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 卷第 l 期

20( ) 5年 3月

西 昌学院 学报
·

有然科学版
Jo u

m
a l o f X i e ha ng C o l l eg e

·

N a tu ra l S ei e n e eE d i ti o n

V
(一1

.

1 9
,

N
o

.

l

M ar 二 2 0 05

凉山州畜牧业生产调查报告

杨光荣

(西昌学院 动科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13 )

[摘 要】 本文介绍 了凉 山州畜牧业 生产基本情况
,

总结了成功的经验
,

分析 了当前存在的

问题
,

提出改进和提高畜牧业 生产数量
、

质量
、

经济效益的建议性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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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
,

东经 100
0

04
`

一 10 30

5 2
’ ,

北纬 2 6
0

0 3
`一 2 9

0

15
’ ,

东与乐 山
、

宜宾接壤
,

南与

攀枝花市
、

云南省元谋县
、

巧家县接壤
,

北与雅安市

石棉县
、

汉源县接壤
,

西与甘孜州稻城县接壤
。

全州

6万多平方公里
,

最低海拔 325 米
,

最高海拔 59 5 7米
。

19 7 9年西昌地区与原凉山州合并后
,

辖区有 17 个县

市
、

7 14个乡镇
、

3 8 5 7个村
、

2 17 0 3个组
,

总人 口 4 20多

万
,

彝族人 口 占4 1
.

5%
。

凉山州地处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之间
,

山脉
、

河

流纵横交错
,

由于海拔差异达到5 6 3 3米
,

引起不 同地

方气象差异很大
,

例如西昌市区海拔 15 0 0米
,

1月平

均温度 .9 5℃
,

昭觉县城海拔 21 00 米
,

1月平均温度

.0 4℃
。

由于气象条件的差异
,

引起各地植被的差异

较大
,

例如昭觉 四开区 (海拔 21 00 米 ) 8月上旬水稻
、

玉米
、

大豆正生长茂盛
,

而烂坝 (海拔 320 0米 )油菜
、

燕麦已成熟
。

凉山以农业为主
,

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成分
,

也

是重要的经济支柱 之一
,

200 3年畜牧业产值 41
.

9亿

元
,

占农业产值的4 2%
,

占全州G D P的2 .0 7%
。

全州畜牧业生产基本情况

畜禽出栏数与存栏数

2 0 0 3年畜禽 出栏情况 大牲畜 2 .2 98 万头
,

产

肉量 2 5 8 4 5 T
,

其中黄牛 16
`

75 万头
,

产肉 19 0 38 ;T 水牛

2
`

9 5万头
,

产 肉3 19 7 1
” : 牛毛牛 1

.

9 5万头
,

产 肉2 5 7 9 T ; 马

.0 67 力
一

匹
,

产肉5 8 lT
;驴 0

.

3 6万匹
,

产肉 18 0T ; 骡0
.

3万

匹
,

产 肉2 7 0
r

r
。

猪 3 9 8
.

15万 头
,

产 肉 3 13 4 3 I T ; 山羊

! 24 .9 2万 只
,

产 肉24 043 T ;
绵 羊95

.

24 万头
,

产 肉

19O9 3 T ; 鸡 1 7 2 6
.

1万 只
,

产 肉2 7 3 8 6 T ; 鸭 5 8 8
.

8万 只
,

收稿 日期
:
20 0 4一 1 2

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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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

教授

产 肉84 04 T ;鹅 65
.

53 万只
,

产肉 17 83T ;兔 13 .0 6万只
,

产肉巧 S T
。

其 中猪肉占7 6
.

4 6%
,

鸡肉占4
.

20 %
,

黄牛

肉占.4 64 %
,

山羊肉占 .5 8 6%
,

绵羊肉占 .4 6 6%
,

鸭肉

占2
.

0 5%
。

1
.

1
.

2 2 00 3年末畜禽存栏数 黄牛 85
.

18 万头
,

乳

牛 .0 7万头
,

水牛 26
.

98 万头
,

耗牛 .7 55 万头
,

马 24 .4 7万

匹
,

驴 .4 4 2万匹
,

骡 .5 68 万匹
,

猪 3 9 .9 85 万头
,

山羊

2 7 6
.

6 9万只
,

绵羊 2 2 2
.

3 2万 只 (其中细毛羊 2 3
.

0 8万

只
、

半细毛羊 109 .9 4万只 )
,

鸡 83 4万只 (其中蛋鸡

1 8 5
.

