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孛潮零
謦：
蜜譬

百0 8’冈l 150_

蜂、誊繇
《孝篓鬻裁蜜鑫鬃襻煮》鬣鍪鑫 《串嚣摹蕊羚嘉》霭霉缰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 一

： +?』；

卜
．， # 乎

中国羊 品．种志。；“㈡．一，，． r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 ，’’f
。

j 6j

奴中国羊品种志>>编写组

主持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_学一

利一8，，
海～≮㈡／絷j



CREEDS OF DOMESTIC ANIMAL AND POULTRY．‘：’ ．一．
．。

IN CHINA ．． 、．．一 ⋯j⋯’· ：～。， t ．、!

。!‘
’’_ ～。

-
．～

．： √一⋯r t，

．．，一

———————————————————————————————————————————二—————————二——————一一一
SHEEP AND GOAT BREEDS卜，．，0l，“，。j：一一，
：IN CHINA．_一t。， 1¨，，一·‘一0、 t，，‘·
“ 、

·， ’’
、 J ．

—————————————————————————————————————————————二—一一 ． ．．

SPONSORED BY TEE INSTITUTE OF ANIM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SHANGHAI SCIENTIFIC&TECHNICAL PUBLISHERS

j q；

J—J 一々，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
。： ：J 饕 ； !

’

§ ?’一0· ：‘
， ’：” ’、

．．．

：。。 。圣，

车．编I郑丕留妻? !i一⋯二． 立 ⋯：
。

。二一

’

：蚴m'--I：：差薹量奏。黧，篆主主基荫一，笋∥。¨一，。>顾 程绍迥蔷许振荚 陈凌风 张松荫季1光’．1 。9，

。

t，∥

委员：(按姓氏豢画为序)}．。i
“‘

’’

．

：，。．?匝I爹邱一耧、碡，高，．陈。锝+匿盈⋯．’⋯_⋯-u，⋯
．， 。。李志蓰l李炳坦7’何家栋 邱祥聘 郑丕留： i：0：。 、一 ：o．一，

j A；张仲葛l杨忠源 杨国华 周鼎年 赵志龙

：饥l钱：林l涂友仁梁克用 谢成侠’“i；、、÷“．‘．㈡ ，， 南』，¨’

卜。}一～∥ ，，’

．

《中国蔫品种志>)编写组
’‘

组长．豢友仁i j‘
_

副组长：

成 员：

∥7
●l，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诗品王业福

祝源叉韩宝书

¨．。小? ， ≠

{ 孑 ， 9

，

J．

1’，!一|‘

李建平 陆 离 张冀汉，

路步高 潘锡桂魏怀方
。

r

。

：，。 ，

一

j

。 }．
。

z，

? r

中国羊品种志 3 一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 ’，
，

一‘中国羊品种志’编写组荸
’

责妊编辑李箕康2封面设计朱仰慧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母
(上海璃金=路“。号’ i ’， i 3

■年季詹上海发行所发稽 。
一

正文：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插页：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井奉TiTxl091 1／10印囊●籀曩2●字敷199，000

1080年●月第1最1989年‘J|弟1次印尉印敷l一2．●O●

书号：ISBN7—5323—1085-X／S．129

； 定价：’36．OO元 ．、

、

，。，

。

。

，

縻

●r；

≯缈

，，￡i“，《4《≯ij#，女，?{&14l鬈，游##崖焉^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BREEDS OF DOMESTIC

ANIMAL AND PO[ⅡJRY IN CHINA”

CHAIRMAN：Zheng Piliu(Cheng Peiliei#)．‘。：i +'：。 ：’ ‘

VICE—CHAIRMEN：Zhang Zhongge，匦互蚕固，Tu Youren。i’

ADVISERS：Cheng Shaofiong．X％Zhenying．Chen Lingfeng，Zhang Songyin·

Li Guang ：

一

MENBERS：j至歪二囫，Qz铭Hu历i，工％Li，Ch￡％E，匝翌三歪至互巫Li Zhi∞。ng，

Li Bingtan，He fiadong，Q锄Xiangpin，Zheng Piliu，Zhang

Zhongge，Yang Zhongyuan，Yang Guohua，Zh．ou Dingnian，Zhaa

1⋯⋯”⋯Zhilong，Qian Lin，Tu Youren，Liang Keyong，Xie Chengxia

EDITORIAL SECTION OF THE“SHEEP AND GOAT BREEDS

IN CHINA”

CHIEF EDITOR：Tu Youren

AsSOCIATE EDITORS：Jiang Ying，匿匠圃，Feng Weiqi

EDITORS：Deng Shipin，Wang Yefu，Li Jianping，Lu Li，Zhang Jihan，Zlm

Yuanyon，Han Baoshu，Lu Bugao，Pan Xigui，Wei Huaifang

^

≯。

，

、_州

。 t

， J，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
。： ：J 饕 ； !

