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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台 吉
刖 舌

江苏省家畜家禽(简称畜禽)品种志的编写工作，在20年前已作了准备，

原拟先出一本图谱，却因十年动乱而被搁置。1980年秋在本省畜牧兽医学会理

事会上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根据农业部(80)农业(牧)字175号文件精神，

经江苏省农林厅畜牧局和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商定，聘请《江苏

省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成员，并于1981年2月26日在南京召开《江苏省家

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成立会议，推选主编、副主编和各专业组长，讨论了各

畜种的编写提纲，进度和要求。会后按计划分头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各地品种

资料，并参考全国畜禽品种志的调查方案，编写成本省的畜禽品神志，并附图

谱。

关于品种的确切定义，在全国向来持有不同的议论。一般认为，凡是在省

内出产有历史性的优良地方畜、禽种，或在近几年包括经过选育改良而成的畜

禽，具有稳定的遗传性状和性能，在某些地区形成并集中一定数量，很有经济

利用价值，都把它泛称为品种。这与家畜育种学上的品种定义有所差异。对某

些不同的论点只能求同存异。至于《品种志》，就-9中国历代史书上的《食货

志》、《地理志》等等多少相似，是对畜禽品种的历史变迁-9现状的系统叙述。

不过由于可供参考的历史文献不足，有些内容只能通过调查采访，求其可靠。

编入本“志”的各个品种，包括多数地方品种，它们是在特定的社会、经

济和生态条件下，经过长期饲养培育而形成。其中，有些的确是我国和国际公

认的名贵品种，这应当感激祖辈们留下的一大笔财富。把这些关于畜禽品种形

成、演变和发展的资料整理，编写成《品种志》是十分必要的。并可以同世界

各国进行交流。

本“志骨是结合本省畜牧业生产的实际，以猪、禽为主的特点进行编写，也

收载了富有发展前途的家畜品种。某些其它动物虽非本省特产，但-9创造社会

财富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有密切关系，因此也编入本“志"。

在编写与定稿过程中，各专业组提出的初稿均经编委会在南京的同志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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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定修改，力求体侧基本一致，文字镝练达意，与总论前后呼应，联贯一体。参

考文献不拟列出，仅在正文作必要的提示。1985年4月在苏州举行定稿会议，

邀请全体编委出席。会后向省农林厅畜牧局备案，并作为总结江苏省畜牧资源

的正式文献出版。

一 本“志’’之成，有赖于参加调查编写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并得到省农业区

划委员会、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大力支持和有关单位、种畜、种禽

场的协助，以及省畜牧兽医学会组织会员积极参与工作的结果。在此表示由衷

的感谢。该志虽告编成，其中必然存在不少缺点，尚祈省内外同志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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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委会

江苏省农林厅畜牧局

19 ai5年j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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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总 论

一，本省自然经济和农牧业生产概况

江苏省地处中国大陆东部，面临黄海，在长江、淮河下游，位于中纬度地带

(北纬30。35’"-'35。07 7)，属暖温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区，有暖湿季风气候之惠。

