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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西双版纳地处横断山脉的尾稍，地形地貌复杂，具有各种不同

的生物气候环境。有起源古老的热带森林，从未受到冰川南移破坏

的热带雨林植被。因此，很多古老生物种群一直演变延伸到现在，

形成了我国热带生物最富集的地区，拥有和保存了大量珍贵稀有的

生物种。西双版纳被人们誉称“植物王国冠上的绿宝石”，这种得

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丰富多彩的畜禽品种繁衍生存，提供了

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

畜禽品种资源调查是发展生产和开展科学研究的一项基础工

作，也是充分发挥祖国遗产，根据生态学的要求，合理利用资源，

科学地搞好品种区划和育种改良工作，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科研基

础工作。

畜禽品种资源是国家l 08项重点研究任务第一项“农业自然资

源和农业区域的研究”，第四项“培育农作物和畜禽优良品种”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落实国家下达的科研任务，农业部畜牧总局和

中国农科院于一九七九年在长沙召开了会议。同年八月全省“畜禽

品种资源调查会”在昆明召开。《按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提纲》

的要求，在州农业局的直接领导下，由州畜牧兽医站主持，抽调勐

海、勐腊两县畜牧兽医站畜牧技术人员组成专业调查组，在全州、

县、社畜牧兽医站的支持、配合下，对全州畜禽品种进行了全面的

调查。野外调查结束后，首先将调查资料初步收集整理成各品种单

行调查报告，随后进行遗漏补测和数据的分析整理，反复修改后将



资料汇编成册，报送全省畜禽品种志编辑委员会，发至有关单位，

厂泛征求意见。畜禽品种调查资料来之不易，为珍惜这一成果，积

累畜牧技术基本资料，在汇编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补充、修改，

最后将调查资料分析整理编辑成《西双版纳州地方畜禽品种志》，

它对于我们今后全面地、系统地认识这些资料，更加合理地开发利

用这些资源，进行品种区域规划，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本地优良品

种的选育、培育新品种、探索理想的杂交组合，充分发挥畜牧业的

优势，适应我州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日益提高的需要具有
重要的意义。

《西双版纳州地方畜禽品种志》的编成，是州、县农业局、畜牧

兽医站及直接参加畜禽品种资源调查的技术、行政人员共同努力，

辛勤劳动的成果，它将填补我州畜禽品种资源资料的空白。由于我

们水平有限，在调查和编写过程中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诚恳广大

畜牧兽医工作者批评指正。调查中得到黎明农工商联合公司兽医防

疫站和州农校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仅在此致谢。

编者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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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州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工作概况

