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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
园地 凉州驴产业现状初报

!!!

严秉莲
#武威市畜牧兽医局!甘肃 武威

9$$###

$

摘要!凉州驴是我国优良地方驴种的典型代表!其驴肉"驴皮"驴乳等产品具有补气补血"滋阴壮阳的药用功效!有

着不可替代的推广利用价值#但近
8#

多年来!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消费者对驴产品品质要求的变化!

凉州驴存栏数较
85"#

年呈明显下降趋势!加之导入了庆阳驴等外来驴基因!凉州驴性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身高

和体长增加
8#:;

左右!并且出现身高大于体长的变化特点#鉴于此!凉州驴于
!##5

年被甘肃省农牧厅首批确

定为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本研究从品种形成生活环境"发展现状和开发利用几个方面就凉州驴的开发

对策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凉州驴$品种$保护

中图分类号!

1"!!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8##8<#=!5

#

!#88

$

#$<#45$<#$

$!

!

凉州驴是甘肃省北部优良地方驴种的代表!分

布于甘肃河西走廊!又叫河西驴%

8

&

'凉州驴具有体

小精干(性情温顺(耐苦耐劳(抗病力强(易饲养(好

管理等优良特性!属轻型驴品种'近
8#

多年来!随

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凉州驴作为役畜其作用

日趋弱化!养殖逐渐转向皮张药用和产肉性能!养殖

户为提高经济效益!一味追求饲养体格较大的驴种!

因而导入了庆阳驴等外来驴血液!再加上缺乏适当

的政策引导和科学的保种利用体系!导致凉州驴存

栏数呈明显下降趋势'鉴于此!凉州驴于
!##5

年被

甘肃省农牧厅首批确定为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

种%

!

&

'本研究对凉州驴品种特性(生活环境(产业现

状和开发利用等进行了阐述!以期对凉州驴的保护

和开发提供一定的帮助'

!

!

品种形成及生活环境

凉州驴是从西域不断输入的驴逐渐繁殖而成

的'约始自西汉时期!距今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

'

凉州驴是在当地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农村极其粗

放的环境下!经过长期的自然和人工选择而形成%

4

&

'

凉州驴为甘肃最古老的原始品种!中心产区在河西

走廊的武威市凉州区!分布在酒泉(张掖地区!主产

区位于
8#8>75?

"

8#$>!$?3

!

$9>!$?

"

$">8!?)

的武

威市!总面积
$($

万
@;

!

!总人口
854(!4

万%

8

&

'产

区属温带干旱大陆性气候!日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

9("A

!日极端最高气温
4#("A

!日极端最底气温

6$!A

!气候干燥!空气中相对湿度小'无霜期
"7

"

87=B

!年降水量
7!

"

7!!;;

!年蒸发量
84##

"

$#8#;;

!日照时数
!!##

"

$#$#C

%

7

&

'年均大风

天数
8!B

!年均沙尘暴天数为
5

"

$4B

!风向多为西

北'主要气象灾害有高温干旱(大风沙尘暴(暴雨山

洪和雷雨冰雹%

=

&

!市内河流分属石羊河和黄河两大

水系%

9

&

!水资源总量
84(54

亿
;

$

!其中地表水
84($

亿
;

$

!地下水
#(=4

亿
;

$

%

7

&

'土壤多属灰钙土(栗

钙土'武威市农作物播种面积大%

"

&

!农作物主要有

小麦(玉米(谷子(大麦(青稞(胡麻(油菜(大麻及瓜

果蔬菜等'森林面积
4#(#"

万
C;

!

!森林覆盖率达

8!(#=D

!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积
8$"(#9

万
C;

!

%

5

&

'

凉州驴非常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且抗常见病能力

强!很少得病'

"

!

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凉州驴体格短小精干!属轻型驴品种'头大小

适中!眼大有神!鼻孔大!嘴钝而圆!耳略显大!竖立!

转动灵活!耳壳内外着生短毛'颈薄!中等长!鬣毛

少!肌肉厚实!头颈结合紧凑!颈肩背结合良好'

甲低而宽(长短适中'母驴胸深!肋开张良好!腹大

略下垂!公驴胸深而窄!腹充实而不下垂'背平直!

体躯稍长!背腰结合紧凑'尻稍斜!肌肉厚实'四肢

端正有力!骨细!关节明显!蹄圆形小则坚硬'尾短

小!尾毛较稀!尾础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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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8#<#8<88

!!

接受日期)

!#8#<#4<!"

