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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U 言

畜禽品种资源调查，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开展科学研究

的基础，也是充分发掘我国畜禽品种的丰富遗产，搞好品种

区域规划和品种改良，提高畜群生产力和个体生产力的基础

工作.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品种资源调查。全国制定的 108 项

科研项目中，农业资源调查列为第一项，畜禽品种资源调查

是全国农业资源调查项目的内容之一，农业部列为06畜牧业

科研项目的第六项。

根据中央农业部、省农业局关于开展畜禽品种资源调查

的要求，结合我州畜禽品种资源长期不清的实际状况，为摸

清家底，做到胸中有数，为搞好品种区域规划和品种改良提

供科学依据， 在州农业局的主持下，全州十三个县(市) , 

共组织了十三个、一百四十五名技术人员参加的畜禽品种资

源调查专业队，于一九八0年五月初到八月初，分别深入到

畜禽品种集中产区的六十九个公社，二百九十三个大队，

一千六百九十二个生产队进行实地调查。实测猪1047头，马

347匹，水牛1527头，黄牛780头，奶牛879头，驴322匹， 绵

羊115 0支，山羊260支，鸡2370只，鸭210只， 鹅995只，兔

495只。共体尺测量各类畜禽10384头(只)。屠宰测定黄牛13

头，奶牛 6 头，水牛 4 头，驴 5 匹 ， 猪16头，(收集猪头骨65

个)，山羊13支，绵羊10支，鸡41只，鸭20只，鹅12只，兔10

只.共写出专题报告十六个。

通过全州畜禽品种资源调查，取得的成绩是:



一、基本摸清了我州黄牛奶牛、水牛、马、驴、猪、

山羊、绵羊、鸡、鸭、鹅、兔等十二个地方畜禽品种的数

量、质量状况，桶写了地方畜禽品种志，填补了地方畜禽品

种资料的空白。

二、发掘了畜禽品种资源.如卵重突出的漾痹黄鸡，以

产卵多著称的云龙矮脚鸡，有一定产奶性能的剑川山羊等。

三、总结了群众饲养畜禽的经验，正确地评价了各品种

的优缺点，初步提出了今后的选育意见.

四、培训了技术力量。通过畜禽品种资源调查，许多同

志提高了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畜禽品种调查资料来之不易，为珍惜和利用调查资料指

导畜牧业生产，我们将各县(市 )的专题调查报告，经修

改，审定，桶成了《大理州地方畜禽品种志 》。这本品种

志，概述了各畜禽品种的形成，分布，体型外貌和生产性能

等方面的情况，是一本畜牧技术性的资料书，可供畜牧兽医

战线基层干部，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大理州地方畜禽品种志》的编成，是全州十三个县

( 市)农业局、畜牧兽医站和直接担负畜禽品种资源调查的

同志们共同努力的成果。本志，先是由十三个县(市)负责调

查的同志共同修改、 审定，最后得到宾川仁大理、 弥渡三个

县畜牧兽医站的大力支持，抽出人员参加编写组 作最后修

改、审定、校对、直至付印的全部工作，在此，我们一并致

谢 !

本志，资料尽量做到核实、查对， 力求，准确，但由于有

的原稿资料不全和材料本身的局限，加之我们编辑水平所

限，缺点、错误一定不少，恳请上级有关部门和畜牧兽医战



线的同志们给于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订时，使本志更臻完

善.

编者

一九八0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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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地方畜禽品种概述