8 5万只
、

肉鸡 9 5
.

19万只 )
,

鸭 14 1
.

8 7万只
,

鹅 3 3
.

3 2

万只
,

兔 7
.

51 万只
。

其中能繁母畜数
:

黄牛36 2 3万头
,

乳牛 .0 4万头
,

水牛 n
.

5 6万 头
,

耗牛 3
.

53 万头
,

马 .8 87

万匹
,

驴 1
.

84万匹
,

猪 5 6
.

13 万头
,

山羊 12 .9 91 万只
,

绵

羊 108
.

14 万只 (其中细毛羊 H万只
,

半细毛羊53
.

19 万

只 )
。

为2 0 (只年凉山州畜牧生产奠定 了一定基础
,

但

能繁母猪数由于受前几年猪价疲软的影响
,

有所减

少
,

致使今年仔猪繁殖数减少
,

仔猪价格由每公斤

5
.

6元长至 11
.

4元
,

生猪由 200 3年每公斤 .7 6元长至

H
,

4元
,

猪腿肉由年初的每公斤 11 元长至 16 元
,

肥肉

由年初的每公斤 8元长至 14 元
。

1
.

2 各县畜牧生产畜禽分布

1
.

2
.

1 各县畜禽出栏数 畜禽出栏数反映一个地

区畜牧业生产状况和经济运行情况
。

1 2
.

1
.

1 生猪出栏主要是会理
、

西昌
、

会东
、

冕宁
、

德

昌
、

越西
、

宁南等县市
,

出栏 2 5 8
.

44 万头
,

占凉山生猪

出栏数 64
.

9 1%
。

1
.

2
.

1
.

2 山羊出栏主要是会理
、

会东
、

盐源
、

西昌
、

美

姑
、

冕宁
、

木里
、

金阳
、

昭觉
、

雷波
、

普格
、

喜德
,

占全州

的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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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3年凉山州各县畜禽出栏数 单位
:

万头
、

只
、

匹

州全木里盐源甘洛越西德喜波雷 冕宁金阳美姑昭觉拖布普格南宁会东会理德昌西昌名畜

.1 5 0. 0 2. 8 00州. 5 6117 23. 6.1 00
.

97

0
.

7 5

. 04 6

0
.

1 6

0
.

77

0
`

5 8

0
.

1 0

0
,

0 6

0
.

0 9

22
.

5

4
.

5

65

183

3
.

2

0
.

9

2
.

0 4

0
.

7 7

.

23

.

0 3

0
.

6 6 0
.

6 9 1 4 7 1
.

1 0
.

7 2 0
.

5 0
.

92

0
.

4 0 0 9

0
.

5 0
.

1 3

0
.

1

0
.

8 1 0 7 9

0
.

0 8

0
.

0 3

0
.

06

1 25

0
.

07

1
.

0 3

16
.

7 5

2
.

95

l
`

9 5

0
.

6 7

0
.

36

12 4
.

9

9 5
.

3

3 98

10 72

5 88
.

8

65
.

53

242400

6.l7.45.35巧26.281.44.622426”.28哭.55281.431.03.04557.65.1361969.19.168.635242.30.11
4

.

34

1
.

86

、

22

7 5

4
.

0 5

4
.

3

l 1

3 l

1
.

9

0
.

2

5
.

7 1

1 7

6
.

8 3 5
.

14

7
.

7

9
.

2

3 8

0
.

0 1

0
.

02

6
.

4 8

4
.

5

0
.

2 5

0
.

1 3

0
.

0 3

1 1 2

l 0

22

5 l

1
.

5

0
.

7

9
ù
今̀Zn汽

316932.37
l 1

38

19

1 09

8
.

1

13
.

3

0
.,1

91SL

2 03

l 0

5613732045.83

0
.

03 0
.

1 6 0
.

09

黄水耗马驴山绵猪鸡鸭鹅兔骡

1
.

2
.

1
.

3 绵羊出栏主要是昭觉
、

盐源
、

美姑
、

金阳
、

会

东
、

越西
、

布拖
、

喜德等县
,

占全州绵羊出栏数的

7 0
.

6 5%
。

1
.

2
.

1
.

4 黄牛出栏主要在会东
、

盐源
、

昭觉
、

木里
、

宁

南
、

美姑
、

西昌
、

冕县
,

占全州出栏黄牛 63
.

64 %
。

1
.

2
.

1
.

