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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 "++’ 年 开 始 !吉 林 省 在 引 进 细 毛 型 美 利 奴 羊 品 种 资 源 的 基 础 上 !采 用 扩 繁 选 育 和 级 进 杂 交

等 育 种 技 术 措 施!建 立 核 心 群$育 种 群 和 改 良 群!并 在 农 业 部 的 组 织 下 与 新 疆 联 合 育 种 !于 ’&&’ 年 培 育 成 功

新 吉 细 毛 羊 新 品 种!种 群 规 模 为 核 心 群 " ,,& 只 $育 种 群 % $$& 只 % 新 吉 细 毛 羊 羊 毛 细 度 为 %%-./&-&属 细 毛

型 品 种 &成 年 母 羊 净 毛 产 量 !)("’0’(&’*12& 毛 长 !,(//0&(%’*34&剪 毛 后 体 重 !)/(’05(%&*12&产 羔 率 ""&6.
"’56% 对 遗 传 参 数 分 析 结 果 表 明&原 毛 量$净 毛 量 和 细 度 等 毛 用 性 状 遗 传 力 均 在 &($ 以 上% 对 育 种 群 不 同 级

进 代 数 生 产 性 能 与 现 场 鉴 定 资 料 比 较 分 析 结 果 表 明&育 种 群 遗 传 性 能 稳 定%

关 键 词#新 吉 细 毛 羊"选 育 报 告"吉 林 省

中 图 分 类 号#7,’%(, 文 献 标 识 码#8

新吉细毛羊是吉林和新疆两省区共同培育成功的细毛羊新品种&于 ’&&’ 年 5 月通过国家畜禽新

品种审定&’&&$ 年 ’ 月农业部正式命名并颁布了新品种证书9农:&$;新品种证字第 ’ 号*% 细毛羊的产

品以羊毛为主&羊毛是重要的纺织原料%
我国年平均消费羊 毛 $& 万.$5 万 <&而 国 内 产 量 为 "" 万."’ 万 <&年 进 口 羊 毛 ’& 万 < 以 上&是 世

界上最大的羊毛消费国和进口国% 我国过去育成的细毛羊品种均以 %&-.%)- 支的细度为主体&羊毛偏

粗&纺织价值相对较低&毛纺企业所需的 %%-./&- 羊毛几 乎 全 部 依 赖 进 口% 因 此&培 育 %%-./&- 细 毛 羊

新品种具有重要意义%

! 选育背景

"++’ 年 和 "++$ 年&吉 林 省 连 续 引 进 了 国 外 美 利 奴 羊 品 种 资 源&获 得 了 羊 毛 细 度 为 %%-./&- 的 新

型细毛羊群体&当时暂定名为优质细毛羊% 优质细毛羊引进后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年农业部

组织新疆和吉林两省区的有关单位成立了优质细毛羊选育与开发协作组&并作为重点项目支持&以培

育 我 国 市 场 急 需 的 高 支 纱 细 毛 羊 新 品 种% 羊 毛 细 度 定 位 在 %%-./&-!",(&.’"(5 !4*&属 精 纺 用 细 毛 类

型&该品种的培育也标志着我国细毛羊育种工作进入了质量创新阶段%

" 选育目标与任务

(-! 总体目标

根据世界细毛羊育种发展趋势和基础群状况&确定了新吉细毛羊选育目标要突出羊毛综合品质&
以羊毛细度和净毛量为重点&在选育过程中将细度$净毛量$毛长和剪毛 后 体 重 等 数 量 性 状 作 为 育 种

目标性状&同时注重体型外貌$羊毛强度$弯曲和油汗等质量性状&培育出羊毛细度为 %%-./&-$产毛量

高$被毛品质好$体型外貌一致$符合美利奴品种特征和遗传性能稳定的细毛型新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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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型外貌特征

体质强壮"体侧呈长方形"头毛着生至两眼连线"面部光洁# 胸宽深"背腰平直"尻宽而平"后躯丰

满"四肢结实# 公羊有螺旋型角或无角"母羊无角# 公$母羊颈部有纵皱褶或裙皱"皮肤宽松但无明显

皱褶#
!"# 被毛特征

被 毛 白 色 或 乳 白 色 "毛 丛 结 构 明 显 $闭 合 良 好 %体 侧 !$ 个 月 毛 长 %&’ () 以 上 %纤 维 直 径 *%+,-
.,&’ !)/001-#213%体躯各部位毛丛长度$细度均匀"弯曲明显"油汗适中呈白色或乳白色#
!"$ 生产性能

