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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文件 
 

川畜协（羊）〔2024〕2号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 

关于四川种羊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现状的 
调研报告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农业的先导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保障“米

袋子”、“菜篮子”的支撑产业。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种业发展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对此作出指示并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下决心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抓紧

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要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2021 年农

业部发布了《全国羊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 

2018 年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明确了全省建设“10+3”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的总体部署，并将现代种业作为三大先导性支撑产业之首。四川是畜牧业大省，

饲草料来源丰富，养羊传统悠久，众多的人口和不断提高的居民生活水平为我省

提供了巨大的羊肉市场。“十三五”期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四川省以畜牧业为重点突破方向，大力发展畜牧业经济，为我省肉羊产业的

发展开拓了良好的市场和政策引导。 

为了解我省肉羊品种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现状，促进我省肉羊产业高质量发

展，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组织开展了四川种羊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现状调

研工作。邀请了四川省畜牧业协会、四川省畜牧总站、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等

单位的专家组成调研组，就我省有代表性的肉羊品种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现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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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研。分析总结调研情况，形成如下调研报告。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2023 年 12 月 8~9 日，调研组前往南江县对南江县肉羊加工企业、南江黄羊

领羊倌孵化园、南江县古耕家庭农场、南江黄羊原种场等企业和规模养殖场进行

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重点了解南江黄羊屠宰加工、羊肉精深加工及产品开发、产

业孵化、原种场生产管理、家庭农场发展、规模养殖等情况。2023 年 12 月 10 日

调研组到盐亭县对天府肉羊新品种培育工作进行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重点了解天

府肉羊培育现状、龙头企业建设和天府肉羊核心群规模等情况。 

2023 年 12 月 27 日~28 日、2024 年 1 月 17 日，调研组先后前往金堂县、乐

至县、简阳市、大邑县、雅安市，对川中黑山羊、简州大耳羊、天府肉羊、成都

麻羊原种场 （或养殖场）生产和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先后对成都蜀新黑山羊

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川宗羊业公司、四川天地羊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雅安市四川农业大学科研基地羊场、四川西岭雪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都灵羊谷

农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重点了解川中黑山羊、简州

大耳羊、天府肉羊、成都麻羊选育保种及肉羊产业、一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情况。 

二、肉羊品种选育、保种及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现状 

（一）品种选育情况 

1.南江黄羊选育 

南江黄羊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培育，采用多品种复杂杂交选育方法，经过

三十多年有计划的选育，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自主培育的第一个肉用山羊新品种，

1998 年被农业部正式命名公告。南江黄羊肉用新品种选育项目先后获得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目前，已成功培育出南江黄羊新品种及高繁

品系、快长品系。先后集成了南江黄羊种羊培育技术、标准化养殖技术、牧草生

产技术、疾病防控技术、羊肉产品加工技术，制订国家行业及地方标准 4 项。四

川南江黄羊原种场是南江黄羊育种核心基地及品种资源保护单位，2019 年遴选

为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该场保存南江黄羊血缘 26 个，常年饲养量 5000 余只，

其中核心群种羊 3000 余只。 

南江县采用以“国（联）营羊场核心群为龙头，乡（镇）纯繁羊场选育群为

枢纽，大面积农村育（配）种点（户）扩繁羊群为基础的 “三级三层”育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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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技术和经济作纽带，形成了 “国营羊场专业化育种同育配点（户）群众性育

种”相结合、由松散型到紧密型的联合育种新模式。全县已建立国有直属核心羊

群 25 个、乡村附属核心羊群 6 个、配种点 21 个、种羊基点户 200 户，容纳品种

羊 18000 余只。 

2.简州大耳羊选育 

简州大耳羊是我国自主培育的第二个国家级肉用山羊品种。原产于简阳市，

现重庆、云南、贵州、湖南等 20 多个省市均有引进养殖。2015 年农业部发布了

《简州大耳羊》品种标准（NY/T-2827-2015）。四川天地羊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简州大耳羊育种、繁育、养殖、销售为一体的企业，2022              

