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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甘南藏族自治州畜牧工作站组织科技人员深入产区,对洮羊的基本情况、品种来源与数量、
品种特性、饲养管理等各项指标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测定,为该品种资源的保护及进一步开发利用

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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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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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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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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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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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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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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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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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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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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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洮羊产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东部半农半牧

区的卓尼县、临潭县的部分乡(镇),是经过当地长期

纯种繁育,具有基本一致的独特外貌特征和生产性

能的山谷型藏羊的一种,主要经济性状遗传稳定;洮
羊主要生活在山地疏林、高山灌丛的环境当中,具有

肉美质鲜、耐粗饲、抗病力强、适应性强等特性;开展

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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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产区及分布

洮羊中心产区主要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

尼县喀尔钦、木耳、申藏等乡镇,在临潭县部分乡镇

也有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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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区自然生态条件

卓尼县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位于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东南部,介于东经102°46'~104°
02',北纬34°10'~35°10'之间,海拔2

 

000
 

~4
 

920
 

m,全县总面积约5
 

419
 

km2,地势呈西南高、东北

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大部

分为高山地形,地势呈西南高、东北低,由西南向东

北倾斜,区域气候属高原大陆气候,湿润寒冷,四季

不明,光能充足,日照长,降水多且不均匀,地高林

多,湿度大。
 

全县年平均气温5.8℃,气温年平均上

升1.0℃,最高气温35.5℃,最低气温-23.3℃,年
日照时数2

 

434.7
 

h,年降水量527.5
 

mm,水资源分

布洮河南岸比北岸丰富。卓尼县生态环境良好,植
被覆盖率高,境内除了海拔3

 

200
 

m以上的高山是

裸露的岩石外,其余地方覆盖着农作物、森林以及其

他植被,分布着广袤的草场和灌丛。草场类型主要

以高山草甸、亚高山草甸、灌丛草甸、沼泽草甸等六

类十一组二十个型为主,其中亚高山草甸是其精华

和主体,面积大、分布广。牧草营养物质含量丰富,
具有“高蛋白、高脂肪、高无氮浸出物、高能量和低纤

维”的特点,大多数牧草茎叶柔软,无特殊异味,适口

性强,有极好的耐牧性,是洮羊优良的放牧型草地。

35畜牧兽医杂志    第42卷    第2期    2023年



2 品种来源与数量

甘南畜牧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夏朝时,居住在

甘南地区的羌氐部落,以原始的游牧和狩猎为主要

生活来源,过着“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的放牧狩猎

生活,据《说文·羊部》记录有“羌”,西戎牧羊人也,
说明古羌族最早开始驯养绵羊。商周时期,在白龙

江和洮河流域,已饲养着猪、牛、羊、马、犬等家畜,供
其食用、御寒和祭祀。

洮羊是甘南洮河流域卓尼县境内及周边养殖的

当地绵羊,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经多年选择形成的

一个独特的遗传资源,其来源与青藏高原民族变迁

有着密切关系。因洮羊主要分布在卓尼县境内的洮

河沿岸地带,因此而得名,属山谷型藏羊。多年来,
当地牧民群众有计划地实施本品种选育,从而形成

的具有明显特征的绵羊类群。
洮羊主要分布在甘南州卓尼县和临潭县,2021

年核心产区存栏约1.5万只,周边地区约2万多只。

3 品种生物学特性及生态适应性

3.1 对高海拔、低气压、缺氧的环境有高度的适

应性

  卓尼洮羊是长期生活在高海拨半农半牧区,是
经过自然驯化和当地牧民长期选育的优良地方资

源,非常适应当地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卓尼

洮羊适合于高原放牧,对高海拔、低气压、缺氧的半

干旱草原草场、草甸草场等适应性很强。卓尼洮羊

产区冷季时间长、气温低,大风天气多,冰雪覆盖,卓
尼洮羊仍能正常生活,即使在暖季牧场,也是气候多

变,在遇到雨雪、冰雹等天气时卓尼洮羊仍能安然采

食,对高寒牧区的低气压、严寒、潮湿等严酷的自然

条件和四季放牧、常年露营放牧管理方式适应性很

强,抗病力强,在高寒严酷的环境下极其适应,繁殖

成活率高,抗灾和远牧能力强。
3.2 对寒冷气温适应性很强

对热的环境反应很敏感。卓尼洮羊皮下组织发

达,容易沉积脂肪,起到隔热保温抗寒冷的作用,其

被毛属于混型毛,下层密生绒毛,并伴随粗毛生长,
体躯下部即腹侧下,着生着密而厚的绒毛和粗长毛,
在寒冷季节可借以保护胸、腹、内脏器官、外生殖器、
乳房及关节,以防受冻。汗腺发育差,能减少体表散