!"#"$ 净毛量

种公羊/’+’45+#678"成年母羊9:+545+’678%育成公羊/:+545+’678"育成母羊/.+’45+:678#
!%#"! 剪毛后体重

种公羊/0’4!5678"成年母羊/:%4’678%育成公羊/:%4’678"育成母羊/:.4:678#
!"% 种羊等级

体型外貌和被毛特征全面符合要求"净毛量和剪毛后体重两项指标达到平均值为一级羊"高于上

限为特级"不低于下限为二级"二级羊允许体型外貌有较小差异#
!"& 选育数量指标

吉林协作组核心群纯种繁育 ! %55 只"存栏 ! .55 只%育种群规模 : 555 只"其中全面符合品种指

标羊占 05;以上"改良群累计杂交改良当地羊 :2 万只#

& 育种方案的确立

新吉细毛羊选育的基础群来源于进口胚胎获得的种羊"基础群规模小"当时分别饲养在吉林省农

科院$查干花种畜场和镇南种羊场#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有限的个体"尽快 扩 大 选 育 范 围"开 发 形 成 具

有一定规模的新品种群"通过对选育基础群进行普查"结合群体实际情况"确 立 了 新 吉 细 毛 羊 三 级 半

开放式育种方案# 以基础群纯种扩繁选育为主建立核心群%以澳美型母羊为母本"应用级进杂交方法

建立育种群%推广种公羊开展杂交改良建立改良群#
#"’ 核心群

以引进胚胎羊基础群为主体"采用常规繁育与胚胎生物技术相结合扩繁种群# 基础群规模为 $’0
只"共有 < 个血统"根据表型性状与后裔表现"选择其中 0 个血统用于繁育# !<<# 年引进胚胎获得的

%< 只个体共有 .5 个血统"筛选出 : 个血统用于繁育# .555 年引进的种公羊有 % 个血统"全部用于超

细型品系繁育#
#"! 育种群

以 中 国 美 利 奴 羊 和 澳 斯 羊 /引 入 澳 美 羊 血 液 的 斯 大 夫 羊 6为 母 本"利 用 核 心 群 提 供 的 种 公 羊 级 进

.-: 代"选择体型外貌和生产性能符合新吉细毛羊育种指标的种羊作育种群# 育种群的选育方向是不

断提高被毛品质与追求类型的一致性#
#"# 改良群

以前郭县和洮南市为改良基地"这些基地饲养的当地细毛羊群"利用核心群或育种群提供的种公

羊开展大规模杂交改良"全面提高改良群的羊毛产量和质量#

# 育种技术措施

$"( 选育基础群

!<<’ 年 ’ 月农业部组织专家组对新疆和吉林的新吉细毛羊基础群进行了普查与质量鉴定"吉 林

组共鉴定种羊 ."< 只"选出的理想型种公羊 " 只"细度全部达到 #51"其中吉林省农科院 . 只/:5’ 号和

:!! 号6$镇南种羊场 . 只/:55! 号和 :5.# 号6# 成年母羊理想型占 %0&.;"成年母羊细度在 001 以上的

占 #"&.;"其中吉林省农科院 !. 只成年母羊细度均为 #51# 综合分析认为"该种群基本具备选育细毛



型品种的条件!根据普查鉴定的个体成绩!经过选择淘汰!组建了选育基础核心群"
!"# 制定核心群育种规划

核心群的质量直接关系品种选育的成败!因此!我们精心研究制定了核心群育种规划!以细度#净

毛量#毛长和剪毛后体重等性状为育种目标!采用基因流动法对预期的育 种 效 益 进 行 优 化 设 计!制 定

出开放式育种技术体系"
!"$ 制定新的种羊鉴定等级标准与现场操作办法

在原有的细毛羊质量鉴定方法基础上!将体型外貌等次级性状进行数量化!提出了新吉细毛羊等

级标准与现场鉴定操作办法!用综合评分方法!与生产性能性状一起作为个体质量评定的依据" 该方

法操作简便!易于掌握和应用!而且可以按照种羊个体综合育种值选种!提 高 了 选 种 准 确 性 和 选 择 效

率"
!%! 优秀种公羊的利用

吉林省农科院的种羊被毛品质好!细度均达到 !"#!但 是 群 体 规 模 小!单 靠 自 群 繁 育 遗 传 效 应 低"
为了充分发挥这部分优秀种羊的遗传作用!将全部分别迁至两个种羊场!用 于 种 群 的 细 度 育 种!改 进

