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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品种资源是发展畜牧业的重要物质基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

初，云南省农业部门曾组织过有关单位对本省一些畜禽品种进行过调查，

积累了一些资料。但由于受当时的物质条件和认识条件的限制，调查的

目的、要求也不一致，取得的资料也就各有差异；以后由于各种干扰，

调查工作时断时续，所以，直到七十年代，云南尚未能形成一套完整系

统的畜禽品种资源资料。这种资源不清的状况与建设现代化畜牧业的要

求极不适应。

1976年，中国农科院组织了四川、云南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进

行畜禽品种的试点调查。当年，云、贵、川三省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对三

省接壤地区的猪种作了普查。通过这次普查，为云南全省的普查工作积

累了经验，训练了队伍。

19 78年，．原农业部将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列为科研重点项目。19 79年

4月，原农业部畜牧总局和中国农科院在长沙召开了全国畜禽品种资源

调查会议，对在全固范围内开展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工作作了安排部署。

云南于当年8月份召开会议作了安排。会后，以地、州、市为单位展开

了调查工作。历时一年，到1980年10月，绝大多数地区完成了室外调查

工作。这次调查中，各地、州、市的同志发挥了极大的工作热情，跋山

涉水，走村串寨，按时完成了5-．作任务，编印了各地、州、市的畜禽品

种志，为全省畜禽品种志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1981年初，组成云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写委员会。省志的编写是

以各地、 州、市志为基础的，但又是一个再加工、 再充实

的过程。 1981年， 省志编委会各畜种组成员对不少品种又作了复

查。在复查的基础上开始编写工作。编写是按照全国志编委会的统一要

求进行的。1982年8月份编写出初稿后， 9月份又集中了部分编委对稿

件进行初审。19 83年初， 召开了全体编委会和各地、州、市的有关同志

审稿后，于同年4月份最后定稿。这本志书是全省畜牧工作者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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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我们对为编写本志而辛勤工作过的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收入本志的畜禽品种共四十五个。其中，马、驴八个，黄牛和其它

牛八个，水牛三个，绵羊五个，山羊六个，猪六个，鸡、鸭、鹅八个．

兔一个。这些品种有些是早为人们熟知的，如邓川牛、丽江马、撤坝猪

等；有些则是通过这次调查新挖掘的，如茶花鸡、大额牛等。云南这些

丰富多彩的畜禽品种将在畜牧业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其作用。

本志虽经各方努力终于完成，但仍存在缺点或错误，敬希指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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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论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桶，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畜牧业条件

优越，畜牧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

在长期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云南各民族的祖先由最初的驯化野生动物。

直到后来创立和发展古代畜牧业、选育优良畜禽品种，在畜牧业生产上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勾创造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子孙后代留下

了一份珍贵的遗产，为后世的畜牧业生产奠定了良好的摹础。

认真开发利用和选择培育我们祖先昕遗留的丰富多彩的家畜家禽品种资源，总结和

发展历代畜牧业生产的经验，对我们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畜牧业，必将

起到十分有益的作用。

云南畜牧业生产概况

据史前考古资料，云南是人类最早发源地之一。远在一百七十万年左右以前，远古

人类“元谋人’’就已生息、劳动、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士地卜-。 “元谋人”是迄今所

知我国最早的先民。在云南出土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中， “元谋人’’化石是在第四纪早

更新世的地层中发现的；晚更新世地层中，还发现r“西畴人”、 “丽江人”、 “昆明

人"等古入类化彳亍和遗址。这些发现表明r云南是古人类的家乡之一。在更新世早、中、

晚几个时期的地层中，均发掘出牛、马、猪、擎等古代野生种以及其他多种哺乳动物化

石。原始人类是以采集、狩猎的获得物作为生活资料的。在原始人群进化到原始氏族公

社时期，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采集和狩猎的获得物日益增多。人们在所措获的牛、马、

猪、誊等野生动物消费有余的情况F。逐渐认识到，将未消费掉的野生动物豢养起来，

能在末捕猎到动物时，用来维持生存。因而开始有意识地把饲养动物作为狩猎动物的补

充来源，这便是畜牧业的最早开端。

云南古人类驯化野生动物，开创畜牧、世生产。大致是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云南

新石器时代约在距今3，f)()f)一4，000年这段时期。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两地的新石器

