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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养羊业，特别是肉羊业空前发展，羊的存栏数、出栏率和产
品数量逐年增加，有力地促进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深化。
但现代养羊业必须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前提，谋求养羊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以草地和农作物秸秆资源为主要依托，合理利用和建设草地，建立退耕还草、闲田种草、良田种草、
草田轮作、林草间种的生态养羊模式，对加快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我国养羊业的集约化水
平，保持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缓解人畜争粮矛盾，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有积极的作用，
是实现我国养羊业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有效途径。
　　本书是在总结国家“948”项目（2001-374）和山西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031041）研究成果的基
础上，参考国内外大量文献编写而成。
内容包括概述、羊的生物学特性、羊的品种、羊的繁殖、羊的选育与利用、饲草栽培基础、优质饲草
的特性及栽培、饲草的加工调制与贮藏、羊场饲草生产与利用计划的制定、羊的营养与精饲料、饲草
料及羊肉安全、草地放牧利用、羊的饲养管理、羔羊培育与羊的育肥、羊场的建设与环境控制、羊病
防控技术共十六章，全面阐述了生态养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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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养羊技术大全》是在总结国家“948”项目（2001-374）和山西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031041）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外大量文献编写而成。
内容包括概述、羊的生物学特性、羊的品种、羊的繁殖、羊的选育与利用、饲草栽培基础、优质饲草
的特性及栽培、饲草的加工调制与贮藏、羊场饲草生产与利用计划的制定、羊的营养与精饲料、饲草
料及羊肉安全、草地放牧利用、羊的饲养管理、羔羊培育与羊的育肥、羊场的建设与环境控制、羊病
防控技术共十六章，全面阐述了生态养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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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养羊最终目的是获取产品，商品率越高效益就越好，要获得较好的商品率，一是要靠增加数量，
二是提高个体和群体生产性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后者尤为重要。
　　2.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程度低在牧区，养羊是牧民谋生的一项重要产业，饲养规模一般较农
区大，但由于生态经济条件的制约，饲养管理和经营比较粗放，基本上是“靠天养畜”的局面。
我国农区的养羊主要以分散的家庭饲养方式为主。
这种生产方式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也有利于农区零散草地以及农作物秸秆、树叶等农副产
品的利用。
但这种分散的家庭饲养对饲草资源的利用不合理，致使许多优良放牧地因滥牧、超载而退化。
这种分散的缺乏统一指导的家庭饲养形式很难适应市场发展需要，不利于形成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养羊规模主要指在某一地区的养羊业以某种羊产品为主，形成的产业化生产。
不形成产业化就难形成规模，没有规模，就没有良好的效益。
不能形成产业化生产，会给优良品种和新技术的推广、羊群的防疫、产品的销售等多个环节带来困难
。
　　3.品种繁多，优良品种覆盖率低我国农区幅员辽阔，生态条件各异，在引入国外优良品种、开展
杂交改良、培育高生产力的绵、山羊品种或选育提高地方良种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
效。
但时至今日，中国绵、山羊业中的良种化程度依然不高，到“九五”末期，全国羊的良种覆盖率（包
括良种及改良种）只有55％，优质绒山羊覆盖率仅在25％左右，使中国养羊业的总体生产水平和产品
质量受到很大影响。
2000年，在澳大利亚绵羊业中，每只年存栏羊平均产净毛3.78千克，每只出栏羊平均胴体重为20.0千克
，而中国绵羊在同期的响应指标分别为1.13千克和15.0千克，差距很大。
绒山羊个体平均产绒量低，且差异较大（0.17～1.5千克），羊绒综合品质尚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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