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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美利奴羊是在青藏高原育成的唯一羊毛纤

维直径以(19.1~21.5)μm为主体的毛肉兼用美利

奴羊新品种,是甘肃省绵羊繁育技术推广站联合中

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的杨博辉研究

员为研究首席导师的科研创新专家团队等共7家研

发单位,历经了20载辛苦奋斗不息的结果。新品种

以澳洲美利奴羊为父本、甘肃高山细毛羊为母本,通
过7年的杂交改良(1996~2002)、13年4个世代的

横交固定(2003~2015)培育而成。高山美利奴羊品

种具有比较良好的自然环境适应性和环境抗逆性,
能够完全适应生长在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吉林等

省地区的不同自然海拔高度、寒冷及干旱的地理气

候条件和四季放牧、长途转场的饲养条件,抗病性

强,繁殖的成活率高,适合在内蒙古、新疆、吉林等国

家北方牧区推广。据专业监测机构的测算,品种可

年获经济效益3.27亿元,这有利于促进我国细毛羊

产业转型升级和有效供给,维护草原生态平衡,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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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培育背景及意义

目前在整个的世界范围内来说,澳大利亚、中
国、新西兰、阿根廷等都是当前的重要的羊毛生产

国。从20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世界羊毛产量呈下

降趋势,进入了在向细型、超细型的方向,对20
 

μm
以下的,细羊毛需求剧增,价格也高,我国先后培育

了不同地域的细毛羊新品种,但是受到肉羊热火朝

天的发展和进口羊毛的冲击,品种的羊毛细度满足

不了毛纺加工的需求,优质
 

的细毛羊新品种又很缺

乏,尤其是19.5
 

μm以细的羊毛几乎全部依赖着进

口,为此我国平均每年需耗资10亿美元进口优质细

羊毛。多年来我们一直坚守细毛羊育种阵地,为符

合国内外细毛羊育种方向与产业发展需求,有效地

保障我国毛纺加工企业的原料供给,高山美利奴羊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经过育种者的坚守和创新中成功

培育,是几代育种人的心血和智慧结晶。品种的培

育成功能够促进美利奴羊在青藏高原寒旱草原生态

区羊产业的水平和档次,丰富我国细毛羊类型,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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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澳毛长期垄断中国羊毛市场的格局。

2 性能指标

高山美利奴羊毛用性能优,被毛白色呈毛丛结

构、闭合性良好、羊毛主体纤维直径主体19.1~
21.5

 

μm,体侧毛长大于等于9.0
 

cm,产毛量高,产
肉性能好,见表1。

表1 
 

高山美利奴羊不同阶段公、母羊产毛性能

性

别

年

龄

样本

含量

污毛量

(kg)
净毛率

(%)

毛长(cm)

体侧部 腹部 股部 背部 肩部

羊毛纤维直径

(μm)

公
育成 403 7.16±1.03 56.7±5.21 10.13±1.04 7.48±1.03 9.62±0.91 8.10±1.05 10.24±1.04 18.3±1.16

成年 585 9.26±1.12 60.1±4.81 10.03±0.95 7.60±0.98 9.39±1.01 7.98±1.01 10.00±0.97 19.6±1.13

母
育成 4937 3.90±0.67 55.7±5.63 10.16±0.98 8.92±0.49 - - - 18.7±1.49

成年 252 4.28±0.96 59.9±5.68 9.20±0.93 7.92±0.74 - - - 19.8±1.55

  注:净毛率为穿衣净毛率。

3 当前核心种群选育概况

甘肃省绵羊繁育技术推广站是高山美利奴羊的

核心育种基地和推广基地,是国家级细毛羊核心育

种场,自品种育成以来,年推广优秀高山美利奴种羊

1
 

200只以上,推广新品种至甘肃细毛羊产区武威、
张掖、酒泉及青海海北州、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
新疆石河子等地,改良细毛羊150万只,培育技术人