’

§ ?’一0· ：‘
， ’：” ’、

．．．

：。。 。圣，

车．编I郑丕留妻? !i一⋯二． 立 ⋯：
。

。二一

’

：蚴m'--I：：差薹量奏。黧，篆主主基荫一，笋∥。¨一，。>顾 程绍迥蔷许振荚 陈凌风 张松荫季1光’．1 。9，

。

t，∥

委员：(按姓氏豢画为序)}．。i
“‘

’’

．

：，。．?匝I爹邱一耧、碡，高，．陈。锝+匿盈⋯．’⋯_⋯-u，⋯
．， 。。李志蓰l李炳坦7’何家栋 邱祥聘 郑丕留： i：0：。 、一 ：o．一，

j A；张仲葛l杨忠源 杨国华 周鼎年 赵志龙

：饥l钱：林l涂友仁梁克用 谢成侠’“i；、、÷“．‘．㈡ ，， 南』，¨’

卜。}一～∥ ，，’

．

《中国蔫品种志>)编写组
’‘

组长．豢友仁i j‘
_

副组长：

成 员：

∥7
●l，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诗品王业福

祝源叉韩宝书

¨．。小? ， ≠

{ 孑 ， 9

，

J．

1’，!一|‘

李建平 陆 离 张冀汉，

路步高 潘锡桂魏怀方
。

r

。

：，。 ，

一

j

。 }．
。

z，

? r

中国羊品种志 3 一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 ’，
，

一‘中国羊品种志’编写组荸
’

责妊编辑李箕康2封面设计朱仰慧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母
(上海璃金=路“。号’ i ’， i 3

■年季詹上海发行所发稽 。
一

正文：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插页：上海市印刷二厂印刷

井奉TiTxl091 1／10印囊●籀曩2●字敷199，000

1080年●月第1最1989年‘J|弟1次印尉印敷l一2．●O●

书号：ISBN7—5323—1085-X／S．129

； 定价：’36．OO元 ．、

、

，。，

。

。

，

縻

●r；

≯缈

，，￡i“，《4《≯ij#，女，?{&14l鬈，游##崖焉^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BREEDS OF DOMESTIC

ANIMAL AND PO[ⅡJRY IN CHINA”

CHAIRMAN：Zheng Piliu(Cheng Peiliei#)．‘。：i +'：。 ：’ ‘

VICE—CHAIRMEN：Zhang Zhongge，匦互蚕固，Tu Youren。i’

ADVISERS：Cheng Shaofiong．X％Zhenying．Chen Lingfeng，Zhang Songyin·

Li Guang ：

一

MENBERS：j至歪二囫，Qz铭Hu历i，工％Li，Ch￡％E，匝翌三歪至互巫Li Zhi∞。ng，

Li Bingtan，He fiadong，Q锄Xiangpin，Zheng Piliu，Zhang

Zhongge，Yang Zhongyuan，Yang Guohua，Zh．ou Dingnian，Zhaa

1⋯⋯”⋯Zhilong，Qian Lin，Tu Youren，Liang Keyong，Xie Chengxia

EDITORIAL SECTION OF THE“SHEEP AND GOAT BREEDS

IN CHINA”

CHIEF EDITOR：Tu Youren

AsSOCIATE EDITORS：Jiang Ying，匿匠圃，Feng Weiqi

EDITORS：Deng Shipin，Wang Yefu，Li Jianping，Lu Li，Zhang Jihan，Zlm

Yuanyon，Han Baoshu，Lu Bugao，Pan Xigui，Wei Huaifang

^

≯。

，

、_州

。 t

， J，

：

^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序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谤，是我国畜牧方面的一部重要专著。

为了查清我国的畜禽品种资源，1976年将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

查列入农业部畜牧业重点科研项目，并动员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
研究所和有关农业院校、科学研究单位九十余位专家，加上各地的密

切配合，从1976年起着手调查研究，搜集资料；同时集中力量编纂，几

易其稿，历时八年之久，成就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专著。我们向参与

调查研究和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和祝贺。

我国幅员辽阔，‘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十分丰富。这是我们祖先留

下的极其宝贵的财富，是一个天然的畜禽品种“基因库”。

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在畜禽品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做了

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系统地、全面地开展调查研究还
是近几年的事情。家畜家禽品种资源调查，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实现

畜牧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敢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

全国科学技术规划>>第一项“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的研究’’的组
成部分。这项工作的完成，为国家制订畜禽品种区划，合理地利用畜

