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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予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畜禽遗传资源是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世界上畜禽遗传资源最为丰

富的国家之一，历史遗存下来的大量畜禽品种是巨大的基因宝

藏，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我国大部分畜禽地方品种一直广泛

应用于畜牧业生产，是培育新品种不可或缺的原始素材，在畜牧

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对一些世界著名畜禽品种的

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与

管理工作，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成立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

员会，切实加强畜禽遗传资源鉴定、评估等工作。同时，通过实

施畜禽良种工程、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等项目，不断加大投入力

度，建设了一批重点畜禽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我国的畜禽

遗传资源保护体系逐步完善。

在畜牧业生产中，畜禽遗传资源的数量、分布及种质特性等

始终处于变化和更新之中。忠实记录我国畜禽品种的培育和形成

过程，客观描述并科学分析畜禽遗传资源的种质特性及其与自

然、生态、市场需求的关系，对于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管

理，促进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满足人类社会对畜产品的多元

化需求，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30多年前，我国曾系统地开展了

一次家畜家禽品种资源调查。随着我国畜牧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大

量外来品种的引进，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为查清和掌握畜禽遗传资源状况，2006年农业部组织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部门、技术推广机构、科研院校及

有关专家，启动了“全国畜禽遗传资源调查”。经过两年多的艰

苦努力，基本摸清了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家底，掌握了大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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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和资料。在此基础上，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组织数百名

专家，历时两年编纂完成了《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孰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系统论述了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演

变和发展，详实记载了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最新状况，是一部体

现当代学术水平、兼具科学价值和时代特色的专著。志书的出版

将为国家制定相关规划、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培育畜禽新品种提

供科学依据，为科研教学单位和畜牧相关企业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凝结了国内畜牧业知名专家、学者

的大量心血和汗水。值此出版之际，谨向参与畜禽遗传资源调查

和志书编纂工作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祝贺!同时，诚

挚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国的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

事业。希望全国畜牧科技工作者再接再厉、开拓进取，为推动我

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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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吾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当今世界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生物多样

性包括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广义上，遗

传多样性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携带的遗传信息的总和；狭义上，

是指种内个体之间或一个群体内不同个体的遗传变异。畜禽遗传

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中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保护畜禽遗

传资源对于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满足人类多样化需求具有重

要意义。

在人类生活中，畜禽以肉、奶、蛋、毛、皮、畜力和有机肥

等形式提供了人类30％～40％的需求，这些都来源于40多个畜禽种

类的约4 500个畜禽品种，它们是人类社会现在和未来不可缺少

的重要资源。尽管畜禽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几个物种，但在长期人

工选择和自然选择下，产生了众多体型外貌各异、经济性状各具

特色的畜禽品种。不同品种间和品种内丰富的遗传变异，构成了

畜禽遗传多样性的主要方面。

我国畜禽饲养历史悠久，不仅是世界上家畜驯化的中心地区

之一，也是世界上家养动物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畜禽

遗传资源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具有很多优良的特性，诸如繁殖力

高、肉质优良、产毛绒性能好，以及抗逆性和抗病性强等特点。

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畜禽工厂化、规模化养殖的快速发展

和现代家畜育种理论和方法的应用，畜禽生产性能得到较大幅度

的提升。例如，成年母牛单产水平几乎是25年前的2倍，近十多

年来商品猪的背膘厚减少了30％多，肉鸡上市日龄缩短了近两周。



在取得这种辉煌成就的同时，畜禽遗传资源多样性也受到严重的

威胁。1万余年来人类对动物的驯化、饲养和培育，演变为近代

丰富的家畜家禽品种、类群等资源，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相当一部分地方品种或类群濒临灭绝，甚至消失。据联合国粮食

与农业组织(FA0)1993年统计，大约30％的畜禽品种资源处于灭

亡状态。

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状况也较严峻，根据全国第二次畜禽遗

传资源调查，15个地方畜禽品种未发现，55个处于濒危状态，22

个品种濒临灭绝。濒危和濒临灭绝品种约占地方畜禽品种总数的

14％。即便是群体数量尚未达到濒危程度的一些地方品种，由于

公畜数量下降，导致品种内的遗传丰富度也在降低。

(二)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国家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管理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使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与

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种畜禽管理条

例》，2006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对畜禽遗传

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作出了全面规定，明确了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

的责任，为新时期开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提供了法律

保障。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各地积极将资源

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予以支持，鼓励有条件的企

业和个人共同参与保护与科学开发，形成了以国家为主体、多元

化保护与开发的局面。

1996年，农业部批准成立了国家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

会，2007年更名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协助

行政管理部门总体负责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工作，负责畜禽遗传资

源鉴定、评估，新品种配套系的审定和进出口及对外合作研究的

技术评审，承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规划论证以及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的技术咨询工作。