时代文化遗址．是云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从发掘的大墩子遗址中，发现有较完整

的村落房屋遗迹，宅旁有甚多窖穴，其中贮有大量粮食；文化堆积中，有大量石器、骨

器、角、牙、蚌器、陶器。陶罐中贮有大量粳稻炭化物；此外，还有大量的野兽和家畜

的骨骼。经鉴定，这些家畜肓猪、狗。可能驯养的家养动物有牛，羊、鸡等。除发现家

畜骨骼中有成堆的猪骨和鸡的踱骨之外，还从瓮棺薛中发现有随葬的鸡彤陶壶，形象逼

真。文化遗址反映出当时的农、№和畜牧业都比较发达，农牧结合生产。渔猎仍占一定地

位。据碳1 4测定．大墩子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存在时期距今3。21 fJ±90年(即公元前1260



±90年)。相当f此时期的宾川白善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经碳1．1测定’勾距今3．77f)±90年。

即历史七的殷商晚期。

在祥云大波那出t的铜棺墓锌中(距今!．350±75年)．从随作的青铜时代早期铸制

的家畜造象来看，马、牛、羊、鸡、狗、猪六畜俱备．反映}乜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的

畜牧业就已发达起来。fEl到西汉初，滇西广大地K的许多游牧部落尚处于“亡君长．亡

常处"随畜迁移的啜始时代。到唐代，云南畜牧、比已相当发达．据樊绰“蛮书))昕述：

“天宝中。东北自曲靖州．南至宣城．邑落相墨，牛马被野。’’“猪、羊、描、犬、骡、

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牛更蒂生犊子。一家便有数卜头。”当时

不仅畜种多、数量大，而且已经知道利用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精细的饲养管理方法。并培

育出一批地方优良品种。出现了一些产良种的基地。如： “马出越赕川东西一带。⋯⋯

肯泉地美草，宜马．初生若羊羔，一年后纽莎为拢头縻系之．三年内饲以米清粥汁，五

年稍大，六、七年方成就，尾高尤善驰骤，la行数百里。本种多骢．故代称越赕g息’。"

“膝充及申赕砷；出马．次赕。滇池允佳。”“东爨乌蛮中亦有马．比于越赕皆少。"“变

书》还叙述各地饲养管理的差别： “一切皆野放，不置槽枥，唯阳甑咩硬大厘。逢川各

有槽枥．喂马数百匹。"从“大鸡永昌、云南出，重十余斤”、 “大等多从西羌铁桥接

吐蕃界。三千二千将来博易”的叙述。可反映出当时的群众已很重视选养体型大的备禽。

并通过贸易方式购买外地优良畜禽品种。

从《云南各民族古代史略))、 “滇海虞衡志))等史料来看．从唐至清，随着云南畜

牧业生产的发展．畜产品的加工和商业也兴盛起来．而畜产品的加工和商业的必盛又促

进了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霞要r。

在古代．马的用途很大．既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又为军事所需，发展马匹历来受到

重视。宋代．云南即以产马出名．产马地几遍全滇，云南马统称为大理马。朝廷派官员

在静江(今桂林)设马政．以茶易马，并作价收购马匹．云南马成批贩运到广西销售，

每年数于匹供军事硬民用。在清代．云南的马春夏常在山坡谷地放牧。秋冬放于水田有

草之处，由于牧业收益大，多将水田废弃不耕。作为秋冬养畜之地，故当时有“南中以

牲畜为富．故马特多"的记载。

牛是耕作的必需役畜。明初，云南没置卫所．实行军民鼹殖电田。省外汉族大量入

滇，参加嘎殖。由四川、湖南两省购入耕牛三万头．分发啭户使用。当时水牛黄，r-均有，

“黄牛特多．高大如水牛”．主要用途是“以耕田．以服车"以：5乏“以牛为食”。

少数民族地区绪的饲养数很多，均为放牧． “未有囚而豢于窒者”．常成群赶到城

市及集镇出售。肥猪有重达数百斤的。

马、牛、羊等牲畜经济价值高，豪门富户为增殖财富多成群饲养．以群汁敏．每群

少则数十头。多的上百成千， “其富搴几至以谷量马牛”。一般农户多为饲养鸡，鸭、

鹅等家禽。出售后以作购米、盐、布旺之资。

清代中叶，已有畜产加工品作为商品在市场销售。如“琵琶猪” (一种腌肉制品)、

乳扇、乳饼等。 一

1 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云南各族人民和

全国人民一样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限榨剥削．畜牧、业也受到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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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实行了一系列对畜