禽资源，培育高产优质的新品种，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为加强国际

经济合作与技术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不仅全面地、系统地记载了我国的家畜

家禽品种资源，而且从我国家畜家禽的驯化开始，一直到各类畜禽品

种的形成和发展，均作了科学的叙述。因此，这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

水平的畜牧科学著作；对促进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将具有历史的、经

济的、科学的意义。 ／

系统地编纂我国的畜禽品种志，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广大

畜牧科技工作者长期以来的夙愿。希望畜牧战线的同志们，勤奋探

索，锐意改革，充分发挥我国畜禽品种资源的优势，为实现我国畜牧

，

●

¨％吁；H，悸∥。"。弘影㈡一增H”渗媾，}未



业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旆甲衍叩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序言

同，富-，， 。．，
。．． j．j：，

’

：．，，：，．
一，

毒j0。0 t．，，。|J一-1．+¨一、-。·。一。0’．’·，‘’≥户
^ J ■●

；}l疆鲤嚣善l



为了加速畜牧业的发展，合理地利用这些资源为实现我国畜牧业现代化服务，农林部于

一九七六年将家畜家禽品种资源调查列为重点研究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组织了十四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部分畜禽的试点调查。在此基础上，一九七九年四月，在湖南省

长沙市，由农林部畜牧总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

议”。会后，全国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始了全面的、系统的畜禽品种资源调查。这项

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级领导部门和各个方面的重视和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

委或农(牧)厅(局)的领导下，设置专门机构，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在统一领导下，组织了科

研、教学、生产等方面的力量，开展了大协作，有的还组织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参

加调查的同志，克服了各种困难，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入产区，深入实际，进行了认真

而详细的调查，对畜禽品种的形成叨史、生态环境、数量、分布、生物学特性、生产性能和利用

现状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调查中，有的地区还发掘了一批

具有一定特点的畜禽品种。这些都为编写本品种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编写《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禽资源调查基本实现查清资

源、摸清家底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的、系统的、前所未有的工作。

一九八。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主持召开的‘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写工

作座谈会上．根据一九七九年第一次全国会议的精神和要求，经过讨论，产生了编写总纲和

各畜种品种志的编写提纲。总纲中指出：‘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应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水

平的畜牧科学著作，具有历史的、经济的、科学的意义。将为我国制订畜禽品种区划，提高畜

禽育种工作，建设现代化的畜牧业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国外准确介绍我国畜禽品种，开展

国际畜牧科技的合作和交流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后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

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议”上，经农业部批准，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的全国编

委会和马驴、牛、羊、猪、家禽和驼、兔品种及特种经济动物志共六个编写组。，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也相应地成立了编委会或编写组织。自此全面地开始了编写工作。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是一部畜牧科学专著，共分六册，有《中国猪品种志>、‘中国家

禽品种志>、‘中国牛品种志'、‘中国羊品种志》，‘中国马驴品种志'和‘中国驼兔品种及特种

经济动物志>。列入本志的家畜家禽(包括特种经济动物)品种共约260个，其中猪60余个，

家禽50余个，牛40余个，羊40余个，马驴40余个，骆驼、兔及特种经济动物近20个。每册

书末均附彩色品种图。7 ’。
，

各分册根据总的编写提纲要求，统一体例，内容均分为《概论》和‘各论》两大部分。

《概论》系统地叙述了该畜种的起源、演变和品种形成的历史、分布概况、品种的分类以及生

态条件对形成品种特点的影响等，使读者对该畜种的全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各论'重点

介绍每个品种的特征和特性。以地方品种为主，并介绍了培育品种和在我国经长期驯化、生

产上发挥作用的引入品种。对每一个品种形成历史，外貌特征，生长发育特点，生产性能以

及评价和展望作了全面的记述。但由于各类畜禽及其品种均有其特殊性，在编写时只能求

大同、存小异。由于我们缺乏编写经验，虽有共同的编写总纲可循，仍感到在内容的份量上

各册不太平衡，繁简不一，有不足之处，至于遗漏、错误更在所难免，敬希读者不吝提出，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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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时得以修改、提高。

三年多来，在各级领导和为数众多的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终于

词世了。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记载家畜家禽品种的志书，它以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科学性强的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这部专著的完成，首先归功于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成千上万人的辛勤劳动，他们在开展调查的基础上，收集整理了大量的资料，拍摄了大量

的彩色品种照片．提供了推荐列入本志的品种材料。然后又经过各畜种编写组近百位专家

的共同努力，深入实际，与各省的同志密切配合，在解决跨省、区的露同种异名”或曩同名异种妒

等同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编写中，经过多次修改，核实数据，综合归纳，并对全书作了认
真审校。农牧渔业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牧)厅(局)、科研单位、农业院校对这项工作