员1
 

269人次,培训农牧民8
 

830人次。目前年末存

栏高山美利奴羊共1.4万只。现有羊核心育种场8
个,繁殖场8个,现有育种基地公羊群养殖场1个,
规模存栏200多头只;补配发情与繁殖试情公羊场

为1个,规模约800只以上;年存栏后备培育母羊

2
 

500只。目前已经形成各具特点的专业化品系,
全站羊群具有相对比较稳定完善合理的品系结构,
由超细品系、细型品系、多胎品系和细毛型肉用品系

4个品系组成。目前已经形成各具特点的专业化品

系,,超细品系通过导入超细型澳洲美利奴羊和本品

种内部的羊毛细度客观检测筛选选种,已经形成了

羊毛细度70支~120支的超细品系种群1
 

000只,
目前需要进一步加强选育力度提高其专业化程度;
细型品系以长期以来的中毛型澳血导入和本品种选

育而来,繁殖母羊规模为1
 

000只,目前需要进一步

加强选育力度提高其专业化程度;多胎品系通过导

入含FecB杂合子和纯合子基因型的布鲁拉公羊,
通过基因检测提高群体中FecB杂合子和纯合子基

因型频率和选择产羔率性状为主要选育手段,目前

已经组建了1
 

000只繁殖母羊基础群,FecB杂合子

和纯合子基因型个体已经达到200多只;肉用品系

的建立通过几次引进南非肉用美利奴公羊与高山美

利奴羊进行级进杂交培育,目前已经级进到F3 代。

4 选育存在的问题
 

整体来说当前品种良种化进程缓慢,市场占有

率还比较低,品种还需要持续选育提高其生产性能,
配套品系数量缺乏,难以适应市场发展需求;在育种

措施和扩繁推广方面,繁育体系仍不健全,主产区受

肉羊冲击有倒改现象,种群数量下滑,多年来羊毛价

格低迷创伤农牧民养殖信心;持续的资金投入和发

展建设不足,实用技术及繁育推广人才缺失等问题

倒逼产业岌岌可危,需要细毛羊人重振信心坚守并

创新。

5 育种目标

紧扣市场及育种发展需要,以建立品系丰富内

部结构为依托,持续选育提高品种性能、扩大品种规

模为目标,推广提升细毛羊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以
种羊的选种利用为抓手,完善开放式核心群选育技

术和三级繁育体系建设,坚持以主要性状进行生产

测定结合育种值估计、基因组选择等选种手段,完
善、改造、升级细毛羊鉴定与性能测定技术规程,使
其更适应新品种进一步选育的技术需要。坚持开展

人工授精,配合开展腹腔镜冻精子宫角授精技术、胚
胎移植等高效繁殖技术的应用扩大种羊基因,每年

给细毛羊产区推广高山美利奴羊良种1
 

000只以

上,扩大优秀种羊利用率,建立激励机制进行种羊交

换、大赛等激发养殖信心,使细毛羊从业者农牧民从

细毛羊生产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扩增高山美利奴羊

产区群体规模再增加2万只。以创建产业化发展模

式,优化高山美利奴羊绿色高效生产、技术、经营管

理及推广应用综合模式转型升级,助推肃南、天祝等

细毛羊产区产业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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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育种目标性状

高山美利奴羊的总体育种目标确立为在保持和

提高净毛产量和体重的基础上改进羊毛纤维直径,
同时保持品种对高寒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总体的

育种目标性状包括:净毛量、毛纤维直径、断奶体重、
育成体重、体侧毛长、羊毛平均纤维直径变异系数、
产羔率。以建立高山美利奴羊专门化的品系为主要

工作内容,不同品系的育种目标性状侧重点有所不

同,见表2。

5.2 品系(品种)培育目标

到2025年时,全面完成四个品系的培育。培育

成功超细品系1个,规模达到1
 

500只繁殖母羊(其
中100支极细核心群500只),以公、母羊周岁时羊

毛细度70支、体重、毛长和体型外貌达到特、一级作

为最低选种门槛;细型品系选育在注重细度育种的

基础上,以提高净毛产量和体重为主要目标,培育细

度64~66支为主体细型品系,其目的之一是克服盲

目片面追求细度,保护个体毛量高且体重大的基因

型遗传资源,保持高山美利奴羊育成时多样化的品

种内部结构;细型品系1个繁殖母羊规模达到1
 

000
只;多胎品系1个,繁殖母羊规模达到1

 

000只,多
胎品系的选种在考虑净毛量、毛纤维直径、体重的同

时,注重繁殖率的选种,主要途径为通过基因检测,
扩大FecB纯合子和杂合的基因型的群体数量,经
产母羊产羔率达到150%;细毛型肉用品系1个,繁
殖母羊规模达到1

 