牧业保护和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经过各族人民的积极努力，畜牧业有了很大发展．

到l 980年末，云南全省存栏大小牲畜2738．77／头，其中大牲畜678．9万头、猪I．31 3万头、

羊746．87i只； 与1949年刚解放时相比(当时有大牲畜358．02万头，猪272．48万头．羊

205．1万只)，大牲畜增为1．9倍，猪增为4．82倍，羊增为3．65倍。1980年全省畜牧业产

值占农业总产值16．4％。

云南地方品种资源的特点

云南地方畜禽品种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畜禽种类多、数量大，品种资源丰富

云南现在饲养的家畜家禽有水牛、黄牛、牦牛、马、驴、骡、猪、山羊、绵羊、兔、

鸡、鸭，鹅等，国内通常饲养的家畜(除骆驼外)均有饲养，各种家畜家禽饲养的数量

也是全国较多的一个省份。应用于生产中的畜禽基本L是地方品种。1980一1981年全省

进行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仅据记入各地(州)市地方畜禽品种志(或畜禽品种资源调查

汇编、畜禽品种调查报告)的共有172个。编写列入本志的有：大理马、畴冲马、乌蒙马、

文山马，中甸马、永宁藏马、新丽江马、云南驴，邓川牛、文山黄牛、昭通黄牛、迪庆

黄牛、昆明黑白花奶牛，云南瘤牛、中甸牦牛、大额牛，德宏水牛、盐津水牛、滇东南

水牛，腾冲绵羊，昭通绵羊、丽江绵羊、宁蒗黑绵羊、迪庆绵羊、圭山山羊、龙陵山羊、

昭通山羊、云岭山羊、临沧长毛山羊、马关无角山羊，大河猪、撒坝绪，保山猪，滇南

小耳猪，明光小耳猪、迪庆藏猪，武定鸡、茶花鸡、尼西鸡、盐津乌骨鸡、西双版纳斗

鸡、厶南麻鸭、文山番鸭、云南鹅及曲靖免等45个品种。这些品种过去在云南畜牧业生

产中，为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后经过科学繁育，饲养，不

断提高其生产性能，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2．耐粗放饲养管理，适应性好．抗逆力强

目前农村饲养畜禽的饲养管理条件，较之解放前已有很大改善。但与现代畜牧技术

的要求相比，差距还相当大。一般而言，占云南总面积94％的山区，各种牲畜多数是以

放牧为主，只有哺乳母畜、哺乳期和断奶期的仔畜、育肥畜、役畜等才补饲为数不等的

精饲料。管理上，罔舍普遍较差，有的地方各种牲畜同关一圈．厩舍狭窄；有的地方采

用罔内积肥，圈舍阴暗潮湿。在这样粗劣的饲养环境中，牲畜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即使

遇到气候剧变或饲养环境有较大改变时。也比培育品种有较强的抵抗力和耐受力。

解放以来．云南各地弓!进了不少国内外优良畜禽品种 作为改良品种的亲本并进行

纯种繁殖．杂交后裔有的表现良好，收到了改良的效果；但其中不少品种由于不能适应

当前云南低水平的饲管条件，以矽采能发挥其应有的优良性能。相反．云南地方品种却

能在这样的低水平条件下提供一定数量的产品，如邓J||牛和尼西鸡在当地农村饲养水平

下，能年产奶838公斤．年产蛋150—180个左右。

3．地方畜禽品种类型多样．可根据社会需要发展多种类型的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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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和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云南畜禽品种多、类型多，

有的品种内尚有大，中、小型之别。例如：遍及云南中北部、海拔l，300一3，000米地带，

属西南型的大河猪、撒坝猪、保山猪等，是适应于温暖和温凉地区、省内分布面最广、

提供市场肉猪量最大的猪种；产于滇东的大河猪，还是供作腌制驰名中外“云腿’’原料

的猪种。分布于云南南部、海拔1．300米以下地带的华南型滇南小耳猪，是适应于热带、

亚热带地区的早熟、易肥、屠宰率高的锗种。分布于滇西北、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型