年公司被遴选为国家级羊核心育种场。公司存栏简州大耳羊 6283 只，出栏 11679

只，其中种羊 5762 只，肉羊 5917 只。 

3.川中黑山羊选育 

川中黑山羊是以产肉为主的四川地方山羊品种，具有体型大、繁殖力高、成

熟早、肉用性能好、适应性强、耐粗饲、遗传性稳定等优良特性，分为乐至型和

金堂型。金堂县成都蜀新黑山羊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川中

黑山羊（金堂型）原种场，公司位于四川省金堂县又新镇宝鼎村，占地面积 260

多亩，建有标准化羊舍 6 栋，可存栏种羊 3000 只；2019 年公司获得国家农业农

村部  “国家肉羊核心育种场” 授牌。乐至县四川川宗羊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位于乐至县龙门乡，占地约 2 万平方米，目前饲养川中黑山羊（乐至型）2000

余只。乐至县依托四川（乐至）现代畜禽种业园区科研技术团队力量，正在建设

肉羊育种创新基地，该基地设计存栏 7500 只，可饲养能繁母羊 3200 只，计划年

出栏种羊 6000 只、商品羊 4800 只。 

4.天府肉羊新品种选育 

天府肉羊是四川农业大学利用国内外优秀肉山羊品种（波尔山羊、莎能奶山

羊、努比亚奶山羊和成都麻羊），采用现代育种技术，已经 40 余年且正在选育的

大型优质肉山羊，其适应性广、抗病力强、肉用性能突出、肉质细嫩。天府肉羊

杂交育种和新品系培育分别于 2006 年和 2010 年被四川省科技厅鉴定为全国领

先的重大育种科技成果。 

天府肉羊新品种培育项目于 2001 年由盐亭县政府从四川农业大学引入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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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源牧业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合作，后期由盐亭天府肉羊专业合作社、四川鼎羊农

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培育、示范和推广工作。2021 年初由盐亭农旅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全部接管，继续开展培育、示范和推广工作。现存栏天

府肉羊核心种群约 1500 只，全县存栏达 4000 只以上。公司计划到 2025 年，建

成天府肉羊原种场 2 个、天府肉羊标准化扩繁场 2 个、天府肉羊养殖示范户 50

个，实现天府肉羊能繁母羊存栏 1.5 万只，全县天府肉羊良种面达 95%以上。推

动肉羊产业“有规模、有质量、有品牌”可持续绿色发展，建成“中国天府肉羊

之乡”。 

（二）资源保护与利用 

1.成都麻羊 

成都麻羊作为我省优良地方品种资源，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成都

市及大邑县高度重视，列入考核目标重点工作。大邑县建立了以成都市西岭雪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为主体，种羊场、扩繁场、商品场（适度规模专业户）联合的三

级保护体系，开展活体保种，确保成都麻羊保护及开发利用。成都市西岭雪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是成都麻羊国家级保种场。公司与国家、省级大专院校合作，制作

胚胎、冻精，进行遗传物质保种。同时不断加强宣传，提升品牌；充分利用电视

报刊宣传资源，新兴媒体，通过一年一度麻羊节等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提高成

都麻羊知名度。大邑县还积极向国家、省、市农业主管部门争取，落实成都麻羊

种业发展资金，协调县级财政确保成都麻羊生产发展。大邑县现有种羊场 1 个，

扩繁场 6 个，适度规模专业户 10 户，存栏成都麻羊 3000 余只，年可提供种羊

1500 余只。 

在四川两个国家命名的肉羊新品种南江黄羊、简州大耳羊和正在培育的天府

肉羊都含有成都麻羊的血缘，可见成都麻羊具有很好的本土优势基因，尤其是在

耐粗饲、繁殖和肉质方面。 

2.川中黑山羊 

近年来，乐至县高度重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把全面提升现代畜牧业发展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坚持“育繁推、种养加、农文旅”一体推进，全

力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了黑山羊产业高质量发展。乐至县川中黑山羊（乐至

型）省级遗传资源保护场乐至八谊农业有限公司常年存栏 1500 余只，其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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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种羊达 700 余只；一级扩繁场川宗羊业有限公司常年存栏羊 1200 余只，一

