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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洮藏黑山羊的基本情况、品种来源与数量、品种特性、饲养管理等进行系统摸底调查,提

出对品种的评价和展望,为洮藏黑山羊申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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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study,
 

a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on
 

the
 

basic
 

situation,
 

breed
 

source
 

and
 

quantity,
 

breed
 

characteristics,
 

and
 

feeding
 

management
 

of
 

Tao-Tibetan
 

black
 

goa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evaluation
 

and
 

prospect
 

of
 

the
 

spe-
cies.

 

Thi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ao-Tibetan
 

black
 

goat
 

to
 

declare
 

national
 

livestock
 

and
 

poultry
 

genetic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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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洮藏黑山羊形成历史悠久,属藏山羊的一个类

群,以其中心产区洮砚镇和藏巴哇镇命名,当地群众

俗称“黑驹里”,在当地经长期纯种繁育,具有基本一

致的独特外貌特征和生产性能,主要经济性状遗传

稳定,是甘南州特有的畜种资源。洮藏黑山属肉用

型品种,具有肉质好、耐粗饲、抗病力及适应性强等

特性。洮藏黑山羊能在藏绵羊和牦牛不能攀登的极

陡山坡行走自如,采食能力强,采食面广。主要分布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白龙江及洮河流域和林农牧交错

区域。其肉色鲜红、肉质鲜嫩、膻味小,冬季结冰期

膘肥肉美,素有“冰渣驹里草芽鸡”之美誉。开展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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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黑山羊种质资源调查是推进甘南草地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完善地方特色畜种种质资

源、保护地方特色品种、提高生产性能、丰富国家优

良畜种基因库的需要。

1 基本情况

1.1 核心产区及分布

洮藏黑山羊主要分布在洮河沿岸的甘肃省甘南

藏族自治州卓尼县、临潭县的部分乡(镇),卓尼县洮

砚镇和藏巴哇镇是中心产区。岷县的部分乡(镇)也
有少量分布。
1.2 产区自然生态条件

卓尼县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地
处青藏高原东部,地理位置东径102°40'

 

~
 

104°
02',北纬

 

34°10'
 

~
 

35°10'。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
大部分为中高山地形,地势呈西南高、东北低,由西

南向东北倾斜。海拔
 

2
 

000~4
 

920
 

m。气候属高原

性大陆气候,寒冷湿润,四季不明。光照充足,日照

长,年日照时数
 

24
 

347
 

h,降水充沛不均匀,地高林

多,湿度大。年平均气温
 

5.8
 

℃,年降水量
 

5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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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全年降水量集中分布在春夏,秋次之,雨热同

季,有利于牧草的生长,全县天然草原面积
 

33.33
 

万
 

hm2,其中可利用面积
 

32.03
 

万
 

hm2。牲畜品种

以犏牛、甘南牦牛、藏羊、合作猪为主。

2 品种来源与数量

据欧阳熙,王杰,王永等(
 

1995
 

)“藏山羊的生

态地理分布及其生态类型”研究,藏山羊世栖我国青

藏高原地区,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山羊品种,据西藏出

土的卡洛遗址文物判断,我国饲养藏山羊迄今已有

4
 

000多年的历史。我国按行政区划,藏山羊分布

在西藏自治区全境、四川省甘孜、阿坝两个自治州、
青海省玉树和果洛藏族自治州、甘肃甘南藏族自州

及新疆部分地区。据《临潭县志》记载“临潭县畜牧

业生产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羌人即在此过着游

牧生活。善骑射的吐谷浑长期占据洮州,促进了畜

牧业生产的发展。唐代吐蕃族据洮州后,‘随水草以

牧',畜牧业呈兴旺景象。”洮藏黑山羊系原始地方品

种,归属藏系山羊,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广大藏

族同胞辛勤培育而形成的能适应洮河流域生态环境

的优良地方类群,也是我国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资

源和宝贵的基因库。近三十几年来,随着退牧还草,
禁牧休牧等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洮藏黑山羊存栏

数量显著减少,2021
 

年末,洮藏黑山羊中心产区现

存栏约
 

5
 

410
 

只,其中能繁母羊约
 

2
 

742
 

只。

3 品种特性

3.1 体型外貌

洮藏黑山羊被毛以黑色为主,少量青色、杂色,
全身被毛分为两层,外层为略带波浪形弯曲的粗毛,
富有光泽,内层为绒毛。体格较小,体质紧凑,结构

匀称,体躯近似方形,鬐甲较低,背腰直,胸部适中,
肋骨开张良好,腹大小适中,尻较斜,十字部略高于

鬐甲部,四肢短小结实。蹄小而坚实、呈灰黑色。尾

短、瘦小。公母羊均有髯,绝大多数有角,角分为撇

角和立角,以撇角较多。撇角从角基开始,向上、向
后、向外伸展,角体较扁。公羊头较粗壮,母羊头清

秀,大小适中。眼大有神,耳长而灵活,额部微突,有
较长的额毛。鼻梁平直,鼻镜黑色。母羊乳房较小,
多数呈半球型,乳头大小适中。公羊睾丸大小适中。

3.2 繁殖性能

公羊性成熟一般在5~6月龄,母羊4~6月龄,
初配年龄公羊8~12月龄,母羊7~9月龄。母羊可

四季发情,但以6~7月份、11~12月份较为集中,
占年发情配种总数的80%

 

以上。发情周期20
 

d,发
情持续时间1

 

