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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序

t：i ，：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是我国畜牧方面的一部重要专著。． ．

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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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并动员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

F爹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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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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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的专著。我们向参“

一；： 与调、查研究和编纂．72作的同士r。2们表示感谢和祝贺。。 ，。。

．

二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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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下的极其宝贵的财富，是一个天然的畜禽品种“基因库”。 2

”?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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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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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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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畜牧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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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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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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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鬈，‘ 《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谤，不仅全面地、系统地记载了我国的家畜 +．

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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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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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婺 7济的l、科学的意义。 ，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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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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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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的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
， ，

，， t’· ， ；。 t

，一 ，j，·．。 一九八四年六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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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是世界上家畜家禽驯化最早的国家之_。我国各地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

有家畜、家禽的遗迹。在浙江河姆渡、西安半坡村、山东大汶口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及桂林甑

。皮岩洞穴遗址中，发现不少猪、鸡等畜禽的遗骸，’经考证和测定，：证实我国养猪养鸡至少有

六、七千年的历史。此外，还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鸡。．、过去认为

鸡起源于印度、印度支那、马来群岛等南亚地区；’我国上述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鸡的遗迹、遗

+骸、陶鸡等，均足以证明我国也是鸡的起源地之一∥而且在云南西双版纳等地的丛林中，至

今还栖息着家鸡的祖先——红色原鸡。：。 。一i‘．，一．
。

；．j 袅!一，一．r。。

我国也是世界上家畜家禽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在驯养畜禽的

过程中，经过辛勤劳动和精心选择，培育出许多品质优良丽又各具特色的家畜家禽品种。在

猪种资源方面，如太湖猪是以繁殖力高而闻名于国内外；-。金华猪和乌金猪是腌制著名的“金

华火腿。和“云腿”的原料猪；荣昌猪所产的鬃毛，既长而又洁白光泽，在国际市场上久享盛

誉；香猪是我国特有的小型猪种，适合做烤猪和试验动物。在家禽资源方面，有闻名予世的

北京鸭；有年产卵二百八十枚以上的绍鸭和金定鸭；有生产肥肝的优良品种建昌鸭；鸡的品

‘种更是多种多样，九斤黄和浦东鸡是体型大的肉用鸡；北京油鸡和惠阳胡须鸡以肉质鲜美为

特点；丝毛乌骨鸡又是我国特有的药用品种，早在4915年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过，博

得世界各国的好评。牛、羊、马j驴的品种资源也极为丰富。我国的秦川牛、南阳牛、鲁西黄

。牛历史悠久，为优良的地方品种；滩羊是以产优质二毛裘皮而著称的绵羊品种；湖羊是我国

劳动人民经过八百余年精心培育的羔皮用绵羊品种，羔皮色白光润，r具有美丽的波浪状花

纹，为世界裘皮珍品。济宁青山羊繁殖力高，所产青猾子皮板质轻、光泽好、花纹美观。。河曲

马、伊犁马、；河马、关中驴等都是闻名的良种。骆驼、兔及特种经济动物的驯养历史亦很悠

久，如梅花鹿以生产名贵药材——鹿茸而驰名中外。
‘

，，j 。，一．， 。。

、

+我国的畜禽品种不仅以特有的经济价值著称予世，而且对世界著名品种的形成有过重

要的影响。‘早在=千多年前，当时的罗马帝国就引进了我国猪种，用来改良他们原有猪种晚

熟和肉质差的缺点，进而育成了罗马猪。十九世纪英美等国又引进我国广东猪种，在育成巴

克夏、波中、大自等猪种的过程中都掺入过中国猪的血统。我国鸡种也同样早就输出国外，

被培育、改良为优良品种，如奥品顿鸡就是引入我国黑狼山鸡培育而成的，世界名种鸡白洛

克、芦花洛克等鸡也含有中国鸡的血统。可见，我国的优良家畜家禽品种在育成·些世界名

种的过程中，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这些珍贵的资源，不仅是我国的，而且是世界人民的共

。 同财富。。尹、；：一-j j：．。：．‘j 一。；．．： ；： ；j一。、．!．。’：。+j．⋯：t驴i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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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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部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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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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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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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在农委或畜

牧(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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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畜禽品种的形成历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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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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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畜禽品种志的编写提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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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种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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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全国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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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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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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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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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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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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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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口同种异名。或“同名异种。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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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畜牧(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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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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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能见到出版，

深表惋惜和悼念。。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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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历史悠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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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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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畜禽品种(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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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质好等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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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和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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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资料数据库和基因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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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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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书是在全国家畜家禽品种资源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来的材料

以及我国各地的畜禽品种志和有关牛种的史料，加以考证、核实编写而成的。通过本志的编
，： 。写，基本弄清了我国牛种的起源与驯化，我国古代名目繁多的牛种名称，：牛种中各品种的分

布、外貌特征和生产性能等情况；初步解决了各牛种(属)的类型划分和同种异名等问题，为
j 今后制订牛品种区域规划和开展育种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科学资料6⋯；’。，：’，

’

．

．．“ ‘中国牛品种志》(以下简称许志》)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论述中国牛种发展历史和现
状的专著。内容包括8概论?和盘各论碧两大部分。0“概论。主要阐述：我国牛种在动物分类学