5 鸡 出栏主要是会理
、

西 昌
、

宁南
、

美姑
、

冕

宁
、

喜德
、

德昌等县
,

占全州出栏鸡的75
.

8%
。

1
.

2
.

1
.

6 鸭出栏主要是西 昌市
、

德昌县
,

近年引进天

府肉鸭
、

北京鸭
、

樱桃谷肉鸭
、

樱桃谷蛋鸭等良种
,

进

行短期肥育出栏
,

以华宁公司
、

天泰公司
、

明辉公司
、

德昌三棵树水禽公司为龙头
,

带动农户养殖
,

专业户

养殖规模 1以又〕只一2以叉X )只
。

1
.

.2 2 各县畜禽存栏数

畜禽存栏数作为下年畜牧生产的基础
,

是影响

以后畜禽生产数量和质量的潜在因素
,

可作为固定

资产转人下年
,

但它不能反映畜牧生产水平的高低
,

也不能用于衡量社会经济收入的尺度
,

尤其是肉用

畜禽
,

而应以产品的产出量
、

销售量及赢亏状况衡量

畜牧业生产水平
。

1
.

3 疾病防治工作

1
.

3
.

1 比较认真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和 国务院第 13 号令 《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
,

以预

防为主
,

防重于治
,

每年春秋二季用猪瘟
、

猪丹毒
、

猪

肺疫三联苗进行预防注射
,

同时戴耳标
,

西昌市达

98 %
,

德昌县达 9 8
.

1%
,

雷波县达 8 0% ; 口蹄疫免疫注

射密度
,

西昌市达 95 %
,

德昌县达 100 %
。

德昌县预防

注射牛出败 2 000 头
、

鸡新城疫苗 98
.

58 万只
、

山羊痘 2

万只
。

雷波县由于群众不理解
,

难予接受 口蹄疫苗
,

预防注射出现较大阻力
。

1
.

3
.

2 加强市场畜产品检疫
,

实施
“

放心肉
”

工程
,

西

昌市
、

德 昌县作得较好
。

西 昌市成立兽医检疫检验机

构
,

组成 10个综合执法小组对城区
、

坝区乡镇坚持 日

常检疫
,

基本杜绝病死畜肉品
、

注水 肉食品上市
,

使

市民吃上
“

放心 肉
” 。

德 昌县检疫屠宰猪肉2 61 7头
、

牛

5 3 2头
、

羊 2X() 2只
、

禽 15 0 0 0只
、

冷冻肉5 1 2 8K G
,

检出

病猪 2 5 0头
,

销毁 3 2头
。

1
.

3
.

3 加强疫病监测 西昌市对西郊乡
、

黄水乡
、

裕

隆乡
、

华 宁公司
、

天泰公司
、

攀西乳业实施定点监测
,

监测畜禽6 74 308 头 (只 )
。

德 昌县监测幼禽 42 000 只
、

成禽 l 5 0( ) 0只
、

牛 7 9 5头
、

猪 3 9 8 5头
、

羊 5 4只
、

狗 1X() 只
、

马 3 4匹
、

动物骨 70T
、

毛 lT
,

还检查血吸虫
、

寄生虫
,

检查水牛 2 9 8 5头
,

阳性牛78 头
,

用药物驱虫
。

l
,

4 畜牧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

1
,

4
,

l 配合饲料在文化水平较高和经济条件较好的

乡镇被广泛接受和使用
,

经济稍困难的乡镇多用浓

缩料
,

自配玉米
、

米糠
,

经济特别困难地区则保持传

统方法
,

甚至以放牧为主
,

如普格县特尔果乡
、

昭觉

县烂坝
。

宁南县曾用甘蔗叶氨化养牛
。

1
.

4 2 畜禽 良种推广取得长足发展
,

利用长白猪
、

约

克猪与本地猪杂交已被广大群众接受和运用
,

西昌
、

德昌正在推广 D L Y三杂交猪
; 引进金堂黑 山羊

、

波尔

山羊繁殖推广
; 引进樱桃谷肉鸭 SM Z 在安宁河流域

繁殖推广
,

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1 4
.