西双版纳是祖国西南边疆一块美丽而富绕的土地，这块仅占全

国土地面积2％的土地上，可定名的高等植物种类就有3500多种，

占全国植物种类的十分之一。在古老的原始森林里，还拥有大量珍

贵、稀有的野生动物，如野象、野牛、虎、孔雀等。居住在这里的

各兄弟民族，长期辛勤劳动，世世代代精心选育的小耳猪、茶花

鸡、斗鸡等畜禽品种闻名全国。天然奇异的生物种，丰富多彩的畜

禽品种，使西双版纳成了我国得天独厚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

全州除小耳猪品种资源外，其他畜禽品种资源家底长期不清，

一些优良品种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况，有的品种纯种数下降，有的

濒于绝种，大多数品种品质退化严重。这些都与当前的国民经济发

展，畜牧业现代化要求很不适应，迫切需要通过调查，采取措施保

护和利用好现有资源，充分发挥祖国的遗产。

一九七九年八月全省在昆明召开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贯彻全

国长沙会议精神。J,i、I农业局对调查工作十分重视，指定州畜牧兽医

站主持此项工作，抽调勐海、勐腊两县畜牧兽医站畜牧技术人员，

组成全州畜禽品种资源专业调查组。一九八。年三月至十月，历时

八个月，结束野外调查和资料的收集，草拟了各品种调查报告。一

九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一年五月，州畜牧兽医站畜牧组及州农校

教师又进行了遗漏补测和资料整理、分析，将有关资料汇编成册，



报送金省畜禽品种志编辑委员会，分送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为

编辑《西双版纳地方畜禽品种志》，填补我州畜禽品种资源资料的

空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调查期闻，我们共调查了三个县，二十七个公社，九十个大

队，二百七十多个生产队，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二十七次，体测

大小牲畜一千二百二十七头(匹)，家禽一千四百二十七只。其中

体测水牛四百二十二头，黄牛四百一十三头，马一百四十匹，大耳

猪八十八头，山羊一百六十四只，茶花鸡五百三十七只，，斗鸡一百

四十、-X，大种鸡三百八十七只，鸭三百六十只。称测各品种未成

年家禽不同月龄体重九百零七只。屠宰测定及胴体分离测定七十二

头(只)。其中黄牛一十四头，水牛二头，山羊十只，大耳猪六

头，家禽四十只。通过调查研究，

匹、大耳猪，茶花鸡、斗鸡、鸭、

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生态环境、

及现状，并结合我州的具体情况，

初步摸清了全州水牛、黄牛、马

大种鸡等十个品种的形成历史，

中心产区、分布数量、品种特征

针对每个品种的种用价值及优缺

点，分别提出了保种、选育、改良及区划意见，为充分发挥、合理

利用畜禽品种资源，因地制宜指导畜牧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西双版纳小耳猪，我们曾于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九年先后组织

州、县及农恳系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较系统的调查，跑遍全州所

有公社主要产区的一百二十七个大队，三百九十五个生产队，每次

历时四个月，观察近万头猪，体测一百八十头猪，屠宰测定1 o头，

其中胴体分离7头。当时调查资料基本齐全，方法和资料基本符合

全国统一调查提纲的要求，相隔时间也不长，能反映小耳猪目前情

况，因此未重新调查，全部资料按统一提纲要求重新整理。

畜禽品种资源调查是一项技术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任
垒



j／■：重的工作。对于，≥加的每／卜同志都是一项新工作，更缺泛这力

面的工作经验，为了搞好这项工作，保证调查质量，按期完成。通

过学习和动员调查组的每个成员，从思想上明确这次调查的目的、

意义和任务，从业务技术上掌握调查的方法和技术要求。调查组成

员大多数是从事畜牧兽医工作多年，有较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同志，

首先对全州畜禽品种的分布、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然后拟定工作

方案和行动路线，避免盲目性，提高了工作效率。调查中大家不辞

劳苦，爬山涉水，深入村寨，进出畜圈，工作上一丝不苟，认真做

到观察细致，测定准确，资料收集记录齐全。特别一提的是，我州

大牲畜习惯于群牧，性情粗野，体尺测量中稍不小心，随时有被踢

伤的危险，同志们毫不畏惧，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历经艰

险，终于园满完成了调查j{壬务。

(二)