迪庆藏猪，是适应于高海拔地带、气候寒冷、耐粗放饲养的猪种。分布于滇西北纬25 j以

北、横断山地西南隅、海拔1．800—2．000米地区的 南、高原过渡型的明光小耳猪，是

南连德宏、北通迪庆走廊地带的山地小耳猪，兼有滇南小耳猪和迪庆藏绪的特点。在西

南、华南、高啄型猪的各个品种内，都有大、中、小型的区分。

其它音禽也有不同的类型。由于大多数品种都是未经系统选育的地方品种，可塑性

强，增产潜力大，在现有基础上，按照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云南的役、肉、奶，

蛋、毛、皮等畜牧业，均有丰富的品种资源可供选用，前途十分广阔。

三、品种形成和发展的环境条件

1．自然条件

(1)地貌类型复杂：云南省位于北纬21 8
7

32”--29—15
7

8”和东经97：3l
7

39“一106
4

1l
7

47“之间。东西距离为864．9公里，南北相距990公里，全省面积38．3万多平方公里，

是我国自然条件最复杂的省份之一。

云南全省为山地高原地形，基本上可分为两大地貌类型区。

滇东高原：大理与元江一线以东是滇东高原，又称云南高原。平均海拔在2．000米左

右，高原面保存良好，地面起伏和缓，高原面上有因断层陷落而成的湖盆和坝子(山间

盆地)。高原的东部广泛分布着石灰岩地层，发育着各种岩溶地貌；西部一般称为滇中

红色高原，高原南北两侧边缘由于河流长期侵蚀切割，比较破碎，有的已成为山地峡谷

相间的山地。高原面上尚有乌蒙山、梁王山、牛首山、六韶山等山地，均为云岭山系延

伸到云南东部的分支。

滇西横断山地：云南西部为我国著名的横断山脉南段(北段在川、藏境内)，也称

横断山脉纵谷区，是由南北走向的高黎贡山、怒山(也称碧落雪山)、云岭等高大而狭

窄的山脉与间列其间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几条河流，相持南下而形成的高山峡谷相

间的地貌形态。这块山地的北段属深切的高、中山峡谷类型，山高谷深、河谷狭窄、岸

壁陡峭、山势高耸；山地的绝对高度和相对高度都大，海拔一股都在2．500米以上，五个

高峰高度在4．000米以卜，较高山地的雪线约在4。50f)一5．000米以上。山地的南段属于中

山宽谷和中山盆地类型，是横断lIJ脉的余脉，主要山脉有怒山的余脉大雪山、邦马山、

高黎贡山的西部分支高黎贡山、槟榔山，以及云岭的余脉哀牢山与无量山等。南部山地

地势显著降低，一般海拔在1．500一2，500米之间，最高山峰在3．ooo一3．500米之间；山

地与河谷之间的间距比较开阔，多为宽谷、峡谷相间存在，山地的坡度也较北部为缓。

云南境内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94％；还有一些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山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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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和一些河流的宽谷河段(称为“坝子")镶嵌在辽阔的山地和高原中，海拔高度不等。

全省l平方公里以上的坝子约有1．442个，合计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6％。坝子地势平

坦、土层深厚、土质肥沃，人口密集，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基地。

云南全省地势西北最高，东南最低，高差极为悬殊。整个地势倾斜度不均匀，呈阶

梯状逐级下降，大体可分为六个层次。最高一层是滇西北5．000米以上的山地，处于横断

山脉的中、上段。山势高耸，河谷幽深；高黎贡山、怒山和云岭有两个山峰都在5．500米

以上，梅里雪山的主峰卡格博峰高度6．740米，是省内最高的山峰。最低地带为南部各

大河流的河谷底和其中的河谷平原，海拔高度不一。由数百米到数十米，不少地区只有

100米左右；河El县的南溪河流入元江的汇流部分，海拔只有76．4米，是全省的最

低点。

层状结构不仅在大范围内存在，在全省各个地区有时在一个县甚至一个区也有存在，

高低错落到处可见。由于全省地形复杂，海拔高低差异大，山川走向、地面坡度、坡位

坡向不同，因而对光、热、水等自然因素实行的再分配也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气候、

土壤、植被以至农耕制度等一系列的差异，为畜禽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生态环境，对云南

多种品种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2)气候类型多样，立体气候突出：云南地处低纬度地带．属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

由于地形错综复杂，地势北高南低．气候类型多样。在全省范围内，海拔高度每上升100

米，气温约下降0．7℃o中甸、元江年平均气温相差19℃左右，相当于从我国南部海南岛到

东北长春之间的年平均差。因此全省自南往北大体可分为北热带．南、中，北亚热带，

南、中、北温带以及高山苔原带和雪山冰漠带等多种气候类型．形成了云南特有的立体

气候。气候的垂直变化不仅表现在大范围内，一个局部(如从山麓到山顶)也有类似的

表现。

云南一般降水量丰沛，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平均在1．100毫米左右。每年11月到次年

4月，因受西方干暖空气控制。降水量很少。只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5％左右，是云南的

干季。5月以后，各地先后转入雨季．降雨量迅速增加，一直到ln月F甸后雨季结束。

雨季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总量的85 o a以上．多的达到90％。雨季中，降水又以6—8月