其被毛品质与外貌类型"另外!还挑选优秀种公羊制作冷冻精液!新疆农垦组 $%%& 年引进了吉林省农

科院 ’(( 号和 ’"’ 号种公羊的冷冻精液并获得了后代"
!"& 完善饲养管理技术体系

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是保证细毛羊遗传性能得以充分发挥的重要因素" 在搞好品种选育工作的

同 时!注 重 种 羊 的 饲 养 管 理!制 定 了 种 羊 补 饲 标 准 和 防 疫 制 度!越 冬 前 贮 备 青 贮 饲 料 和 优 质 干 草!保

证安全越冬和哺乳期的营养供给!有效地提高了群体生产性能和羔羊成活率"

! 选育结果

&%’ 种群规模与生产性能

!"#"$ 核心群

在 )"") 年 * 月品种审定时!核心群发展总数达到 ’ +)" 只!存栏 ( ,,( 只!特#一级种羊比例达到

,’-$%.!其 中 成 年 母 羊 %%) 只 !成 年 母 羊 净 毛 量 /-$) 01!细 度 )+-)* !2!毛 长 ,-!! 32!剪 毛 后 体 重

/!-) 01!各项生产性能均超过了育种指标"
!%$"& 育种群

截 止 )"") 年 育 种 群 存 栏 & ’’" 只! 其 中 成 年 母 羊 ’ )"" 只! 占 *"-&.! 育 成 母 羊 ( *"" 只!占

)’-!." 成年母羊特#一级比例占 ,/-"&.!细度 )"-// !2#净毛量 ’-*/ 01#毛长 %-)) 32 和剪毛后体重

/,-/! 01"

&"( 细度分布

对 )"") 年 * 月 现 场 种 羊 鉴 定 资 料 统 计 结 果 表 明!新 吉 细 毛 羊 近 %".个 体 细 度 在 &&# 以 上!部 分

个 体 达 到 ,"#!品 种 主 体 细 度 为 &&#4!+#!属 于 精 纺 用 细 毛 类 型!其 纺 织 价 值 与 市 场 售 价 都 高 于 其 他 品

种生产的 &+#4&/# 羊毛"
&%$ 繁殖性能

表 ) (**( 年新吉细毛羊生产性能

羊类别

核心群 育种群

细度 净毛量 毛 长 体 重 细 度 净毛量 毛 长 体 重

5!26 7018 5328 5018 5!28 5018 5328 5018

成年公羊 $%-/%9(-%! &-!(9)-’% %-%,9+-%+ ,+-+9&-’% )+-**9(-&) &-(*9(-)& %-*!9+-&’ !&-/+9!-’)
成年母羊 )+-)*9(-,/ /-()9(-+) ,-!!9+-&) /!-)9*-&+ )+-//9(-+, ’-*/9(-,) %-))9+-,& /,-/!9/-+’
育成公羊 (%-’+9(-&’ ’-&/9(-&( ((-*+9(-(, /*-&9*-,& (%-/&9+-%’ ’-**9(-&+ ((-!!9(-(% //-!’9’-!(
育成母羊 (,-!’9(-!, ’-*,9(-(* ((-&)9+-,’ /)-(9/-&, (%-,*9(-&+ ’-’!9(-,! ()-,(9(-*! /)-,!9)-/!

/, ’+ 卷吉 林 农 业 科 学



在正常饲养管理 条 件 下!新 吉 细 毛 羊 自 然 产 羔 率 平 均 为 !!"#$!%&#!经 产 母 羊 注 射 双 胎 苗 产 羔

率可达 !’"#$!’&#" 出生重公羔为 ()! *+#母羔为 ’), *+" -" 日龄断奶重公羔为 !,$%! *+#母羔 !.$
%" *+"

!"# 改良群情况

课题组采取边选育边推 广 的 技 术!自 !--& 年 开 始 在 前 郭 县 和 洮 南 市 推 广 种 公 羊!改 良 当 地 细 毛

羊!至 %""% 年 累 计 改 良 羊 !!. 万 只!每 只 改 良 羊 净 毛 量 提 高 ")’$")& *+!羊 毛 细 度 由 ."/$.(/ 提 高 到

.(/$../!羊毛质量提高一个档次"
!"! 羊毛分级拍卖情况

为了实现优毛优价!课 题 组 自 %""! 年 开 始 连 续 组 织 优 质 羊 毛 产 地 分 级 示 范!参 加 南 京 羊 毛 市 场

举 办 的 国 产 优 质 细 羊 毛 拍 卖 交 易 活 动!累 计 拍 卖 羊 毛 ..)’ 0!销 售 价 格 比 一 般 细 羊 毛 高 出 ($. 元 1 *+
净毛!其 中 %""% 年 查 干 花 种 畜 场 的 ! 批 羊 毛 2%")!% !34拍 卖 到 全 国 最 高 价 2(.), 元 1 *+ 净 毛 5!并 达 到