十分重视，都给予了有力的支持。这些对完成品种志的编写任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编写中，承蒙很多单位或个人提供资料，充实了本志的内容：本志书编委会办公室静

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地做了大量的组织和事务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付梓前，全’

国编委会副主编陈效华教授已谢世，他在本志的编审中作出了很多贡献，丽未能见到出版，．

深表惋惜和悼念。

品种是人类在生产斗争中长期辛勤培育的成果，是畜牧业生产中的重要生产资料，由于，

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历史悠久，加之幅员辽阔，在极为复杂的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嘀

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遗传特性和生产性能的家畜家禽品种，这些品种与国外培育出的一
些叠专用畜种”相比，具有对周围环境的高度适应性、耐粗放管理、抗病性强、繁殖力高、肉魇

好等优点。这些具有特色的品种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基因库，正是进行杂种优势利用和迷
一步培育高产品种的良好原始材料。在当今世界畜禽品种资源日趋贫乏，品种逐步单一化

的情况下，对今后家畜家禽的育种工作将产生很大的影响，起到我们目前难以估量的作用。

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工作的完成和‘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的出版发行．仅仅是家

畜家禽品种资源保存利用这一重要研究课题的一个开端。随着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新的任务又摆在我们面前。在现代生物科学中，已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领域。诸如建

立品种资料数据库、基因库、保存优良种质、扩大优良品种的繁殖，生物工程等研究将为今后

创造新的畜禽品种和物质财富，开拓广阔的前景。但应用现代生物科学技术还必须有优良

品种为基础，让我们继承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合理利用优良的畜禽品种资源，对畜牧科学

和畜牧业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

一九八四年三月 北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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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我国养羊历史悠久，羊品种资源丰富。为系统地、全面地、科学地将长期以来对我国羊

品种资源在调查、选育和新品种培育等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整理，于1981年4月组成‘中国

羊品种志》编写组，在‘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的领导下，负责本书的编写工作。

本书是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报的品种材料的基础上，以上报材料为主，同时搜集、

参考有关研究报告、专著及文献资料整理、编写而成。 。

。

我国绵山羊品种，大多数属地方品种，少数是培育品种和引入品种。在地方品种中．有

的按省、自治区分布，有的跨省、自治区分布，往往存在曩同种异名”或叠异名同种”，品种名称 ’。

繁多、杂乱。本书编写组针对这些问题，先后五次召开编写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本书的编写

提纲、分工编写和解决4同种异名嚣、。异名同种”等问题。接着，先后七次组织有关人员对1垂

。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5个绵山羊品种进行实地考察，妥善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

编写组还对我国50年代初以来先后从国外引入的二十几个细毛羊、半细毛羊、羔皮羊

和奶山羊品种，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无论引入早或晚，对我国养羊业的发展，品种结构的，
’

改变，羊群质量的提高和新品种的育成，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品种的大多数仍保持原j‘

有的特征和特性，有些品种在我国已饲养多年，基本上适应了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且影响

较大，故择其主要者编入。此外，对上报的少数地方品种，因属新发掘的资源，有的资料不够

系统完整，有的认识还不够一致，未列入本书，有待再版时补充。
’

一

本书内容包括。概论”和。各论”两部分。。概论”着重论述中国绵山羊的起源和驯化，帮
羊的历史，绵山羊品种的形成、特性、分类和分布等；叠各论”收集了绵山羊品种53个，其中绵’

羊地方品种15个、培育品种7个、引入品种8个；山羊地方品种20个、培育品种2个、引入

品种1个。书末附有各品种(包括引入品种)的彩色侧身照片。对各品种的产地和分布，品

种形成，特征和特性，评价和展望作了较详细的记述。

在编写过程中，曾邀请张松荫教授、崔重九副研究员参加部分编写工作。对于提供材料

的单位和个人，原拟署执笔者姓名。鉴于大部分稿件的基础材料均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畜牧主管部门和科研单位所提供，中间又经编写组多次整理、修改，已成为参加羊品种资源

调查和品种志编写的广大科技人员的集体劳动成果，故不一一署名。承蒙张仲葛教授、谢成

侠教授提供部分历史资料，品种彩色照片除少数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兰州畜牧研 ，。

’究所提供外，其余大部分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厅(局)或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办公室，f j

品种志编委会提供。对以上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 i

本书的编写，在我国尚属首次，限于专业水平和资料条件，书中会有不要l之处，请读者不
吝指正． ／

‘

《中国羊品种志》编写组
—九八六年十二月

ll月j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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