西双版纳地处横断山脉的尾稍，雄峻的山势逐步趋于缓和，丛

峦选翠，河流纵横，地势由北向南倾斜，构成以山地为主体，山丘

与坝谷相闾复杂多样的地形。澜沧江纵贯全境，把全州划为两半，

东属无量山系，西属怒山山系，最高的孔明、星火、怕弄诸山海拨

二千三百公尺左右。全州面积一万九千三百八十五平方公里。现有

耕地面积一百四十九万亩，其中水田六十三万亩，旱地八十六万

亩。由于热带生物气候条件影响和森林的作用，土壤多呈酸性，以

红壤性土、砖红壤性土为主。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多，土壤结构

良好，自然肥力较高。

西双版纳位于北纬20 j乙，----,22。34 7，东经99。57 7～l 0 i 0507之间，

狄东北到西北与思茅地区的江城、普洱、澜沧等县相邻。从正东至
殳



正西与老挝、缅甸接界，国境线全长约一千公里。由于北有横断山

脉作为屏障，南临印度洋、太平洋受孟加拉湾和北部湾两路潮湿气

流侵袭，具有长夏无冬，日温差变化大，静风多雾的气候特点。金

年无四季之分，干、雨季转化明显。五月至九月为雨季，十月至次

年四月为干季，大部分地区终年无霜。年平均气温：景洪22．6℃，

勐海1 8．8℃，勐腊2 1．7℃。全州最高气温40．1℃，最低气温0．5℃。

年平均日照数1 780"一2 l 50／j',时，年平均雾日1 1 o～1 20天，年降雨量

1059-----1408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78"-'82％。

全州有万亩以上的坝子34个，海拨一般在500～1 200公尺之间，

是全州经济作物的主产区。坝子以种植水稻为主，一年二熟或三

熟。山匿以种植旱稻为主，其次为玉米、花生、豆类，还盛产各种

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如橡胶、甘蔗、樟脑、茶叶、南药、水果

及各种名贵香料。粮食平均单产289斤，其中水稻单产3 77斤。

全州森林面积977万亩，灌木林地370万亩，荒山荒地806万亩，

荒山草地植被茂密，复盖度70一,．．80 ofro。植物群落有茅草、马鹿甘蔗

草、三楞草、通千草等十多种。牧草中大部分为禾本科，其中茅草

占90％，豆科、沙草科为数不多，鲜草亩产不到1 000公斤。畜牧业

以养猪、牛为主，养禽、养马次之。一九八。年全州有大牲畜1 694 1 7

头(匹)，其中水牛888 1 8头，黄牛75202头，马5 397匹，生猪28 3099

头。家禽884502只。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1 o．1％。

西双版纳是一个以傣族(占总人口的34．8％)为主，同时居住

有布朗、馁尼、拉祜、基诺等十三种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全州辖

勐海、景洪、勐腊三个县，十个国营农场，三十二个公社，二百零

三个大队，二千一百二十五个生产队，总人口622522人，其中农村

农、此人口43 30 1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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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洛、双佛、小腊三条公路干线贯穿全州。主要河流除澜沧江

以外，还有南朗河、流沙河、补远江、南腊河、罗梭江等，均属澜

沧江支流。

西双版纳地方畜禽品种，在边疆这个特定生态环境条件下，经

各兄弟民族长期精心选育形成的。有的品种以其特有的经济性状著

称。长期以来，由于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对整个畜禽品种资源家底

不清，情况不明，心中无数。通过调查，加深了对一些品种的认识，

重新评价了一些品种，不少过去不受重视、濒于绝种的品种，应得

到保护和发展，一些珍贵、稀有的品种将对我国畜牧业的发展，畜

禽品种的改良育种作出重要的贡献。

茶花鸡。傣族的当家品种，体型小而紧凑，早熟。分两种类型，

即大型和小型，傣话叫“盖卡垫’’、“盖卡松”，公鸡三月龄开叫，

母鸡六月龄开产。觅食力强，生长快。成年公鸡平均体重1．78公

斤，母鸡体重1公斤。阉鸡平均体重1．78公斤。成年鸡半净膛屠宰

率75。6％。全净膛屠宰率70．1％，公鸡羽毛多为铁红色，母鸡多为黄

麻、灰麻等色。肢骨纤细，肉质细嫩，香甜味美，适应湿热的气候

和粗放的饲养管理。由于缺乏系统的选育，毛色杂，产蛋少而小，

年产蛋80枚左右，蛋重30----45克。目前倘存于我州境内的野鸡一原

鸡，无论体型外貌，羽毛颜色，啼鸣声均与茶花鸡相似。历史上傣

族群众培育“诱鸡” (傣语“盖当”)的方法，饲养管理经验，以

“诱鸡” (又叫“游子鸡”)作为狩猎工具，至今还相当盛行。我

们认为茶花鸡是由西双版纳境内的野鸡经长期驯化选育而成可能性

极大。因此，茶花鸡是我国目前已知的稀有原始品种鸡，应加以保



护，建立一定规模的鸡场，定点观察，积累资料，为我国鸡种的起

源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在中心产地划区纯繁保护。

斗鸡。目前仅尚存于景洪县勐罕公社少数村寨，数量约一千余

只。公鸡平均体重2．1公斤，母鸡平均体重1．4公斤。斗鸡体型高

大，骨骼粗壮，肌肉发达，结实、紧凑。斗鸡是我国珍贵的玩尝品

种，目前很少地区有该品种的存在，我州分布数量也极有限，如不

及时采取措施，有绝种的危险。据有关文献报导，斗鸡遗传性很稳

定，是研究鸡种基因定位的很好素材，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列

为重点保护品种，积极加以研究利用。

小耳猪。是我州优良地方品种，以早熟易肥、肉质好，可食部

分比重大著称，目前正列为全省重点选育的地方良种之一。以州种

猪场为骨干选育场，在选育提高的基础上为国家保存好这一地方良

种，为我州养猪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大耳猪。体质粗壮结实，属于乌金猪与小耳猪的中间过渡类