级扩繁场万隆农牧、二级扩繁场黑奴家庭农场等扩繁场存栏基础群母羊都在 500

只以上，石佛、回澜、中和、通旅等 15 个乡镇黑山羊保种选育区的黑山羊适度

规模选育户达到 1000 余户，全县形成了原种场、扩繁场、选育户的黑山羊“三级

保种繁育”体系。 

（三）肉羊生产及标准化养殖 

1.羊舍标准化程度有效提升，羊场建设进一步规范 

简州大耳羊产业联合会针对简阳市简州大耳羊羊场建设的经验和生产实际，

制定了《100 只繁殖母羊羊舍建设》、《2000 只规模简州大耳羊羊场建设》两个企

业标准。成都蜀新黑山羊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针对我省夏季高温高湿、冬季低

温高湿的气候特点，以满足川中黑山羊（金堂型）生产需求为基本条件，推广了

羊场标准化建设技术，并申请了有关羊舍设计专利。盐亭县对羊舍进行了升级改

造，利用羊舍屋面进行太阳能光伏发电。 

2.肉羊养殖有序规范，各品种饲养管理技术逐步规范 

南江县研究形成了南江黄羊种羊培育技术、标准化养殖技术，制订了相关国

家行业及地方标准。绵阳市结合盐亭天府肉羊特征及当地生产实际，发布了《天

府肉羊舍饲养殖技术规范》（DB 510700/T 040-2015）。 

（四）饲草、养殖机械及配合饲料等配套产业 

1.养羊饲草料多样化、商品化趋势明显 

养羊企业在传统农副产物综合利用的基础上新增了蚕豆壳、苜蓿颗粒、燕麦

草、全株青贮等加工副产物和优质商品饲草料。省内外多家羊饲料专业化公司开

发了针对肉羊育肥、母羊空怀期和哺乳期、种公羊、育成羊等阶段精料补充料和

全价颗粒饲料并在四川省内大量推广使用，为种羊繁育和肉羊专业化育肥奠定了

良好的饲草料基础。 

2.全价日粮正在逐步推广 

根据简州大耳羊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不同营养物质的需要，四川天地羊生物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聘请动物营养专家，制定专用成品饲料配方。规模羊场建立自

用成品饲料生产加工车间，生产简州大耳羊专用成品饲料，即代乳料、羔羊料、

后备母羊料、空怀母羊料、怀孕母羊料、泌乳母羊料、配种公羊料、育肥前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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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肥后期料。推行 TMR 全价日粮后，羊只营养充足，生长良好。蜀新黑山羊产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自产青饲料和配合精饲料经 TMR 混合后通过制粒机制成

全混日粮颗粒，有效提高饲料利用率，避免羊群挑食和饲草料浪费。乐至县在保

种场试验示范种羊分群精细化饲养管理技术，根据种羊个体情况实时调整饲料供

应量，合理搭配专用饲料、优质草料和微量元素，母羊产羔率较以往提高 13%。 

3.养殖机械逐步升级革新 

羊用日粮的加工从传统的人工拌料升级到 TMR 日粮机再到 TMR 饲料制粒

机；粪污清理从人工清粪到刮粪板再到传输带清粪，大量降低了粪污清理的人力

成本，降低养殖用工成本。 

4.生产管理和技术逐步专业化 

四川天地羊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推行了“公羔双月龄断奶、阉割、饲喂全

价颗粒饲料”育肥新技术。盐亭县在开展天府肉羊新品种培育项目中通过合同外

包，将羊场生产管理工作交由专业化饲养管理公司负责，避免了企业缺乏技术人

才导致的生产管理问题。 

（五）肉羊产品加工及市场流通 

南江县依托领羊倌孵化园、屠宰加工企业和南江黄羊大酒店，开发了“全羊

宴”、羊肉汤、羊肉干、羊肉酱等系列深加工羊肉产品。四川天地羊生物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与湖北省恩施州农业科学研究院合作，开发高品质富硒羊肉。四川

川宗羊业公司将陆续推出羊肉香肠、羊火腿、手抓羊肉、羊肉汤等端产品。盐亭

依托天府肉羊羊肉汤等餐饮业带动当地肉羊消费，提高肉羊产业的经济效益。成

都灵羊谷农牧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羊为媒促进一三产业融合发展，探索共同富裕

之路。 

（六）品种资源对当地经济和肉羊产业发展的影响 

多年来，省内各地通过园区建设、羊肉美食节等活动，促进当地肉羊产业和

经济发展。简阳市在国家级品牌——简州大耳羊、简阳羊肉国家级地理标志产品、

简阳羊肉汤国家级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基础上，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简州大耳