上的地位，我国牛种的起源和驯化，我国古代的牛种，中国牛种的分类、分布和利用，我国近
’

代牛种改良、发展和某些品种的变迁动向以及牛种的展望；g各秽按不同牛种分别介绍各品
种的产地与分布，形成历史，体型外貌，生长发育，生产性能，繁殖性能，生物学特性或适应性

能，杂交效果和评价与展望等内容。凡纳入<牛志》的品种必须具有一定的数量和具备某些

优良的经济性状。根据这一原则，此次纳入本志的共45个品种，其中地方品种34个(黄牛

28个，牦牛5个，水牛，1个)，培育品种4个，引入品种7个6：。书末附有各品种牛的彩色公母

侧身照片。． 。。 ，。j
· ㈡、，．。 ．．一。 ‘一，

4

瘤牛与黄牛起源相似，我国习惯上称为黄牛，故本书将雷琼牛、云南高峰牛等瘤牛型品

种亦并入黄牛一类，加以介绍。． 、 ，t-}二
t·

．．”一，’|．．’
‘

。几个不同牛种(属)中，黄牛、特别是南方黄牛存在同种异名的问题较多。1982年通过

分区考察，按照《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的有关规定，一些地区黄牛的同种异名问题已

初步得到解央。可能还有一些省、自治区交界地区的黄牛存在同种异名问题，今后将继续进

行考察，妥善予以解决。现将已经初步解决的属于同种异名问题的黄牛品种合并如下：‘：

．

， ～． 合并后的品种名称，．4。．j t一． ，，合并的品种i’。j：‘’。 i·

’

． 。秦川牛 陕西的秦川牛，甘肃的早胜牛 ．‘：。

巴山牛
’’

四川的宣汉牛，湖北的庙垭牛、竹溪牛，
陕西的西镇牛、平利牛和赤崖牛

!

‘延边牛，。 吉林的延边牛、长白地方牛、辽宁的沿江
．。

’。。

! 牛，黑龙江的朝鲜牛

大别山牛 ， 安徽的大别山牛和湖北的黄陂牛； +，

、

· 雷琼牛 广东的徐闻牛和海南牛
’ ’

盘江牛 。 ，广西的隆林牛，贵州的关岭牛、云南的文 ．

‘

山牛 一

，

一 巫陵牛 ，．湖北的恩施牛，湖南的湘西牛，贵州的思
”

． 南牛 。
．

上述。雷琼牛，、4盘江牛J和。巫陵牛，的命名，系本志编写组在审、定稿时反复推敲、集体

- 6·，o．{‘．|。o?。：、l：∥’一■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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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初步意见。读者如有更适宜的命名，希随时向各自的省、自治区畜牧钡导机构提出建

议，并推荐给《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以便再版时参考采用。

关于我国水牛是否只有一个品种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了反复讨论，初步认为我国水牛

只：有体格大小的差别，并无外貌和头颅结构的不同；近年来，全国水牛育种协作组曾调查

了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水牛，召开了全国水牛学术讨论会，专门讨论了水牛类型的戈!1

分问题，全体与会代表基本同意我国水牛只有一个品种。并根据其地理分布，划分为滨海

型、平原湖区型、高原平坝型和丘陵山地型四个类型，每个类型中列举其主要地方良种类

群，不作为独立品种进行介绍。
’’

’一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首先科学地归纳了我国古代牛种间的关系和现今各地方良种牛形

成的社会和自然因素，然后吸收中外学者对我国牛种分类的观点，合理地提出了现有牛种的

分类方法；并且引用大量考古文物论证我国牛种的悠久驯化历史，不少牛种驯化时间比外国

早，且当前陆续还有这方面的报道，证明我国是世界上牛种基因库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其

次，通过榛牛发展线索的记述，强调人在地方品种形成中的历史作用，人们本身在选种知识

上的长进和服务于社会的意义；通过同种异名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把自然生态条件对品种的

．作用和人类对地方良种的选育作用突出得更为明显，把几个跨省的品种描述得更为生动；在

概述古代牛种时，强调追踪古代牛种变迁的线索并加以评议，而不是名字的堆砌；在提出展

望时，以明确的观点把品种的生存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孤立地

侈谈品种的固有长处。

在各论的编写上，既尊重和采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资料和评述，又有选择地对待各

种史实和数据，避免可能的误失和不全面之处。因此，本志是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

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一章节都闪烁着他们劳动的结晶。但有一点要加以说明的，有些品

种由于条件的限制，缺乏系统、完整的科学试验材料，这次未能上志。希望有关单位在今后

工作中加强科学试验，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此外，由于我们工作不够深入以及限于水平，

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及时提出指正，以供再版修订时参考。 ，

本书是在《中国家畜家禽品种志x编委会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并与其他畜禽品种志编

写组不断交流经验而写成的。在编写过程中，承蒙黑龙江省畜牧兽医研究所骆志安同志协

助编写“夏洛来”、8海福特9等品种；广西畜牧兽医研究所黄鸣同志协助编写。尼里一拉菲水

牛。；编写组秘书苏慧珊同志在黄牛考察和绘制牛种分布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此一并

致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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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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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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