按照“分级管理、重点保护”的原则，农业部于2000年公布

了《国家畜禽品种保护名录》，对78个珍贵、稀有、濒危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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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重点保护。2006年对名录进行了修订，更名为《国家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名录》，国家级保护品种扩大到138个。2008年、2011

年分两批验收并公布了137个国家级畜禽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

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制定和公布了省级畜禽遗传资源

保护名录，明确了地方品种保护的重点。

“八五”期间，国家启动了畜禽种质资源保护项目。根据

“重点、濒危、特定性状”的保护原则和急需保护品种资源的分

布情况，国家财政安排专项经费支持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工作。

从1998年开始，通过实施畜禽良种工程、畜禽种质资源保护等项

目，国家先后投入5亿多元资金，建设了一批重点畜禽保种场、

保护区和基因库，通过原产地保种与异地保种及细胞保存相结合

的方式，大部分保种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具备了开展保护

工作的必要条件，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

(二)

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关

注与高度重视。在1992年6月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包括

中国在内的167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畜禽遗传

资源被纳入其中。FA0于1993年正式启动了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

管理全球战略。1995年粮农组织遗传资源委员会(CGRFA)成立

了动物遗传资源政府问技术工作组(ITWG—AnGR)永久性政府闾

论坛，负责处理全球畜禽遗传资源方面的有关问题，包括编制技

术准则、制定标准、开展交流与合作等。2001年在FA0倡导下，

第一份世界粮食与农业动物遗传资源状况编制工作正式启动。

2007年在瑞士因特拉肯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动物遗传资源技术会议

上，正式发布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同时还发布了关于动物遗

传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因特拉肯宣言》以及《动物遗传资源保护

与管理全球行动计划》。

国际组织所做的工作旨在各国政府高度重视畜禽遗传资源的

保护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畜禽遗传资源多样性。“如果因为

不作为而使资源丢失，将是对先人的不敬、对子孙后代的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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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今全球畜牧业生产越来越依靠少数专门化“高产”品

种，畜禽遗传资源的多样性面临威胁，品种灭绝的速度之快令人

担忧。加强世界畜禽遗传资源的有效管理也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

项重大任务。落实动物遗传资源全球行动计划，建立合理的动物

遗传资源管理的国际框架和公正的利益分享机制，需要各国政府

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

我国是世界畜禽遗传资源大国，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球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

用日益显著。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动物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

成立以来，中国作为工作组成员国之一，连续担任了三届工作组

副主席，全面参与了《世界动物遗传资源状况》、《因特拉肯宣

言》、《动物遗传资源保护与管理全球行动计划》和《资源调查技

术手册》的起草工作，主持了亚洲地区区域磋商，承办了亚洲地

区动物遗传资源技术研讨会等。我国政府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方

面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成绩，以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受到

了国际社会的赞扬，得到了认可。

(四)

为了摸清我国的畜禽品种资源状况，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

开始，就着手畜禽品种资源调查。1976年初畜禽品种资源调查

被列为全国重点研究项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开展全

国性调查。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历时九载，于20世纪80年代中

期陆续出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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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马品种志》5卷志书。这是我

国首次出版的系统记载家畜家禽品种的志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

值，在畜牧界享有较高声望。

畜禽遗传资源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畜牧业发展方

式和生产水平经历了质的飞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畜产

品市场需求不断变化，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畜禽遗传资源的认识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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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品种资源研究领域不断出现新发现和新成果，亟需收集、整

理、归纳和总结。

2003年原国家家畜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组织制定了《畜禽

遗传资源调查技术手册X 2004年选择辽宁、福建、四川和贵州

四个省开展了调查试点工作，2006年农业部印发《全国畜禽遗传

资源调查实施方案》，资源调查工作全面展开。

这次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性畜

禽遗传资源调查，各地重视程度之高、财力物力投入之大、覆盖

面之广、参与人员之多，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30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6 900多人参与了调查工作，中央及地

方财政投入资金4 500多万元用于调查及《中国畜禽遣传资源志》

编写工作，共调查了1 200多个畜禽品种(资源)，撰写调查报告

2 150份，拍摄畜禽品种照片约21 300幅。与以往相比，此次资源

调查的内容更加详细、深入，调查报告更加充实、规范。经过四

年多的艰苦努力，基本查清了我国畜禽遗传资源的现状，摸清了

家底，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编撰《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