作者简介)严秉莲#

859$<

$!女!甘肃古浪人!畜牧师!本科!主
要从事畜牧兽医技术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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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这一优良品种!武威市畜

牧兽医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该驴品种现状进行了

实地抽查!取得了如下数据#表
8

$'据对
=#

头凉州

驴的调查统计!被毛灰色者
!4

头!占
4#D

*黑色者

8=

头!占
!=(=9D

*灰黑色者
8#

头!占
8=(=9D

*灰

白色者
5

头!占
87D

!青灰色者
8

头!占
8(=9D

'除

黑驴外!多数有黑色背线!肩上有鹰膀!前膝及飞节

侧面上有二(三条斑纹'与
85"#

年的体长数据%

8

&

#表
!

$比较发现!身高和体长明显增大
8#:;

左右!

并且出现身高大于体长的变化特点'分析其原因!

一是导入了庆阳驴等外来驴基因!二是饲草料丰富!

饲养条件改善!使役程度减轻'

表
!

!

凉州驴体尺"

"##$

年#

项目 性别 公 母

体尺

#

:;

$

体高
8#"(5#H=($5 8#5(5$H"(=$

体长
8#5(!#H"(!5 8#7(7$H5(!#

胸围
8!$(9#H9(#= 8!#(!8H8#(7!

管围
84(=7H#(58 8$(54H8(84

体尺指数

#

D

$

体长
8##(!" 5=(##

胸围
88$(75 8#5($7

管围
8$(47 8!(="

!

注)体长指数
I

体长

体高J8##D

!胸围指数
I

胸围

体高J8##D

!

管围指数
I

管围

体高J8##D

'下表同'

表
"

!

凉州驴体尺"

!%&#

年#

项目 性别 公 母

体尺

#

:;

$

体高
8#8(= 55(7

体长
8#$(= 8##(=

胸围
8#5(5 8#"(=

管围
8$($ 8!(5

体尺指数

#

D

$

体长
8#8(5 8#8(8

胸围
8#"(! 8#5(8

管围
8$(8 8!("

!!

凉州驴存栏数已呈明显下降趋势!

!##=

年存栏

较
85"7

年下降
7=(5=D

!年均递减
4(8$D

'

85"7

年存栏
58$##

头!其中能繁母畜
!79##

头%

8

&

!而

!##=

年末存栏仅
$5!55

头!其中能繁母畜
8=9=9

头'通过调查发现!凉州驴在中心产区呈现急速减

少的趋势'原因是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凉

州驴作为役畜的作用日趋弱化!目前主要利用皮张

药用和产肉性能'因凉州驴体格较小!皮张和肉产

量较低!且饲养周期长!农民养驴的相对效益不高'

同时!仅有的部分养殖户!一味追求饲养体格较大的

驴种!促使驴种向体格较大的方向改良和发展'调

查还发现凉州驴种公驴缺少!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政

策引导和科学的保种利用体系!优良的母驴多用公

马配!生产驴骡!结果造成凉州驴的繁殖率低!品质

下降'因此!必须加强对凉州驴这一优良品种的保

育工作!尤其注意母驴基本群的建立和优秀种公驴

的培育!保证凉州驴遗传资源得以保存'

'

!

开发利用对策

'(!

制定保护政策!合理开发利用
!

凉州驴已

于
!##5

年被甘肃省农牧厅首批确定为省级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品种'应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和开发利

用规划!明确选育和开发利用的原则(目标和规模!

处理好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关系%

8#

&

'建议由市

政府出台保护政策!扶持和鼓励凉州驴扩大饲养(繁

育和开发利用'

'("

加大选育力度!促进数量增长
!

凉州驴存

栏数呈现下降趋势!加大选育力度!加快纯种凉州驴

个体数量增长!是其产业化开发的重要基础'一是

要建立一个保种场!组建一个保种群!划定保护区范

围!实行群选群育!促进数量增长'二是要加强凉州

驴的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技术的研究和应用!突破

选育手段!提高选育技术!尽最快速度增加凉州驴的

数量'

'('

加大开发力度!突出独特优势
!

凉州驴及

其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其推广利用价值'凉州

驴平均屠宰率为
4"(!D

!净肉率为
=4(95D

%

8!

&

'驴

肉细嫩味美!营养丰富!尤其钱肉可补肾壮阳!补精

益髓!主治阳痿(腰腿无力等病%

8$

&

'驴皮能熬制名

贵的补药+++阿胶!主治虚痨咳嗽(肺萎吐血(胎动

不安等症%

84

&

'驴乳所含化学成分与人乳很接近!作

为病人的医疗滋补品和哺育婴儿的代乳品是很好的

选择'因此开发凉州驴产品意义非常大%

87

&

'

'((

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消费市场
!

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充分利用网络(报纸(电视等媒体!开展

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凉

州驴及其产品的天然(独特(无污染特性!从而提升

凉州驴及其产品的知名度!启动和扩展消费市场'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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