热,体格较大,发育快,产肉性能较好。
3.3 能防辐射

洮羊头部大多有杂色斑块,有黑眼圈居多,能减

缓和防止高原地区太阳、积雪的辐射刺激。
3.4 采食能力强

神经敏锐、合群性强、采食能力强,在休息或采食

期间,稍闻异常声音,即惊群奔跑,很难拦阻。体质结

实,肌肉、骨骼发达,游走速度快,游走范围大,边走边

吃,很少停在一地吃草,对牧草选择严格。唇薄而灵

活,对低草能充分利用。在缺草或厚雪覆盖草地后,
可啃食和扒开积雪吃草。对当地常见毒草有识别

能力。

4 品种特性

4.1 体型外貌

洮羊公、母羊大多有角,向后向外呈微螺旋状,母
羊个别无角或有小角。洮羊体格小,头清秀,颈适中,
背腰平直,尻微倾斜,四肢端正,肋骨开张较差,胸廓

欠丰满,体躯呈圆桶状,尾短小呈圆锥形体躯,被毛主

要为白色,被毛短,绒毛厚、头肢多杂色,头蹄黑色者

居多。
4.2 繁殖性能

洮羊性成熟较迟,母羊1.5岁开始发情,发情周

期平均为18
 

d。一个发情期持续时间为12~46
 

h,
平均为30

 

h;一般在2.5岁配种,在1.5岁配种时,
繁殖成活率较低,繁殖年限5~6年,最长8年。公

羊发情较晚,配种年龄一般在2.5岁左右,利用年限

3~5年。为季节性发情,发情期是6~9月份,7~8
月份为发情配种高峰期,占79.08%。母羊一般年

产羔一次,一胎一羔,双羔很少。
4.3 体尺、体重

通过对洮羊中心产区的羊只进行测定,洮羊不

同年龄段的体尺、体重测定结果见表1。
表1 洮羊体尺、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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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生
♂ 20 3.15±0.34 32.38±0.85 29.20±1.45 33.90±3.14 5.80±0.44
♀ 20 2.95±0.31 32.00±1.54 28.75±1.48 34.10±0.13 5.65±0.54

12月龄
♂ 28 24.71±4.60 59.71±3.00 60.71±3.50 80.64±2.00 6.04±0.20
♀ 28 23.41±2.25 59.67±0.50 60.46±2.50 82.10±0.50 6.10±0.10

2岁龄
♂ 50 34.65±6.77 64.68±6.40 65.48±5.22 92.60±6.34 7.38±0.44
♀ 50 28.33±3.50 59.74±4.00 61.30±8.00 88.52±2.00 7.02±0.50

3岁龄
♂ 23 44.38±3.70 66.76±2.00 69.04±1.50 97.00±1.50 7.48±0.50
♀ 80 36.47±2.50 62.72±1.00 67.07±7.50 93.04±2.00 7.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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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屠宰性能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洮羊产肉性能测定结果见

表2。

4.5 产毛性能

被毛为异质毛,由粗毛、两型毛和绒毛组成。粗

毛含量较高,粗毛长,呈辫状,有光泽,弹性好,死毛

含量低,毛股修长,界线清晰。对公母洮羊剪毛量测

定结果见表3。

表2 洮羊屠宰测定表
                                         

kg,%

年龄 性别 宰前活重 胴体重 净肉重 骨重 屠宰率 净肉率 骨肉比

1 ♂ 29.2 10.60 7.10 4.0 36.30 24.32 1.77
1 ♀ 25.00 9.59 6.39 3.3 38.36 25.56 1.94
4 ♂ 43.05 20.30 15.25 4.1 48.92 35.42 3.71
4 ♀ 33.15 14.80 10.15 4.6 44.65 30.62 2.20

  注:1.屠宰率=(胴体重+内脏脂肪)/宰前空腹活重×100%
 

2.净肉率=净肉重/宰前空腹活重×100%
  

3.净肉重是指胴

体除去骨骼之后的净肉和脂肪的重量
  

4.胴体指除去头、踢、内脏、皮之后的躯体和脂肪的和
  

5.骨肉比=净肉重/全部骨骼重

表3 
 

剪毛量
                                         

kg
 

性别 成年 18月龄

公 1.0 0.79

母 0.85 0.72

5 饲养管理

洮羊饲养管理粗放,全年以放牧为主。洮羊适

应性强,发病率较低。洮羊羊群主要为母羊群与羯

羊群,公羊混群牧养,自然繁育,羔羊长年跟群放牧。
近年来,由于暖棚建设及配套工程实施的增加,洮羊

的饲养方式从终年放牧逐渐转变为半放牧半舍饲,
羔羊的繁殖成活率和成年羊的生长效果都明显

提高。

6 对品种的评价和展望

通过调查发现,甘南洮羊生产性能比较80年代

有所提升,品种没有退化,品种质量变化不大,特别

是羊的肉用性能有所提高,但是还有些制约洮羊生

产性能的因素存在,主要原因,一是群众未按科学方

法进行种畜的选配和选留,进行本品种选育;二是公

母羊混群放牧,难以控制交配年龄,致使公母羊过早

交配,所产羔羊品质不良,发育受阻;三是饲养管理

粗放,绝大多数牧户靠天养畜,冬春季缺乏补饲,羊
只长期处于“夏壮、秋肥、冬瘦、春乏”的循环状态。

因此,为了合理的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洮羊的

生产性能,在洮羊的中心产区建立保种场和资源档

案,制定本地区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的规划和措

施,就能更好的对洮羊这个甘南藏族自治州特有的

山谷型藏羊进行充分认识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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