，四季分明、是我卅的粮食主产区。年平均气温
1 5℃，七片份摄高气温a5℃。，一月份最低气温涛1℃，霜期较短。金沙

江河谷地区降雨量在辱oo一700毫米左右‘。澜沧江河谷地区雨量较充

沛、年降雨量在900--1000毫米左右，。该区年日照擞：在1700@、时左
丘



右，年平均相对湿度高于其它两区。农作物一年两熟，主产包谷、

水稻、小麦、蚕豆、豌豆等。牧草种类仍以禾本科为主、次之以豆

科和十字花科。植被以灌木林和混交林为主。大牲畜以黄牛为主、

马骡次之、且有少量水牛，小牲畜以猪、山羊为主、禽以鸡为主，

鸭次之．．大小牲畜存栏数约占全州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左右。该区是

我州商品肥猪的重要来源地。

迪庆州地域辽阔，地形地势复杂多样。全州分布有大面积的草

场，饲用植物种类繁多，牧草营养成份价值高，植物组合类型复

杂，生态群落丰富，家畜家禽品种多，数量大。森林，水利及矿产

资源都有着极大的优势和潜力。这些都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

的条件。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优势和潜力将得到更有效

的发挥。



中旬牦牛

中旬牦牛是迪庆高原地区的特有畜种，是我国优良牦牛类型之

一。因主产于中甸地区尼汝、格咱、大中旬、小中旬一带，故称之为中

旬牦牛。1980年末全州存栏217615头，其中适龄繁殖母牦牛9428头。

中旬牦牛体格粗短结实，采食加强，下雪天，能用前肢刨雪采

食。耐粗饲，耐寒耐劳，对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及多变的气候条件适

应力很强。乳、肉、毛综合利用。乳和肉品质优良，乳含有较高的

蛋白质和脂肪，肉有独特的香味，毛产量也较高。

一、产区自然条件和农牧业经济状况

中旬县位于滇西北高原横断山脉地带，属青藏高原南延部份。

居东经99度50分至100度50分，北纬26度85分至28度40分之间。境内

雪山耸峙，江河纵横，湖泊遍布高原。海拔5000余米的石戛雪山和

哈巴雪山矗立在正西面和东南面。东、南、西三面为金沙江所围绕。

东旺河、格咱河自东北向西南流入金沙江。硕多冈河(又名冲江河)

自东向南流入金沙江。高原西北方山谷间有南帕湖；东北方山谷间

有碧塔海和硕多冈湖；东南方山谷间有阿布吉海。东北面与四川省

稻城、乡城相邻，西南面与我省的德钦、维西、丽江县接壤。

中旬幅员辽阔，地广人稀，全县总面积1 1275平方公里，平均每

平方公里只9．1人。地形和气候条件极为复杂，有河谷、半山、高山

和高原多种地貌。因为地貌条件垂直方向上的差异突出， “立体气

候特点”尤其显着，具有突出的“立体农业”特点，地形南北宽，
R



东西窄。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阶梯状，逐级降低。就全县来

说，大体可分四个层次：

第一层为海拔1800--2000米的金沙江中上游河谷地区。水滨山

角有块块梯田梯地，土壤肥沃，气候温热，霜期较短，最高气温35℃，

高低气温一3℃，主产包谷，小麦、水稻，是中旬县的粮食主产区。

第二层为海拔2000一一2800米的中山中温带地区，群众习惯称

之为“二半山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不连片，多为梯田梯

地。农作物以包谷为主，其次是小麦、豆类、马铃薯，有些地方水

稻也占一定比例。

第三层为海拔2000一一4000米的中高山北温带地区，群众习惯

称之为“高寒山坝区”。冬长夏短，冬季严寒，昼夜温差大七年日

照时数2 177．9小时，年平均气温5．4℃。最热月为7月，月平均气温

1 3．2℃。12月至翌年2月最冷，月平均气温为一1 5℃⋯3．7℃。
≥i0℃积温为1398．7℃。极端最高气温24．9℃，极端最低气温

一25．4℃。无霜期128天，年降水量620．OOmm。年蒸发量17 13．4mm。

年平均相对湿度70％。每年lO月中旬开始降雪，翌年5月断雪，年

平均降雪日为24．8日。冬季夏季多西南风和南风。农作物一年一

熟，以青稞、马铃薯为主，其次是小麦、养子、蔓菁和燕麦。森林资源丰

富，为高山针叶林，以云杉、红杉、冷杉林为主，高山松、桦木、

高山栎等树种混生其间，地表层密布苔藓。森林覆被率为36．4％。

草山和林间草地宽广，水草丰盛，是发展养牛业的好地方。

第四层为海拔4000一一4500米的高山苔原带，无农户居住，为

高山嵩草草地及高山砾石冰冻荒漠群落丛，是夏季牦牛放牧之地。

中旬县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区。据1980年底统计，

全县有12个公社，55个大队，603个生产队，1 5932户，总入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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