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是在全国畜禽遗传资源调查的基础

上编纂完成的，共分七卷，分别为《猪志》、《家禽志》、《牛志》、

《羊志》、《马驴驼志》、《蜜蜂志》和《特种畜禽志》。其中，《蜜

蜂志》和《特种畜禽志》为国内首次出版。各卷志书按照统一体

例编写，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系统地论述了畜种的起源、

演变，品种形成的历史，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状况等。各论部分共

收录畜禽品种700余个，详细介绍了每个品种的产区与分布，特

征和特性，保护与研究以及开发利用前景。每个品种均附有彩色

照片。

志书的主体部分源自各地提供的畜禽遗传资源调查报告。在

编写过程中又经历了多次整理、修改，凝聚了许多参与资源调查

和资源志撰写的基层科技工作者和专家学者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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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故不再署执笔者姓名。在此，谨向为资源调查和志书编写提

供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的单位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

张劳、钱林、尹长安等老专家参与了全国畜禽遗传资源调查

资料汇总、整理工作，农业部畜牧业司、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

会办公室和全国畜牧总站畜禽牧草种质资源保存利用中心的工作

人员邓荣臻、王健、邓兴照、徐桂芳、刘长春、于福清、张桂

香、薛明、关龙、杨君、顾英等同志参与了资源调查和志书编写

的组织、协调和保障工作，一并致谢。

所有参与资源调查和志书编写的人员，胸怀责任感和使命

感，以对前辈敬重、对后代负责的态度，求真务实，兢兢业业，

力求尽善尽美，力争编纂出一部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志书。但限于

专业水平和资料条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和

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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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编委会



本志前言

我国养蜂历史悠久，蜜蜂遗传资源丰富，但蜜蜂遗传资源志

书一直空白，2006年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将编写《中国畜禽

遗传资源志·蜜蜂志》(简称《蜜蜂志》)列入《中国畜禽遗传资

源志》编写计划。为了更好地完成《蜜蜂志》的编写工作，2008

年由9位专家组成编写组，负责本书的编写工作。编写组在国家

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的领导下，经过两年的努力，现已全面完成

《蜜蜂志》的编写工作。

编写组成立后，召开了5次编写工作会议，对编写任务按遗

传资源、培育品种和品系、引入品种和品系进行了落实分工，实

行分头撰写、集中修改的方法，积极推进编写进度，提高编写质

量。由于是第一次编写《蜜蜂志》，没有参考文本，各地现有的

蜜蜂资源调查材料较少，数据不全，缺乏历史资料和技术资料，

为此，编写组专家按照编委会的要求，认真查阅文献史料，并

深入湖北、广西、广东、湖南、浙江、吉林、黑龙江、山西等

12个省、自治区现场调查研究，核实数据，收集第一手资料，补

填书稿内容中的空白。

本志书包括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着重阐述了中国蜜蜂的

分类和起源、中国蜜蜂的形成、中国养蜂简史、蜜蜂遗传资源状

况、蜜蜂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各论收录蜜蜂遗传资源28

个，其中地方品种13个，培育品种(品系、配套系)7个，引入

品种8个。每个品种按产地与分布、来源、特征和特性、保护利

用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同时收录了我国现有的大蜜蜂、小

蜜蜂、黑大蜜蜂、黑小蜜蜂，以及熊蜂、无刺蜂、切叶蜂、壁蜂

等传粉经济蜂种资源。志书共插入各品种蜜蜂三型蜂、蜂巢、蜂



场、蜜源植物等照片221张。这些文字和照片展现了我国丰富的

蜜蜂遗传资源和蜜源植物生态资源所形成的蜜蜂文化。

《蜜蜂志》收录的蜜蜂品种、品系、配套系，均经过国家畜

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核确认，原则如下：一是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委员会审定通过的蜜蜂品系、配套系和鉴定通过的遗传资源；

二是《中国畜禽遗传资源状况》(2004年)已收录的蜜蜂遗传资

源；三是农业部批准引进的蜜蜂品种。根据种群分布、种质特

性等，志书对各地上报的同种异名蜜蜂进行了合并统一，如皖

南中蜂并入华南中蜂，重庆中蜂并入华中中蜂，东北型中蜂并

入长白山中蜂。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蜜蜂志》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中国蜂

种资源的专著，在编写过程中，编写组力求客观反映历史和现

状。为此，遵照有关规定，清理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涉及

编写《蜜蜂志》的有关问题，初步摸清了我国现有蜜蜂遗传资源

的形成历史、分布范围、特征特性、生产性能、濒危程度等，为

全国蜜蜂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依据。编写《蜜蜂志》，

既回顾了我国的蜜蜂资源和蜜蜂文化，也展示了现代蜜蜂遗传资

源的发展和保护利用现状。但鉴于编写志书经验不足，水平有

限，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请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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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蜜蜂志》编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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