大理州位于云南省西部，地处东径98 0 55'一101.02' 、北

纬24.40'一26 0 47'.东与楚雄州的南华县相连，南与思茅、临

沧地区接界，西与保山接让，北与丽江、怒江地区毗邻.点

苍山、鸡足山雄峙1耳海之滨，山川明媚，景色秀丽。交通运

输事业发达.以自治州首府下关市为中心，公路四通八达，是

滇西的交通要道。境内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主产大米、小

麦、玉米、蚕豆、棉花等。物产丰富、水草丰盛，为畜牧业

的发展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我州畜牧业得到很大

发展.一九七九年全州共有各类大、小牲畜243万多头，为

解放初期一九五二年的204侈，占全省大小牲畜总数的十分

之一左右。

各族人民从事畜牧业生产历史悠久。据《后汉书·安帝

记》、《桂海虞衡志》等史料记载 u 大理马为西南番

之最"、 "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唯地愈西北，则马

愈良"说明大理马早在汉代时就以良马著称。到了唐朝初

年，再海地区已经是"户口殷实"、"邑落相望"、"牛马蔽

野"、 e收获与中夏(中原)同"的粮丰畜旺地区。白族人民火

把节吃生猪肉，以示纪念松明楼事件，是大理猪种形成历史的

标志.清代嘉庆元年，邓川奶牛巳成为当地人民重要的经济

来源.据《邓川州志》记载凡家馁四牛日作乳扇二百张

八口之家足资府仰矣.故彼户尚之与骤马羊东同擎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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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到了清代，我州不但有了著名的邓川奶牛品种，而且各类

牲畜品种齐全.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 广大劳动人民积累了

丰富的养畜 ( 禽 ) 经验，对畜禽的选择和培育具有独特的民

族传统。既有运用近交凡殖的方式，也有"十里不选种" 的

经验。并善于把外形和生产性能结合起来进行选择，有白毛猪

为不祥之兆和"长猪、 短马 、 称陀牛"、 "看母留子， 娘肥

儿壮"的实践选择经验。传统的 "大理三月街"、 "再源渔

塘会"、 "鹤庆松桂会"等骤马交流会对牲畜品种的选择和

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了我州一 些适应性

强、 耐粗饲、肉质好和生产性能高的家畜家禽品种.

我州土地辽阔，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有"十里不同天"

的立体气候特点。劳动人民经过长期选育，形成了许多适应

不同农业区域的优良畜禽品种和类型，品种资源丰富，品质

优良，对我州人民的生产生活起了重要作用。现将我州地方

畜禽品种资源概述于后。

一猪种资源:

据再源、弥渡、宾川i、大理、巍山等五个县猪种资源调

查资料分析，我州地方猪种基本属西南型脂肉兼用型猪种。

特点为头大而平直 ， 额部多有旋毛或横行皱纹， 皱纹有的呈

八卦形或八卦不全。 耳中等大小、前倾下垂。四肢结实，无

卧系，适于放牧词养.毛以全黑或全红。全黑毛约占80%全

红毛约占20q奋， 奶头-般 5-6对产仔数一般 8-10头 ，

初生个体重一般0.5一0.7公斤.育肥猪在吊架子育肥的饲养

条件下，日增重一般150一180克; 在直线育肥的饲养条件

下，日增重一般超过400克。五月龄前增重较慢，以后增重

强度加大。肉料比一般为1 :2. 5至3 .0.屠宰率一般 在70%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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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腹脂一般占1同体重的10% 以上。对青、粗料有较好的利用

能力. 母性强，哺育率高，肉质好.