~3
 

d,妊娠期平均150
 

d左右。一般

1年1胎1羔,约有10%
 

的母羊一胎2~3
 

羔
 

。

3.3 体尺、体重

2022
 

年
 

1
 

月,在洮藏黑山羊核心产区随机选择

初生、1
 

月龄、3
 

月龄、12
 

月龄、成年公、母羊进行体

尺、体重测定。12
 

月龄公羊平均体重
 

15.95±3.18
 

kg、体高
 

52.56±5.65
 

cm、体长
 

56.35±4.24
 

cm、
胸围

 

61.58±3.53
 

cm、管围
 

7.36±0.86
 

cm;
 

12
 

月

龄母羊平均体重15.85±0.98
 

kg、体高50.00±
4.94

 

cm、体长53.01±2.82
 

cm、胸围58.23±1.79
 

cm、管 围6.51±0.11
 

cm。成 年 公 羊 平 均 体 重

24.65±5.86
 

kg、体 高 58.00±2.82
 

cm、体 长

64.51±2.12
 

cm、胸 围 69.52±3.53
 

cm、管 围

7.51±0.71
 

cm;成年母羊平均体重
 

22.21±4.17
 

kg、体高57.02±1.41
 

cm、体
 

长
 

63.01±1.40
 

cm、
胸围

 

69.51±0.71
 

cm、管围
 

7.25±0.35
 

cm。详见

表1。
表1 洮藏黑山羊体尺、体重

                          

年龄 性别 n 体重(kg) 体高(cm) 体长(cm) 胸围(cm) 管围(cm)

初生
♂ 80 3.82±0.24 30.06±1.15 28.02±1.37 34.13±2.22 6.03±0.21

♀ 120 2.61±0.32 29.06±1.61 24.16±2.58 30.21±2.56 6.01±0.25

1月龄
♂ 60 5.10±0.89 36.23±2.12 32.16±3.22 39.12±4.13 6.17±0.52

♀ 100 4.98±1.01 35.12±2.41 30.21±3.25 38.03±3.06 6.16±0.56

3月龄
♂ 50 8.51±1.14 40.51±3.14 41.52±3.63 46.58±4.54 6.21±0.62

♀ 80 6.66±1.01 38.25±2.65 36.65±3.23 44.68±4.33 6.18±0.88

12月龄
♂ 30 15.95±3.18 52.56±5.65 56.35±4.24 61.58±3.53 7.36±0.86

♀ 80 15.85±0.98 50.00±4.94 53.01±2.82 58.23±1.79 6.51±0.11

成年
♂ 20 24.65±5.86 58.00±2.82 64.51±2.12 69.52±3.53 7.51±0.71

♀ 80 22.21±4.17 57.02±1.41 63.01±1.40 69.51±0.71 7.25±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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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屠宰性能

2022年1月,从洮藏黑山羊中心产区购买不同

年龄段不同性别的洮藏黑山羊各
 

20
 

只,在合作市

定点屠宰场进行屠宰测定,洮藏黑山羊肉色鲜红,肌
纤维细致,极少膻味。经测定,洮藏黑山羊成年公羊

宰前体重为
 

23.25±0.98
 

kg,胴体重为
 

10.25±

2.31
 

kg,屠宰率为
 

44.18±0.59%,净肉率为
 

34.30
±0.25%。成年母羊宰前体重为

 

21.72±2.31
 

kg,
胴体 重 为

 

9.55±1.16
 

kg,屠 宰 率 为
 

43.97±
1.01%,净肉率为

 

33.90±0.32%,具体洮藏黑山羊

屠宰性能指标见表2
 

。
  

表2 洮藏黑山羊屠宰测定表
                          

kg,%

年龄 性别 宰前活重 胴体重 骨重 屠宰率 净肉率 骨肉比

12月龄 ♂ 15.95±3.18 6.66±0.52 1.70±0.76 41.76±1.06 32.70±0.21 3.06∶1

12月龄 ♀ 15.85±0.98 6.57±1.01 1.70±0.51 41.45±0.93 32.50±0.14 3.03∶1

成年 ♂ 23.25±0.98 10.25±2.31 1.80±0.32 44.18±0.59 34.30±0.25 4.18∶1

成年 ♀ 21.72±2.31 9.55±1.16 1.90±0.45 43.97±1.01 33.90±0.32 4.09∶1

4 饲养管理

洮藏黑山羊饲养管理粗放,终年以放牧为主,采
食天然牧草,牧户在羊群归牧后,添加一些精料进行

补饲。羊群基本上只划分为母羊群与羯羊群,公、母
羊混群牧养,自群繁育,羔羊长年跟群放牧。洮藏黑

山羊适应性强,发病率较低,疫病防治工作主要是在
 

3
 

月份和
 

9
 

月份注射两次口蹄疫疫苗;6
 

~
 

7
 

月份

注射羊痘疫苗,羊只就很少发病。

5 对品种的评价和展望

洮藏黑山羊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培育,形
成一套独特的体质形态结构和生理机制,具有十分顽

强的抗逆力、极强的抗病能力和极好的适应性,具有

独特的遗传特性,是青藏高原极为宝贵的畜种遗传资

源,其羊肉肉质肥美细嫩,营养丰富,具有很大的开发

价值。但由于近亲繁殖和品种利用力度不够,洮藏黑

山羊纯种数量不断减少,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从
改善饲养管理条件、改变传统的混群饲养方式及近亲

繁殖等方面着手,提高洮藏黑山羊的种质生产水平,
在保持其良好的适应性前提下,应以卓尼县洮砚镇和

藏巴哇镇为基础,做好本品种选育工作,加大品种选

育力度,提高各项生产性能,保持和发展其优良特性,
着重提高产肉性能,不断提高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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