000只,肉用品系以南非肉用美

利奴羊与高山美利奴级进杂交,同时加强对毛细度

的选种,在保持羊毛细度64~66支的基础上,提高

体重和生长速度。

表2 高山美利奴羊年度育种目标值

种羊类型 目标性状 基础值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31年

净毛量(kg) 4.94
 

4.96
 

4.97
 

4.99
 

5.00
 

5.02
 

5.09
 

成年公羊 体重(kg) 99.50
 

99.80
 

100.10
 

100.40
 

100.70
 

101.00
 

102.50
 

毛纤维直径(μm) 21.65
 

21.53
 

21.41
 

21.29
 

21.17
 

21.05
 

20.45
 

体侧毛长(cm) 10.50
 

10.51
 

10.52
 

10.53
 

10.54
 

10.55
 

10.60
 

净毛量(kg) 3.22
 

3.24
 

3.25
 

3.27
 

3.28
 

3.30
 

3.37
 

育成公羊 体重(kg) 70.40
 

70.70
 

71.00
 

71.30
 

71.60
 

71.90
 

73.40
 

毛纤维直径(μm) 18.63
 

18.51
 

18.39
 

18.27
 

18.15
 

18.03
 

17.43
 

体侧毛长(cm) 10.30
 

10.32
 

10.34
 

10.36
 

10.38
 

10.40
 

10.50
 

净毛量(kg) 2.60
 

2.62
 

2.63
 

2.65
 

2.66
 

2.68
 

2.75
 

体重(kg) 51.80
 

52.10
 

52.40
 

52.70
 

53.00
 

53.30
 

54.80
 

成年母羊 毛纤维直径(μm) 20.59
 

20.47
 

20.35
 

20.23
 

20.11
 

19.99
 

19.39
 

体侧毛长(cm) 9.80
 

9.83
 

9.86
 

9.89
 

9.92
 

9.95
 

10.10
 

繁殖成活(%) 85.0 85.5 86.0 86.5 87.0 87.5 90.0

净毛量(kg) 2.40
 

2.42
 

2.43
 

2.45
 

2.46
 

2.48
 

2.55
 

育成母羊 体重(kg) 41.30
 

41.60
 

41.90
 

42.20
 

42.50
 

42.80
 

44.30
 

毛纤维直径(μm) 17.49
 

17.43
 

17.37
 

17.31
 

17.25
 

17.19
 

16.89
 

体侧毛长(cm) 10.30
 

10.33
 

10.36
 

10.39
 

10.42
 

10.45
 

10.60
 

6 育种工作的组织与保障措施

6.1 开放式核心群育种技术是理论指导

一方面,是在核心群、育种群、扩繁群三级金字

塔型良种繁育体系内,从高层繁育的后代公母羊可

以向较低一层的群体中流动,这一点上,重点是着力

扩大高层繁育选留的优秀精英公羊在较低一层的群

体中使用,从而扩大优秀品种基因在整个群体的频

率,加速遗传进展,尽早实现育种目标。保障育种工

作有条不紊可持续发展。

6.2 “选”字是关键

即围绕品种培育重要目标性状的“客观选种”和
“同质选配”。对核心群育种公、母羊的选种除了每

年进行的常规的种羊鉴定,观测体重、毛长、毛量、羊
毛综合品质、体型外貌外,还要全部采集毛样进行羊

毛纤维直径和净毛率的试验室检测,重点依据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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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度和净毛量指标进行选种,同时体型、羊毛油汗颜

色、毛长也是重点考虑的性状。符合品种特征和表

3规定,且头型、体型、被毛手感、被毛密度、被毛弯

曲、细度匀度、毛长匀度、油汗各项评定结果均在2
分以上,综合评定9分以上者为一级羊。其中,体重

和剪毛量同时超过一级羊的10%,或者一项超过一

级羊20%者为特级羊。
表3 高山美利奴羊一级羊最低生产性能

年
  

龄 性
  

别
体

  

重

(kg)
剪毛量

(kg)
净毛量

(kg)

14月龄
公

  

羊 50.0 5.0 2.6

母
  

羊 34.0 3.5 2.0

26月龄
公

  

羊 85.0 8.0 5.2

母
  

羊 45.0 3.8 2.4

6.3 落实“优配优”选配方案

按照品系选育计划目标的需要,选择具有相同

特征的公、母羊个体进行交配,以便产生我们期望方

向的基因型后代个体的育种技术。通过人工授精技

术全覆盖实现选配计划,进行遗传评估后裔测定,总
体上遵循符合各品系专业化特点的“优配优”的同质

选配方案。
6.4 加强育种区基础保障

开展天然草场的改良和人工草地、饲料基地的

建设工作,制定高山美利奴羊新品种饲养标准及管

理规程,冬春季节按照基础母羊和羔羊的营养需求

储备精、粗饲料,保证羊只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加强

疫病防治和检测及平时的消毒防疫工作,确保羊群

健康。
6.5 将不同品系的育种工作及相关技术创新工作

进行分解为不同的项目

  由现有创新技术团队提供技术支撑,使所有工

作围绕项目实施展开。以技术团队设立的不同技术

组为工作单元开展技术工作,分抓不同的项目,按照

项目管理的程序和项目执行规则开展技术工作,确
定绩效目标,建立奖惩机制。
6.6 育种羊群采用承包生产经营管理模式

育种核心群及扩繁羊群以群为单位的生产组织

管理紧紧围绕育种目标和育种核心任务开展。在统

一育种方案、统一鉴定与性能测定管理、统一产品的

销售基础上,用育种指标和生产指标绩效目标进行

育种生产管理,采用超指标奖欠指标罚的严明的奖

罚机制,充分调动生产与育种一线职工的积极性。
6.7 加强育种技术人员培训和能力提升

为满足新的育种规划的需要,加强育种专业技

术人才的培训和技术团队的建设,通过“走出去”和
“请进来”的方法,每季度开展育种技术人员培训1
次,每年培训育种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30人(次),
不定期地对各级技术人员和农牧民进行技术培训不

少于200人次,提升细毛羊标准化规模养殖及产业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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