二、牛种资源z

全区有黄牛、水牛、奶牛、艳牛等四个牛种。以黄牛居

多， 占总牛数的70 0/0 以上。

黄牛: 我区黄牛属役肉兼用型黄牛品种。体 型较 小。

据南涧县调查资料， 成年牛一般体重200公斤左右，条件好的

地区体型稍大。毛色以黄色、草白色居多。大部份有角， 角

粗短。公牛一般有10厘米左右的肩峰。屠宰率一般在40-50%

左右，净肉率一般35-45%之间。肉质好。 最大挽力占体重的

50%以上。耐粗放饲养。产棋年龄一般是囚一五岁产第一胎。

水牛: 据下关、弥渡两县 〈市) 调查资料和有关文献材

料分析，体型外貌， 生产性能相似沼泽型水牛品种。 多来源

于丽江永胜和临沧地区。

奶牛:邓川黄牛是我州独有的地方奶牛品种。全区有奶

牛一万余头.除主产区的再源外，鹤庆、大理、下关、弥渡、

祥云均有分布. 据再源、县调查资料，邓川奶牛的形成已有几

百年的历史.成年牛一般体重在250公斤左右。 体躯结构紧

凑，后躯发育较好，乳头短， 乳静脉明显o 300天的产奶量

平均为838.3公斤( 307.5-1531.5公斤)。含脂率高， 平均

含脂率5.58 0/0， 奶味芳香.毛色有紫红、黑牛红腰线、 黑栗

色红腰线、 黑、黄、 草白 、 马蜂色和灰青色等多种。一九五

四年引入荷兰牛改良，目前全县杂交牛占总牛数的18.4侈，

杂交奶牛占奶牛总数的36.1 畅。 邓川奶牛仍占居主要地位。

f毛牛z 全区词养总数一千余头。主要饲养于剑川老君

山，大理花旬坝两个农牧场。 来源于丽江、中旬。词养历史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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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

三、马、驴品种资源z

驴z 全区有驴七万五千多匹，居全省第一位.主要分布

于祥云、宾川 l 、弥渡、 巍山等县。据祥云县调查资料，我区

驴体型较小，体高一般的一100公分。特点是z 性情温顺，

易于调敦，抗病力强，吃苦耐劳。驮运50-60公斤一般日行

30公里。 擅长山路运输，羊肠小道行走自如。肉质细嫩味

美，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称 誉 .屠宰 率近似黄

牛，驴皮可制"网胶"毛色有灰、黑、栗、白等种，以灰

色毛居多。一九六四年引入关中驴改良，现杂交驴占全县总

驴数的20%左右.

马z 大理马汉代时就以良马著称.现有马九万余匹，分

布于全区各地，但以鹤庆、宾川|、巍山、大理、剑JII ， t耳源

等县饲养最多。大理马可属西南型马种.特点是 z 体质结

实， 善走山路， 役用性能好，驮运65公斤可日行30公里，最

大速力 1 ， 5公里/分钟。凡殖利用年限长，母马终生产驹一般

7-9 匹， 最高达15匹。道应性强，耐粗放词养。一九四五

年起，先后引入良种马改良，目前杂交马约占总马数的40%

左右.

四、山、绵羊品种资源z

山羊z 全区有五十二万多只，多分布于全州各地山区.

饲养量最多的是云龙、永平、 宾川、南涧、弥渡等县，均

未导入过外血。据剑川县调查资料分析，近似克什米尔山羊

品种.特点是肉皮兼用.公、母羊多数有角有须，被毛全黑居

多，青色、深褐色、白色较少。成年公羊被毛粗长。成年羊

体重一般30-35公斤左右，屠宰率一般在40% 以上，肉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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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遭味小。泌乳期一般五个月，日产奶量 1 一1.5公斤.双

羔率占30%左右，三羔率约 1%左右.一年产两胎的母羊占

8%左右.产羔率平均为136 .4功。善于登山，采食能力强.

绵羊z 全区有绵羊十五万余支，主要分布于云龙 、 剑

JJI 、再源、合庆等县的高寒山区。 据云龙县调查资料，属毛

肉兼用型品种。被毛多为全白色，但头及四肢多为杂色毛。

年产一胎一羔，年产毛量一般0.5-1.0公斤，毛长5-8 公

分，羊毛细度36-48支纱.成年羊一般体重25-30公斤， 屠

宰率40% 以上。抗病力强，很少患腐蹄病.

一丸五四年后，引入细毛和半细毛羊改良， 目前杂交羊

占总羊数的10%左右。

五、 家禽品种资源:

鹅z 全区饲养数量不多，主要分布于回族聚居地区，属

小型雁鹅品种。据永平县调查资料，成年鹅体重一般 5-6

公斤，年产卵量20一30枚，卵重150-160克。毛色有雁色 、

白色两种。 头型有大、小凤团和毛凤团等类型。抗病力强，

母鹅就巢性强。

鸭 z 全区鸭均属小型鸭种，羽毛有黑、白、花、麻等几

种.成年鸭体重一般1.5一2.0公斤，年产卵120一150枚，卵

重80克左右、无就巢性。

鸡 z 全区词养数约二百万支，分布极广。山区的鸡种一

般较大，坝区的鸡种一般较小。据漾澳县调查资料，漾澳黄

鸡年产卵100-150枚，平均卵重60.65克。据云龙县调查资

料矮脚鸡年平均产卵200枚以上，卵重50-75克。成年鸡体

重一般在 2 公斤左右。全净膛屠宰率80%以上。全区鸡种资

源丰富，已知还有珍珠鸡、乌骨鸡、 赤轴辘鸡、瓢鸡、斗鸡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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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些优良品种及类型的鸡种，有待今后发掘.

六、 兔种资源:

全区有本地家兔 、大耳兔和长毛兔三个品种。家兔为我州

原有的家兔品种。大耳兔、长毛兔均是五八年后引入的外地

品种。家兔主要是肉皮用品种，体型较小。据祥云县调查资

料，成年兔体重一般 1-1.5公斤。 奶头 4 -5 对，年平 均

产仔7.03胎，每胎平均产仔8.78支，凡殖力极高， 一支成年

母兔年可凡殖仔兔50-60支。屠宰率40%左右 ， 肉质细嫩，

但稍有草味。 被毛短粗以灰、 白色毛居多。 眼色一般白毛兔

为红眼:黑毛兔黑眼;黄、灰色兔为兰眼。一般无肉罄。 抗

m癖病、球虫病能力强于外引品种.

. 6 . 



邓川 奶牛

邓川牛是著名的地方奶牛品种，因主产于饵源邓川地区

的江尾、右所，故有邓川牛之称.

邓川牛体质坚实，能耐粗放饲养，抗病力、适应性强.具

有一定的泌吼能力 ， 三00天产奶量平均为838.3公斤( 30 

7 . 5-1531.5公斤 )。含脂率高，平均含脂率为5.58场，奶味

芳香， 而深受群众欢迎.

一、产区自然条件及农牧业情况

再沉县是山坝复合地区，位于北纬26 . 7' ，东 经99 0 57' ,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县城海拨2067公尺. 最低1678公尺， 最

高2678公尺。年平均气温14'2 0C ，最高29 "C ，最低 -4 "C. 

年平均湿度69份，年平均光照49fð奋， 全年 日照 2167/J、时，

年平均降雨量775.8毫米。 雨季多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

无霜期225天.有梅茨河、弥宜河、 黑惠江，并有花碧湖，海

西海、西湖等湖泊，水利条件较好。土壤主要为黑钙土， 其

次为红壤土.

总面积三百九十六万一千五百亩(一千六百四十一平方

公里 ) ，总耕地面积三十三万三千三百八十九亩。 其中:水

稻面积十七万五千亩， 杂粮九万九千亩 ， 经济作物一万三千

亩.有 11个公社 ， 128个大队， 1 49 3个生产队，四万六千户

(农户)，廿五万人.七九年粮食总产一亿五千九百万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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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均六百六十斤，小春作物中蚕豆种植面积有八万多亩

(亩产三百斤) .为饲养轧牛提供了大量优质词料.

全县有山林二百多万亩，草山草坡六十万亩，坡度在三

十度左右的约占一半. 草场植被以禾本科为 主，复盖度在

80%以上，主要有茅草、莎草、巴根草、马豆草、黄花草、

奶浆草等，草高10-80公分，每亩可产干草约二百公斤。湖

泊河道中有较多的水花生、蕉草、水芹菜等.草坡多数放牧

利用，或刘割青、干草.七九年畜牧业收入783万元，占农

业收入的230奋，农户交售牛奶收入72万元，出售乳扇收入约

20万元.交售莱牛一千多头， 出售小牛、耕牛一千多头收入

20多万元.

二、品种形成

(一)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经济规律的作用是邓川牛形成

的重要因素.

