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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养殖业

1988 年以前，畜牧局与农业局是一个单位，称理塘县农牧局，1988 年 8 月，

畜牧局从农牧局分离，成立理塘县畜牧局。2001 年，与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县科

协、县畜牧局合署办公，实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称为畜牧科技局。2005 年底，

畜牧科技局共有干部职工 75 人，其中畜牧局 57 人，科技局 2 人，乡镇综合服务

站 16 人；下辖草原站、蝗虫测报站、兽医站、草原监理站、畜牧技术服务站、检

疫站、乡（镇）科技服务站、农村股、科技股、农业技术学会、畜牧学会、气象

学会、个体工商学会、珠算学会等机构。

一、牛

理塘县的牛以牦牛为主，其次为黄牛。牦牛分布广泛，在全县国民经济中占

据重要地位。理塘牦牛具有耐高寒、耐粗饲、运动性强的特点，同时又具产奶、

肉、毛及役用和繁殖等性能。1991 年牦牛存栏为 212293 头，占各类牲畜的 65%；

2005 年，牦牛存栏为 235820 头，占各类牲畜的 61%。理塘黄牛适应高寒性能较差，

体形普遍偏小，产肉性能较低，肉质不如牦牛。黄牛的产奶期比牦牛长，但年产

乳量仅 230 公斤，含脂率 5.56%,半产黄牛年产乳量 120 公斤,含脂率 6.08%；黄牛

在半农牧区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一般用于耕地,短途驮运、牵引等，可负重 40～

50 公斤，日行 20 公里，每对阉牛日耕地 1.5～2 亩。黄牛一般被拉波乡、德巫乡、

雄坝乡、上木拉乡、中木拉乡、下木拉乡、甲洼乡等地的农牧民养殖。2005 年底，

全县黄牛存栏 25594 头，占牲畜总数的 6.7%。

二、羊

羊是理塘县仅次于牦牛的第二种优势畜种，主要有藏系绵羊和藏系山羊两种。

藏系绵羊具有适应性强、成熟期短、周期快的特点，主要分布于格木乡、曲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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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戈乡、奔戈乡、禾尼乡等牧区。1991 年，藏系绵羊存栏为 68715 只，占

各类牲畜存栏的 21.3%,2005 年,藏系绵羊的存栏为 56825 只,占各类牲畜存栏的

14.9%。1998 年 8 月，测定奔戈乡公母草地型绵羊 56 只，平均体高 67.25 厘米,

平均体长 61.26 厘米,平均胸围 76.26 厘米,平均体重 32.83 公斤。藏系山羊具有

适应性较强的特点，在牧业区和半农半牧区均有广泛分布，藏系山羊个体较小，

成年山羊平均体高 52.25 厘米,平均体长 58.46 厘米,胸围 67.58 厘米,平均体重

21.65 公斤。1999 年，对中木拉部分成年公母山羊进行屠宰测定，结果为：平均

活重 26.03 公斤,胴体重 11.03 公斤,净肉重 7.03 公斤,产奶性能和繁殖情况与藏

系绵羊基本相同。2005 年底，全县山羊存栏 20792 只，占牲畜总数的 5.4%。

三、马

理塘境内的马属藏系马，具有耐高寒、耐粗放、耐饥饿、适应性强的特点，

是农牧区群众乘骑的主要交通工具。1991 年，全县马存栏有 19080 匹，占各类牲

畜总数的 5%，2005 年全县马存栏为 74706 匹，占各类牲畜总数的 19%。1998 年在

奔戈、德巫两乡抽样调查 52 匹藏马的情况如下：黄色马 28 匹，占调查数的 53.8%,

白色马 14 匹,占 26.92%,其他色 10 匹,占 19.23%,平均体高 123.98 厘米,体斜长

123.8 厘米,胸围 131.25 厘米,前肢长 77.95 厘米,体重 251.96 厘米。

四、猪

理塘县群众历来习惯饲养本地藏猪，其体型小，嘴尖头长，耳小直立，貌似

野猪。饲养方法一般采用敞放或与牛羊共牧，收回后略加补饲。一般两岁才屠宰，

肥猪体重平均 60～70 公斤。藏猪生长缓慢，饲养期长，无显著的经济效益，因而

数量很少。1991 年，全县有生猪 6318 头，2005 年，全县养猪仅 2518 头。主要分

布在粮食产量好的上木拉、中木拉、下木拉、德巫、麦洼、拉波等乡。

五、家禽

县境内群众养殖的家禽以本地藏鸡为主。此鸡体型小巧、能跑善飞、自由觅

食、产蛋较少。1991 年，全县有鸡 45300 只，2005 年，全县有鸡 63500 只。由于

农牧民群众对养殖业重视不够，藏鸡发展缓慢，15 年中增加了 18200 只，增长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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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疫

1991～2005 年，县畜牧科技局始终坚持“预防为主、防检并重、以检促防、

防消结合”的防制措施，层层落实、严格把关，明确了责、权、利，防疫制度更

加完善，防疫质量得到更进一步提高。1991 年，理塘县共检疫各类牲畜 15318 头

（只、匹），其中，市场活畜检疫 2345 头（只、匹），运输活畜检疫 9981 头（只、

匹），产地活畜检疫 2992 头（只、匹），共检查出病畜 1051 头（只、匹），检查出

病害肉 954 公斤，检查出病蹄、毛、骨、角 3010 公斤，均作了无害化处理。1993

年，县畜牧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积极开展了

畜禽产地、屠宰市场及畜禽运输的检疫工作。1996 年，县畜牧局投资 120 万元，

修建了 10827 平方米的牲畜集中屠宰场，其中生猪定点屠宰场 4213 平方米，牲畜

养放场 3181 平方米，杀牛场 3433 平方米，理塘县的活畜实行了“定点屠宰、集

中检疫”。 1997 年，共检疫生猪 1350 头，牦牛 900 头，仔猪 113 头，鸡 378 只，

蛋 115203 枚，牛皮 3010 张，奶渣 2.6 吨，牛毛绒 4170 吨，马 31 匹，羊 173 只；

检疫肉 247.36 吨；场地消毒 54 次，车辆消毒 213 次；销毁不合格肉 3.43 吨；培

训 386 人次；全年收检疫费 1.65 万元。1998 年，全年共检疫生猪 1360 头、牛 1100

头、仔猪 350 头、鸡 721 只；场地消毒 24 次；检出传染病畜 26 头，销毁 7 头；

全年出境牦牛 1700 头，羊 10000 只，牛皮 15000 张，羊皮 3200 张，牛绒 9 吨，

羊毛 7.5 吨。2001 年，共检疫生猪 1012 头、牦牛 83 头、仔猪 168 头、鸡 780 只、

蛋 35000 枚；场地消毒 67 次，车辆消毒 74 次；收检疫费 8861 元。2002 年，预防

注射各类牲畜 1242084 头（只）次，综合预防密度为 95%。其中炭疽疫苗注射 229082

头次，密度为 85%，猪三联苗注射 7800 头次，密度为 99%；牛出败注射 255741 头

次，密度为 95%，治疗各种普通病 1425 头（只、匹）次。2004 年，共检疫生猪 3782

头、牛 5597 头（其中外运 1232 头），羊 2825 只（其中外运 2413 只）、活禽 1132

只、皮张 4300 张。2005 年，全县共检疫生猪 4100 头、牛 4600 头、皮张 21000 张、

奶渣 50 吨；共进行场地消毒 84 次，车辆消毒 127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