羊活动物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南江县通过南江黄羊品种建设了国家级肉羊产

业园区，乐至县被誉为“中国黑山羊之乡”，盐亭县正在打造“中国天府肉羊之乡”。                                                                                                                

三、目前肉羊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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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良种羊扩繁及保种难度大 

近年来由于猪价下跌、北方绵羊肉价格冲击，南方山羊价格和消费市场较往

年走低明显；优质种羊受保种场、核心育种企业的生产效益、资金实力影响较大。

养殖企业面临保种扩群、提高种羊品质和降低成本多重压力。一是简州大耳羊、

川中黑山羊等品种的核心种群和基础种群数量规模有限，难以支撑肉羊生产对优

良种羊的需求。二是种羊场生产积极性较差，种羊生产须按照品种标准规范实施，

需耗费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生产效益不及肉羊育肥，直接影响了生产种羊

的数量和质量，优质种羊资源的扩散推广难以实现。三是成都麻羊作为四川特有

地方资源品种，种群规模较小，保种工作难度较大，养殖经济效益较低。 

2.养羊企业生产效益较低 

农村劳动力缺乏导致养羊生产用工成本增加；饲草饲料、药品等支出逐年增

加，养殖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再加之肉羊销售渠道模式单一，肉羊生产整体

效益较低。 

3.肉羊产业链发展不健全 

目前，仅南江县建有肉羊专业化的屠宰分割工厂并开发深加工产品，简州大

耳羊正在开发富硒羊肉及其产品深加工。而川中黑山羊、天府肉羊等品种产业发

展仅以饲养生产为主，活羊主要销往四川周边及广西、广东等地。饲草饲料生产、

屠宰冷链、羊肉及其产品的精深加工、线上线下推广销售、文化挖掘及产业链延

伸发展尚未形成。 

四、促进我省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强肉羊供种能力建设，提高生产水平 

一是加强南江黄羊、简州大耳羊、川中黑山羊国家级肉羊核心育种场及成都

麻羊国家级保种场的建设，提高供种能力。二是在肉用山羊主产区，改扩建一批

肉用山羊良种繁殖场，重点支持新（改扩）建年提供 500 只种羊以上的种羊场建

设，开展地方优良肉用山羊品种选育工作，大力推广优良种羊，提高生产水平。

三是加强天府肉羊等新品种（品系）培育工作，提高优良种羊的供种能力。 

2.推进肉羊标准化生产，发展适度规模养殖 

在肉用山羊主产区开展肉用山羊标准化技术改造，大力发展年出栏肉羊 300

只以上的规模养殖场，支持肉羊主产区建设一批配套饲喂设备、通风降温、秸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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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与青贮、粪污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等设施设备完善的肉羊示范场。针对

肉羊适度规模养殖场（户）新（改、扩）建项目，应在项目资金、用地等方面给

与政策倾斜，提高四川肉羊规模养殖比重。 

3.加强肉羊全产业链建设，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在肉羊主产区，加强饲草料生产、屠宰冷链、羊肉及其产品的精深加工企业

建设，延伸产业链条，助力肉羊产业可持续发展。 

4.加强肉羊品牌建设，开发羊肉特色产品 

支持肉羊生产龙头企业、专合组织开发羊肉特色产品，参与农博会、世博会，

开展农超对接、订单直销、连锁配送、电子商务等多种形式营销，建设南江黄羊、

简州大耳羊、川中黑山羊、天府肉羊等产品品牌，提高羊肉产品附加值。 

5.加强政策支持力度，保障产业健康发展；促进农旅结合，一三产业互动 

建议在肉羊品种选育、种源基地建设、良种引进补贴、标准化适度规模养殖、

品牌培育、产品加工等方面给予重点扶持，加强科技创新，健全肉羊生产体系，

促进四川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适当调增农业设施、农旅产业用地；弘扬传统消

费习惯，就地、就近开辟市场，打造四川特色肉羊消费品牌；走以羊为媒促三产，

一、三产业互动融合，推动农旅结合，促进乡村振兴，共谋肉羊全产业发展之路。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羊业分会 

2024 年 2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