邓川农民素有饲养奶牛的习惯.由于长期利用牛奶加工

吼扇，促使了筑牛的发展.现扇和奶牛是集市贸易的主要商

品.据五四至五五年统计，右所街上市筑扇每月均在七千公

斤以上。八0年一至四月份，商业部门在十个街天共收购乳

扇一万一千三百多公斤.自五九年建立邓川奶粉厂以来，更

保障了鲜奶稳定的销路.

i耳源县各族劳动人民对饲养乳牛有悠久的历史和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据清代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 .邓川州志记

载"凡家馁四牛日作乳扇二百张八口之家足资府仰矣.故

彼户尚之与骤马羊东同擎息.可见养牛业在农村经济中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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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位，促成了邓川牛的形成和发展.

(二)群众的选育经验和饲养管理.

在长期的饲养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选育经验， 特别是

和泌乳相关的体型、毛色、 乳房等的选择.在毛色上选'紫

红牛、铁鼻铁尾'和"黑牛白奶包"的母牛，这些牛因乳脂

率高，可做上等乳扇.在乳房上选择 "奶底平、奶眼宽、奶

筋粗 ( 乳静脉粗似黄瓜藤， 向前胸引伸) " ，则泌筑期长，

泌乳量高. 在体型上选择"四大六开"的体型。 It四大"即

身子大、 龙骨大、坐骨大、四腿大 。 "六开"即脑门开、前胸

开、 气堂开、阴门开、 奶底开、奶眼开"尾巴选 择 e金线

吊葫芦尾帚要"乌云盖雪

每头奶牛每天喂给蚕豆0.5-1.0公斤，豆辙1. 5-4.0公

斤，稻草5. 。一10公斤，青草季节尽量利用青草，冬季补充胡罗

卡，蔓青等多汁料。此外是 2-5 天喂食盐蚕豆面水一次.

邓川牛一般每天喂料二次 ， 于挤奶前将浸泡过的蚕豆与

豆糠加水拌匀混合喂给，青草或稻草分三至五次喂给，舍饲

奶牛每天喂水两次。

邓川牛除极个别地区(西湖、河尾〉舍词外，大部份地

区采用舍饲与放牧相结合，山区则以放牧为主.所以放牧是

主要的形式，群众说 It在家吃一斗，不如外边走一走".

在季节上 4一10月为青草期，以放牧为主 11月至翌年 3 月

为枯草期。 放牧主要是加强牛群的活动，以补饲为主， 并坚

持少喂勤添，定时定量的饲养方法.

三、外 貌特征

(一〉体型外貌z 邓川母牛的体型较小，为细 致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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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 头、 颈、 躯干、背、 !匪等结合良好。 被毛柔软光亮 ， 皮

薄而紧 ， 骨路发育结实，健札又细致，肌肉发育较好。

1 、 头颈部: 头部清秀 ， 头小而短。角短多黑色 ， 角间

距离平均10 .2公分。眼明亮有神，眼眶多为黑色。口{以"饭

盒咀" (口大，上唇宽盖住下唇 ) ，舌黑色是邓川牛的主要

特征之一。 鼻镜黑色或肉色 ， 颈略短而薄， 垂皮宽而长。

2 、 躯干部z 啻甲部较平 ( 公牛肩峰略高) . 背长， 宽

窄适中， 稍平，腰长短适中，前胸窄而深，肋骨长且开张 萝

腹部较大，十字部宽平，但臀部较窄短且倾斜，尾细长 ( 大

多过飞节)。

3 、四肢: 细致，短而直，前肢稍呈外向姿势，两股间距

离平均为 1 0.4 公分，后股多X 形，后肢间距离平均为 17. 2 

公分。 蹄形较园 ， 质坚实 ， 黑色。

4 、 寻瓦房 : 较小， 乳头短， 乳静脉明显.

〈二)毛色:邓川牛的主要毛色有紫红牛 ( 枣子红) 、

黑牛红腰线或黑栗色红腰线，黑色 、 黄色 、 草白 、 马蜂色和

灰青色。(图1.图 2 ) 
(三) 体尺、体重:邓川公牛、 母 牛;二 岁公牛、 母

牛:一岁公牛、母牛及腾牛体尺体重。( 表一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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