3 科研取得了《羊蠕虫病药物防治研究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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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5项州级成果
,

尤其是布拖县在经费和科研条件困

难的情况下
,

实现基层科研零的突破
。

2 凉山州畜牧业生产存在的问题

.2 1 脱离市场需求
,

按计划经济运作 政府指导

畜牧生产习惯于按计划经济模式运作
,

提出片面的

畜牧业发展模式
,

强行各县市必须执行
,

既违背市场

经济规律
,

又违背 自然规律
。

.2 2 畜牧生产统计数据不确实 畜禽出栏数
、

存

栏数统计不确实
,

导致计算畜牧业产值失真
。

2 (X碑年

《政府报告》中报告
:
200 3年畜牧业产值41

.

9亿元
。

据

州畜牧局某工作人员说
: “

按统计数字计算畜牧业产

值
,

如论如何也达不到40 亿元
,

按统计数计算只有 24

亿元左右
,

何况统计数还有水分
。 ”

统计数字不确实
,

主要是统计方法缺乏实际依据
,

州畜牧局与县市统

计数存在较大差异
,

例如西 昌市 2 0 0 3年禽蛋产量西

昌市 畜牧 局统计数 为 438 盯
,

州 畜牧局 统计为

3 3 8盯
,

相差 10( 刃 T ;普格县 200 3年生猪存栏数州畜

牧局统计为 14 3 0( X〕头
,

县畜牧局统计为 13 827 2头
,

相

差 4 7 2 8头 ; 普格县 200 3年牛存栏数州畜牧局统计为

麟 800 头
,

县畜牧局统计为 44 963 头
,

相差 19 8 3 7头 ;普

格县2 X() 3年存栏羊州畜牧局统计为 27 43 00 只
,

县畜

牧局统计为 24 525 4只
,

相差 2 904 6只 ;普格县 2 0 0 3年

生猪出栏数
,

州畜牧局统计为 10 88 00 头
,

县畜牧局统

计为 64 19 6头
,

相差科 6 0 4头
。

普格县出栏羊
,

州畜牧

局统计为8 35 00 只
,

县畜牧局统计为 7 2 6 57 只
,

相差

10 8 4 3只
。

.2 3 部分企业
、

农户盲 目上项 目 西 昌 日化 厂

19 9 9年相信广告宣传
,

未作市场调查
,

听不进专家的

建议
,

贷款2 00 万元
,

兴建鸵鸟场
,

以 2万元一只买进

5 0只鸵鸟
,

2以X)年产蛋孵化繁殖 300 多只
,

每组 ( 1公 2

母 )喊价 51 00 元
,

无人买
,

走人死胡同
,

到现在仅剩下

8只小鸵鸟
,

几乎倒闭
。

2 .4 部分地区群众文化素质偏低
,

不愿接受科学技

术 部分农户对预防注射不予配合
,

持反对态度
,

看

见兽防员
,

有的人关门而走
,

甚 至放狗咬
,

群众向兽

防员索要补偿费
,

而政府未拨款
,

使兽防工作处于困

难局面
,

完不成上级规定的注射密度
。

普格县有的农

户故意将家畜
、

家禽放公路上
,

车子压死
,

索要高额

赔款
,

新 《交通法 》颁布之前
,

有一辆车压死一只公

鸡
,

驾驶员拿出 100 元赔偿
,

主人要 10( X)元
,

不给不放

车走
,

驾驶员赔了 100 0元
。

2 5 对基层兽 医工作重视不够 部分市县2 0 0( )年

撤消乡镇兽医站建制
,

兽医人员 自己开业
,

致使大面

积的预防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

200 3年恢复乡镇兽医

站
。

乡镇兽医人员待遇低
,

西昌市每月每人 16 0元
,

市

畜牧局用于代交养老保险费 ; 德昌县每人每月由县

财政拨给 200 元 ;普格县每人每月发给州财政拨给的

50 元
,

县财政配套的 150 元未兑现
。

雷波县每人每月

33 元
。

凉山州畜牧工作会在宁南县召开
,

会议决定
:

“
州财政每人每月拨给乡兽医人员 5 0元

,

县财政配套

巧 0元
” 。

至今年 8月
,

州财政已兑现
,

部分县 尚未兑

现
。

经济条件好的乡镇
,

兽医人员卖兽药
、

饲料
、

添加

剂及治疗畜病挣钱养家 ;经济困难的乡镇
,

乡兽医站

收取预防注射费都困难
,

更谈不上卖兽药
、

饲料
、

添

加剂挣钱
,

农户的家畜有病
,

治不起病
,

一刀杀了牲

畜
。

有的乡镇兽医站办公用房破烂或无办公用房
。

冷

藏设备已用2 0多年
,

超期服役
,

存在安全隐患
。

西昌

市逐步解决平坝地区乡镇兽医站的冷藏设备问题
。

.2 6 凉山群众有宰杀断乳仔猪的习俗
,

每年宰杀近

100 万头
,

致使生猪出栏数多
,

产肉量少
。

.2 7 市场检疫技术和设备落后 市场检疫基本靠

一双肉眼
、

一把刀
、

一个检疫公章
,

只能检查
“

米星猪

肉
” 、

黄膘猪肉
、

老母猪肉
、

明显的注水 肉
、

病变明显

的病死家畜肉
,

对带病毒
、

病菌
、

有毒有害物质的肉

食品无法检测
,

潜在不安全因素
。

.2 8 养殖户缺乏科学技术知识 养殖户有投资热

情和干劲
,

但是缺乏经济管理
、

生产管理
、

饲养管理
、

疾病防治等方面知识
,

盲目上项 目
,

办不了多久
,

即

倒闭
。

西昌的
“

海狸鼠热
” ,

报纸
、

广告宣传
,

群众未咨

询其真实的价值
,

盲 目饲养
,

规模之大
,

耗资之多
,

西

昌历史上罕见
,

其结果是毫无经济价值
,

最后
,

偷偷

摸摸在晚间放野外
,

估计造成近 1以X )多万元损失
。

西

昌市万头猪场老总不懂经济管理
,

财务管理混乱
,

卖

猪不开票不人账
,

最终倒闭
。

西昌市西乡乡古城村王

某养2万只鸭
,

因不懂疾病预防知识
,

让人随便出人
,

带人病菌
,

鸭患传染性浆膜炎
,

全部死亡
。

西昌长安

机械厂经理不懂饲养管理知识
,

小鹅冷天不保温
,

饲

喂皇竹草
,

4 0() 0多只小鹅死光
。

.2 9 退耕还林与种草养畜相矛盾 有的县在退耕

还林过程中
,

将草铲除
,

再种树
,

在树木长成之前
,

造

成水土流失
,

牛羊没有草吃
,

影响畜牧业生产
。

2
.

10 畜牧系统职称评定指标少
,

且多数行政干部

占用指标
,

致使一般技术干部晋升高一级职称困难
,

影响工作积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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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议

3
.

1 以市场为导向
,

政府作好服务
,

政府部门收集

市场信息
,

预测市场前景
,

指导农户和企业生产
,

既

要避免计划经济的强迫命令
,

也不能听之任之
,

避免

盲目上马
。

上项 目前一定要咨询有关专家
,

并尊重专

家意见
。

.3 2 改革统计方法
,

一定要实事求是
,

由州畜牧局

统一制作表格
,

每年由村逐户登记
,

逐级上报
,

为政

府提供可靠数据
,

以便政府制定发展规划
。

各级党

委
、

政府不能单凭生产数字评定下级的政绩
。

.3 3 加强乡镇兽医站指导工作
,

实行从大中专兽 医

专业毕业生中考核聘用制度
,

落实乡镇兽医人员待

遇
,

逐步解决乡镇兽医站的办公用房和冷藏设备问

题
。

建议乡镇兽医站统一划归各县畜牧局管理
,

以免

条块分割
,

克服管理混乱的局面
。

3 .4 对养殖户和养殖企业进行 岗前培训
,

主要培训

经济管理
、

生产管理
、

饲养管理
、

疾病预防治疗等方

面的知识
。

3 .5 拨一定资金支持各县市组建疫病检验实验室
,

增购必要的仪器设备
,

提高检测技术
。

.3 6 落实
“

普九义务教育
” ,

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
,

充分发挥乡镇职业技术教育专干的作用
,

对农户进

行不定期培训
,

宣传科学知识
,

并进行指导
。

3
.

7 退耕还林应与畜牧生产有机结合
,

退耕还林的

同时要还草
,

种树种草相结合
,

不能毁草种树
,

使水

土保持
、

生态保护
、

畜牧业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和平衡

协调发展
,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3 8 适 当多给畜牧系统职称指标
,

规定走行政的人

不再申报职称
,

使技术人员有想头
,

有盼头
,

有晋升

职称的机会
,

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

3
.

9 加强饲料监测
,

重点监测饲料质量及有毒有害

物质
,

如盐酸克伦特罗
、

阿散酸
、

高铜
、

黄曲霉毒素
、

铅
、

苯丙花等物质
,

使人民真正吃到
“

放心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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