年平均日照1900"-'2400小时1年平均气温13．2～16。C，无霜期210-'-'245天，

年平均降水量980毫米(由北向南为750"--'1150毫米)，4""10月的降水量占年

降水量的75一-．,85％，对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

全省总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占68．8％，水面占16．9％，低山

丘陵占5％，岗地占9．3％．耕地面积6931．34万亩．1984年全省入1：：16171．43

万人，每平方公里602人，比全国每平方公里102人高出4．9倍，是全国人口密

度最高的省区。每人平均拥有耕地不足1．12亩，低于全国平均1．5亩的水平·

海岸线长达737．5公里． ．．

根据本省光热资源比较优越、水源丰富、劳力充裕、土地资源较少的特点，

和传统的种植业、养殖业密切结合的经验习惯，因此历来农牧业生产比较发达。

由于集约经营，精耕细作，耕地复种指数高，全省1984年复种指数平均达到

192．48％，有高达250％以上的县．1984年全省粮食总产335．36亿公斤，比建

国初期增长3．48倍，每人平均占有粮食543．5公斤，比1949年增长155．2％(即

1．55倍)。50年代江苏还是个调进粮食的省份，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现在已

成为粮、棉、油、猪调出的省，而且在国内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粮食生产的

发展，带来了畜牧业的兴旺．

近年来，本省畜牧业生产获得了较大幅度的发展，每百亩耕地家畜单位达

】2．6头，比1949．年的4头增长215％(见表1—1)． ，

随着畜禽数量的发展，各类畜产品产量也大幅度增长．1984年出栏肥猪

2038．08万头，产肉12．1亿公斤，占全国猪肉总产量的8．38％，全省每人平均



裘卜1 江苏省畜禽数量增长比较

1949年存栏 1984年存栏种 类
(万头，万只) (万头，万只)， 增长％

猪 414．60 1813．20 337．3

羊 131．0 406．84 210．6

牛(包括水牛) 117．43 74．25 —36．8

马、驴、骡 30．56 15．01 —50．9

家 禽 2311．0 11155．87 882．7

兔 15．80 442．16 2698．5

占有猪肉19．6公斤，比全国平均11．4公斤高39％．1984年全省收购肥猪

1606．20万头，占全国收购数11994万头的13．4％，即全国每收购7．46头肥猪

中江苏占1头。此外收购家禽1325．76万只，鲜蛋7398．705万公斤，羊、兔毛

385．5万公斤，羊、兔皮704万张．

屯·全省畜牧业产值1949年为4．2亿元，198,4年提高到40．4亿元，增长8．62倍

人均65．37元．

，养猪在本省畜牧业中一向占有主要位置，按家畜单位计算，占全省畜禽总

数的7】．．42％。生猪收购金额在本省各项农副产品收购金额中仅次子棉花，是农

民现金收入的第二大来源。猪肉及其加工品又是城乡人民的主要肉食品，全省

猪肉销售金额占社会零售总额的十分之一。以猪为主要原料的肉类加工品产值

达10亿元，居全国首位。生猪及其制品调外省和出口量长期居全国前列。1984

年调省外和出I：i猪肉类加工制品折肥猪达480多万头，占肥猪收购量的25％。

同时，猪粪又是农田有机肥料的主要来源。

二、本省畜牧业和畜禽品种发展的历史背景

根据本省各地的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考证，远在五、六千年前的原始



社会里，我国古代的先人就已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沃土上辛勤耕耘，并饲

养各种畜禽。江苏省在古九州属于扬、徐二州境，即《禹贡》指出的徐，扬3

州．o丽《周礼·夏官》有职方氏刁灌徐州，而是说：扬州，其畜宜鸟兽；青州：
其畜宜鸡狗≯古扬州包括今东南广大地区，青州包括今山东、胶东、徐淮一带。

特别是今苏北地区，与中原接壤，原来便是适宜于畜牧的环境。到春秋时代，

吴国更在今苏南发展畜牧业，有过六畜兴旺的历史。《吴地记》记载：。匠门外沙

里中，城东五里有猪坟，是吴王畜猪之所；东二里有豆园，吴王养马处，鸭城

者，吴王筑城以养鸭，周数百里。"《越绝书》指出：娄fl夕t,鸡墟，故吴王夫差在

此设过养鸡场，又有鸡山在锡山，至今尚留有遗址。根据华北汉墓出土的青瓦

猪和泰州出土的汉代滑石猪考证，认为与华北型猪和苏北猪的外貌特征有相似

之处。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猪，天下畜之，而各有不同，生青、兖、徐、

淮者耳大，⋯⋯生江南者耳小，谓之江猪。"可见对猪的产区和品种已有了较明