型，适应于山区粗放饲养管理，是产区民族的当家品种，重视选育

选配，保证充足的饲料，提高增重速度，缩短育肥期，使其生产性

能有进一步的提高。

水牛。是边疆农业生产唯一耕畜，全州有水牛888 1 8头，在全国

体型类型中属中等类型，是我省较优良的地区类型品种，公牛均体

重479．1公斤，母牛均体重406．1公斤，体质粗壮结实，性情温顺，

耐粗放饲养管理，役用性能良好，中等膘水的成年牛，平均每小时

能犁田0．43亩，一天能犁2亩以上。淘汰老残牛屠宰率为43．5％，

净肉率32．7％。随着农村各种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健全，极大的调动

了群众养牛的积极性，饲养管理得到了改善，在加强饲养管理的同

时要注意水牛的选种选配，提高其生产性能，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
“



杂交改良工作，使之向兼用型方向发展。

黄牛。全州有黄牛75202头，占大牲畜的44．4％。本地黄牛适应

性好，抗病力强，体型较小。在本地黄牛中，参杂着为数不少的高

峰黄牛，体型高大、结实。我州的黄牛由于群众习惯于群牧，不及

时阉割645牛，也不更换公牛，早交乱配，近亲繁殖较严重，加之

盲目开荒，能牧地缩小，黑头草(紫茎泽兰)侵占，草场植被破坏，

草质差，产草量低，牛吃不饱。有些地区大牲畜折价入社后，责

任制不健全，大一个杀一个，黄牛品质退化严重，坝区尤为突出。

成年公牛体高、体斜长、胸围、管围、体重平均分别为l 1 2．345分、

1 1 9．9公分、1 54．1公分、1 6．1公分、264．84x厅，而成年母牛体高、

体斜长、胸围、管围、体重平均分别为1 01．4公分、1 09．9公分、

l 37．3公分、1 3．4公分、192．345厅。由于体型矮小，严重影响产肉

性能，成年牛平均屠宰率48．8％，净肉率37．8％。针对以上的情

况，应积极开展杂交改良工作，保留其耐粗、少病易养的优点，加

大体型，提高产肉性能，逐步向肉用型方向发展，PJ,适应国民经济

和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

马。我州的本地马，属山地小型马。体型矮小紧凑，运步轻巧

灵活，适于山区的驮运，是目前边疆主要役畜之一，适应性好，耐

粗饲。边疆交通不方便，水草4--盛，各民族历来喜欢养马，也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今后应加强对危害马匹生产主要疫病的防治工作，

积极鼓励马匹生产。

山羊。我州各民族没有饲养山羊的习惯。解放初期，部分山区

由政府有关部门从思茅地区引入少量肉用型山羊，个体矮小。山羊

由于擅味大，当地民族很不喜欢食用，故发展缓慢，在我州养殖业

中比重甚小，年饲养量只有三、五千只，约占草食性家畜的2％，



我州以山区面积为主，灌木林和草山资源丰富，发展山羊潜力很

大。

大种鸡。是我州多民族杂居山区的主要家禽，为兼用型品种，

体型较大，生产性能较好。公鸡均体重1．92公斤，母鸡均体重1．40

公斤。成年鸡半净膛屠宰率82．2％，全净膛屠宰率77．9％，作为山

区的主要家禽，今后应注意选育提高。

鸭。是坝区傣族的主要家禽之一，体型较大，耐粗饲，病少。

但由于饲养管理跟不上，产蛋不多，年产蛋1 00枚左右，蛋重65克。

我州坝区水利资源丰富，很适应发展养鸭业，今后应加强选育，提

高其生产性能。

通过调查，我们还看到，我州畜禽品种资源虽然丰富，一般生

产性能不太高，特别在生猪生产上，前些年由于片面强调经济杂交

利用，盲目引入如巴克夏、约克夏、苏北、长白、荣昌、内江、宁

乡、陆川、北京黑猪等国内外良种猪，缺乏有计划地组织杂种优势

利用7-_作，也不注意本品种的选育提高，任其乱交乱配，时间一长

纯种不见了，杂交优势消失，品种混杂，生猪生产上育肥期增重不

大，饲养期拖长，浪费饲料，增加养猪成本，猪的出栏率、商品率

提不高，直接影响生猪的发展。目前引种情况虽有好转，但品种混

杂，品质的退化还没有根本扭转。

在调查中，我们也看到我州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如猪的“三

瘟”。马的“喘气病”、马传贫，牛出败、气肿疽、炭疽，鸡瘟、

禽霍乱等是我州发展畜牧业的主要障碍。随着市场的开放，畜产品

的流动性增大，特别冷冻肉的大量调入，一些危害较大的疫病，如

猪链球菌病、口蹄疫相继传入，给畜牧业生产，特别是生猪生产造

成很大的威胁和损失。要保护和利用好现有资源，发展畜牧业，必



须重视和加强兽医防治工作，使畜牧业生产适应四化建设的须要。

西双版纳傣浃自治州喜譬≮辫霎蒜整羞

一歹。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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