了同期同类澳毛价格"

! 品种遗传特性

$%& 遗传参数

群体的遗传参数是反映品种遗传特性的主要指标!遗传 参 数 主 要 包 括 性 状 标 准 差#遗 传 力#性 状

间表型相关和遗传相关系数等" 利用多年度两个场的核心群#育种群母羊数据资料!通过最小二乘分

析法对年度和场间等固定效应校正后!估计了本群体几个主要经济性状的遗传参数"

表 ’ ’()’ 年新吉细毛羊羊毛细度分布

种群 种羊类别 只数
,"/ 6"/ ../ .(/

7 # 7 # 7 # 7 #
核心群 种公羊 ’( !% ’&)%- !. (6)". . !6).& 8 8

成年母羊 .%" 6- !%)6( !(! %%)6( ’%. &%)&, 6( !!)-(
育成公羊 ’"! !". ’&)%% ,, %-)%( !"% ’’),- & !)..
育成母羊 ’(" !!& ’’),% !’6 (")%- 6- %’)%( - %).&

育种群 成年母羊 6%" ( ")&. -’ !%)-% &(& 6&).- 6, !"),’
育成公羊 ’., !6 ().% !’" ’&)’’ %%! .")"& 8 8
育成母羊 ’-% !- (),& !%" ’").! %&’ .()&( 8 8

表 * 最小二乘分析结果

项 目 原毛量9*+5 净毛量2*+5 细度2!35 毛长2:35 断奶羔羊数2只5 体重2*+5

平均数 6)(’ ()%. !-),(" !"),& ")-," &")%-
标准差 !)". "),- !)-." !)%" ")%(" ()-(

年度效应 !--& ")6& ")!. ")"6% ")6- ")"(& !)’’
!--. 8")(- 8")!’ ")".( ")6% 8")"&! 8"),-
!--6 ")%. ")’- 8")"%’ ")%’ ")"’( ")6&
!--, 8")(& 8")’& 8")"&% 8")’! 8")"&. 8!)%’
!--- 8")(% 8")%% 8")"’. 8").- ")""- 8").%
%""" ")’. ")%. 8")"!6 8")6.% ")"%" ")6.

场效应 " 8")!’ 8")!. ")"". 8")%’ ")"%& 8")(.
# ")%% ")%& 8")"!! ")’! 8")"". ")’"

表 + 主要性状遗传参数

性 状 $; <% ! % ’ ( & .
! 原毛量 !)", ")’" ").%% ")"-% ")!,( ")"&% ")’.(
% 净毛量 ")&. ")’% ")6’. ")".& ")%6( ")"6% ")’%"
’ 细度 !)’% ")’. 8")".& 8")%(" ")’6& ")"." ")"6.
( 毛长 "),. ")%& ")’&& ")(&% ")’,, ")"&% ")!,.
& 断奶羔羊数 ")(& ")",% 8 8")".. 8 8 8")!!’
. 剪毛后体重 ’),- ")%, ")%’( ").!. ")!%" ")!&. 8")!.,

注$对角线上方为表型相关!下方为遗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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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表 " 中可以看 出"在 毛 用!繁 殖!生 长 发 育 ! 类 性 状 中"毛 用 性 状 的 遗 传 力 较 高"原 毛 量!
净毛量!细度均达到 #$! 以上#其次是生长发育性状"剪毛后体重的遗传力为 #$%&#繁殖性状的遗传力

最低"断奶羔羊数为 #$#&%$ 这一结果反映了新吉细毛羊群体实际情况"与国内外的报道结果相近似$
原毛量与净毛量之 间 存 在 强 的 遗 传 相 关 ’#$(!)*"在 现 场 选 种 时 可 以 直 接 选 择 剪 毛 量 来 实 现 对 育 种 目

标性状净毛量的选择$ 此外"净毛量与体重%毛长与细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以上-"而繁殖

性状与其他性状的相关较弱或无相关&表中反映的相关关系符合细毛羊性状间的一般规律"相关系数

均在正常值范围之内&
!"# 遗传稳定性

从育种群级进杂交各代母羊生产性能和现场鉴定成绩"分析育种群遗传稳定性&

表 , 和 表 ) 结 果 表 明"育 种 群 .%%%! 代 羊 各 性 状 指 标 都 没 有 明 显 差 别"尤 其 是 %%! 代 羊 各 性 状

值很接近& 育种群与核心群生产性能比较结果表明"育种群在细度%毛长 及 剪 毛 后 体 重 等 指 标 方 面"
达到了核心群水平#在剪毛量和净毛量方面"与核心群相比"虽然还有差距"但差异均不显著& 这些结