最为集中，占全年降水量的60％左右。由于云南地形复杂．各地降水量的分布亦有差异，

大致由北向南雨量逐渐增多。全省有四个多雨区和三个少雨区。多雨区的降水量为1．200

--2．500毫米，少雨区的降水量为500一800毫米。

云南位于低纬高原，热量资源丰富。冬季晴天多，日照充足，全省除滇西北、滇东

北少数地区外．气温都较高；全省大部分地区最冷月平均气温在7℃以上，全沙江河谷

地区及南部边缘的低热地区，最冷月平均温度在15℃以E。夏季由于雨热同季，阴雨天

多，大部分地区夏温不高，最热月平均温度只有19—22℃，基本上没有候(五天为一候)

平均气温大于或等于30℃的醋热期。

从日温变化来看，早晚较凉、中午较热，尤其是冬半年，日温差为12—20℃。在复

杂的气候条件下，云南裔禽的种类和品种较多，既有适应于热带、亚热带的畜种(如水

牛、瘤牛等)，也有适应于高寒山区的畜种(如牦牛、绵羊等)。一些适应范围较广的

畜种，大多存在着适应各种不同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品种或类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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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经济条件

云南是我国民族最多的一个省。六、七千年前N--千多年前，云南散居着的大大小

小农业部落和游牧部落逐渐形成多种不同民族。各族人民很早就与中原发生联系。省内

现在居住着汉、彝、白、哈尼、壮、傣、苗、回、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瑶、

藏、布朗、阿吕、怒、普米、崩龙、独龙、蒙古、基诺等23个民族和尚未确定族别的苦

聪人。全省三千多万人中，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伞省各县都有少数民族聚

居、杂居或散居。由于交通闭塞，加上历史卜长期遭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医迫，

各民族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也不同，经济和文化水平差异很大。解放初期。云南除内地

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于汉族外；在一砦边远地区，有的少数民族尚保留着农

奴制度、奴隶制度和残存着不同程度的原始氏族关系。由于家畜既是生活资料又是生产

资料，往往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在一些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家畜起到货币的职能作

用。因此，增殖家畜，。发展畜牧业是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民族有不

同的风俗习惯，因而在选择家畜上便各有其传统喜好，这对畜禽品种的形成和分布有很

大程度的影响。如：苗族多居山区，喜养黄牛；傣族、壮族多居坝区，喜养水牛；彝族

男女老少历来喜着黑披毡和用黑羊毛编织的“木字毡衣’’(形如披风。四川凉山彝族称

为擦尔瓦)，纳西族妇女要披黑羊皮，故彝族、纳西族聚居区，绵羊数量较多，而且黑

绵羊占有一定数量。再如，哈尼族以养花猪著名，胡蔚“南诏野史))、乾隆“开化府志))

都有这方面的记载。在一些少数民族中， “斗牛”、“赛马”至今仍是节日中的重要娱

乐活动，胜者披红挂彩，引以为荣，这对促进家畜的选择也起到一定作用。

历史上交通的闭塞、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缓慢。却对云南养马业的发展和马匹品种的

形成有可定的促成作用。当时沟通云南与中原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依靠马匹；云南成为

通往东南亚及中亚的通道后，交通工具也是马匹。由于交通事、皿发展的需要，云南各地

方的养马业逐渐发展起来，成为产马基地，并逐渐形成地方良种。如：乌蒙马、大理马、

丽江马，中旬马、永宁藏马等即产于云南通往四川、西藏必经之地的昭通、大理、丽江、

中甸、宁蒗等地；腾冲马产于通往印缅孔道的腾冲；文山马产于富宁和马关一带，是通

往广西和越南的孔道∥

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畜禽品种的形成关系密切，影响很大。畜牧业为种植、业提供资

金、耕作动力和有机肥料，种植业又为畜牧业提供饲料，农牧业是互相促进的关系。

因此．云南各地种植业发展盹差异、饲料种类及数量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畜禽的生理和

樨能，，速也是影响畜牧业发展程度和畜禽品种多种多样的一个重要因素。云南为农区畜
牧业，但山区面积大、草场广阔，历来各族人民把发展畜牧业和农业都放在重要地位，

因而畜种较齐全、畜禽品种繁多。‘革食畜与杂食畜比重大致相适，舍饲与放牧饲养相结

合，既可有效地利用农副产品。又可利用天然饲草资源，这种传统的牧养方式，是在云南

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这种方式，直到现在仍可扬长避短加以利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需要的增加，对畜牧业的发展和畜禽质量的提高也起到促进

作用。例如：宣威火腿的畅销对大河猪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邓川乳扇的制作和乳粉厂的

建立，带动了邓川奶牛的改良和提高；城市奶品需要的增加。加速了昆明黑白花奶牛数

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近年来，城乡肉品市场对瘦肉需要的日增．加速j，生产部门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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