确的叙述。原始的淮猪远在秦汉以前就已存在，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也是

最早出现在本省的猪基本类型。由于战争造成的人口迁移和商业贸易交流，淮

猪也随之由徐淮南迁。按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和人们的需要逐渐分化出不同的

类型z向南形成了宁镇扬丘陵山区的山猪，向东形成了沿海的灶猪。而另一不

同类型是大花脸猪种(皱面猪)，并由此经过长期的选育，形成太湖猪种，这可

能是在宋代，至今也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太湖猪主要分布在苏南，沿江、上海

市郊各县和浙江北部，与华北型的淮猪完全不同。

本省养牛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已用牛驾车，至春秋战国时代

牛已成为主要役畜，推算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徐州云龙山展出睢宁汉墓石刻

证明，秦汉时代用牛犁耕地。宋代范成大《吴郡志》记述：牛栏亦名牛宫，因地

面温湿，冬寒季节牛即入栏饲养。养牛亦供乳用，《苏州府志》(乾隆十二年版)即

有介绍：牛乳“出光福诸山，田家畜乳牛，取其乳，如菽乳法点之，名乳饼，另

点其精者为酥。’’又《如皋县志》亦说：。取乳酪以水牛为佳，用皮革以黄牛为

胜。?随着沿海滩涂形成，几百年来，为了适应围星和运盐的畜力需要，终于培

育成体型高大的海子水牛。西部丘陵地区则形成了适应山区放牧条件的山区

水牛o

1养马在本省不仅限于今徐州地区，六朝时代江南也盛行养马。元代为禁止

民问养马，在江浙行省(不包括苏北)强征马一万匹。至明代养马更有辉煌的历

史，在明洪武时代，如《典放纪闻》说：“国初官员到任多无马，或假借于人或乘

S



驴。劳因此，明太祖下谕乘驴有失治体，令官买马，设立太仆寺，在江淮间大办

牧马场，繁殖官马，’另在应天(南京)、镇、扬、徐、淮等地推行民间养马制度，

规定江南每十一户养种马一匹，江北五户养一匹，可谓盛极一时。但因制度严

酷，舞弊多端，以迄明末成为农民极大的负担，这些史实证明江苏并非不能养

马养驴。直到1934年，在句容设立种马场，引入阿拉伯马和澳洲半血种，与蒙

古母马作杂交改良试验，并在全国开创了马的人工授精，抗战开始后西撤。1960

年又设立东海种马场，从东北引入苏联重挽马、顿河马，与蒙古马杂交，计划

培育徐淮轻挽马，但不出十年该场停办。近二十年，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

水田面积的扩大，马属家畜不断减少，如太仓县在1955年尚有农用马2259匹，

近几年来几乎绝迹。1980年全省马属家畜栏存仅13．72万头，占家畜单位的

1．14％。

绵羊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而与蒙古绵羊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但并非直接

来自蒙古草原。自引入本省后经长期的风土驯化，逐渐形成了徐州地区的小尾

寒羊和太湖地区的湖羊，是重要的肉和毛皮资源。山羊主要为本地白山羊，各

地相同，可供肉、板皮和笔料毛所需。随着奶品需要的增长，近年来奶山羊有

发展的趋势。

本省自古即饲养家禽。如前所述不仅是养鸡，东汉末年，东吴建昌侯(孙

虑)即在堂前作斗鸭栏。魏文帝(曹丕)还遣使东吴求取斗鸭和长鸣鸡。唐朝

李邕作《斗鸭赋》，其中有“东吴王孙笑傲阊门"之句，这些均足以证明1700年

前养鸭还作娱乐之用。南宋洪迈《容斋四笔》说：群苏秀间，鹅皆白，或有一斑，褐

者则呼为雁鹅．颇异而畜之。’’可见700年前苏州至浙江嘉兴一带养鹅已有白鹅、

雁鹅之分。元代《王祯农书》和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都讲到养鸡，更是江南养

鸡的经验总结。《本草纲目》指出：鹅“江淮以南多畜之，有花白二色。"目前，本

省的地方鸡种有南通的狼山鸡，沙洲、常熟一带的鹿苑鸡，以及遍布各地的中

型黄鸡。所谓九斤黄鸡早已名驰国外，其育成的原始素材系出产在上海郊区南

汇县，在黄浦江东边，故通称浦东鸡，原来也是本省的特产。水禽如高邮鸭、昆

山麻鸭，均属肉卵兼用型。

从上述历史考证，本省畜禽品种的形成和发展已有悠久的历史，终于留传

下来丰富多彩的畜禽品种资源。这些良种，今后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配合下，将

为本省的畜牧业大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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