果说明了育种群的基础比较好"使用新吉细毛羊级进杂交进展快#同时也说明了级进杂交到 % 代时育

种群各性状的变异幅度很小"群体遗传性已基本稳定&

! 饲养方式与品种适应性

新吉细毛羊饲养在农牧交错地区"属于放牧与舍饲相结合的饲养方式& 从 .. 月至来年的 " 月为

补饲期"一般补饲的标准为干草 .,#/%## 01"谷 物 饲 料 "#/,# 01"玉 米 青 贮 .,#/.&# 01& 羊 群 按 性 别

和类别分群管理"分为种公羊群%成年母羊群%育成公羊群和育成母羊群"除种公羊群外"群 体 规 模 为

&#/.## 只&( 月下旬至 2 月上旬为配种期".% 月下旬至来年 % 月为产羔期"!/" 月份断奶") 月中旬左

右剪毛&
经过多年繁育和品种推广" 证明新吉细毛羊能够适应我国寒温带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 较耐粗

饲"在放牧和冬季补饲的饲养条件下"能够表现出良好的生长发育和较高的生产繁殖性能& 在 .$, 岁

前的育成期"是新吉细毛羊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生长发育快"体 重 可 以 达 到 成 龄 羊 体 重 的

(,3以上& 因此"加强育成期的饲养管理"满足育成羊生长发育的营养需要是培育好新吉细毛羊的关

键&

" 讨 论

近年来"世界细毛羊育种向细型%超细型趋势发展"作为我国第 . 个细毛型品种"新吉细毛羊的育

成对我国细毛羊生产结构调整和加入 456 参与国际羊毛市场竞争"都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同 时"新 吉 细

毛羊的育成丰富了我国细毛羊品种资源"今后不断向社会推广细毛型种公羊"可以不同程度地摆脱优

表 $ 育种群级进杂交各代成年母羊生产性能比较

级进代数 统计只数 污毛量’01- 净毛率’3- 净毛量’01- 剪毛后体重’01-

. .%# ,$%(7.$%28. "($#!7"$)!9. %$"&7#$(&:. ,#$!,7!$),;.

% %(# )$)"7.$%)8% ,#$2#7%$..9% !$!&7#$2):% "&$)27!$2#;%

! .#, )$(.7.$#)8! ,.$!%7!$)&9! !$""7#$).:! "2$%%7%$&,;!

注’各性状的各组间比较"差异均不显著’<=#$#,-&

表 ! 育种群级进杂交各代成年母羊现场鉴定结果

级进代数 统计只数
细度 )) 支

以上’3- 毛长’:>- 头毛+! 分- 类型+! 分- 密度+! 分- 油汗+! 分- 弯曲+! 分-

. .%# ,&$&#8. 2$."! #9. %$#". #:. %$.2. );. %$,)( .?. %$&.# !@. %$&.! #1.

% %(# ),$."8% 2$!&) )9% %$%(# &:% %$%,& !;% %$))# "?% %$2%( #@% %$2#" #1%

! .#, )($(,8! 2$,22 (9! %$!&% %:! %$"(# ,;! %$)(2 %?! %$2,. "@! %$2.. (1!

注’各性状的各组间比较"差异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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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亚 ! 号亚麻新品种!"##$%"##& 年在我省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两年 ’ 个点次的生产示范试验!平

均原茎产量为 & &!&()& *+ , -.!!比对照增产 !!/&$0!长麻率为 "10!比对照提高 !/#& 个百分点!产麻

量为 #2$/3& *+ , -.!!比对照提高 $’0"

" 品种特征特性

生物学特性#
出苗势强!发苗快!生育前期旺盛!中后期生长势好!抗立枯病$炭疽病性均好!抗逆性强" 具有抗

旱耐盐碱特性!原茎产量和出麻率均较稳定"
植物学特征#
植株株型直立!叶呈舌型!叶片长度中等!植株偏高!"!3 4. 左右" 工艺长度高"
吉亚 ! 号种子呈扁卵形!褐色!表面光滑!千粒重 $/# +%穗长 !3 4.!每个穗分枝 $/" 个!单株蒴果

)/" 个%绿色苗!蓝花!植株繁茂%生育期为 )$ 5%抗旱!耐盐碱!抗倒伏!适应性广"

# 栽培要点

吉亚 ! 号亚麻新品种适应性强!尤其在吉林省的中$西部地区种植!产量高品质好"在土壤肥力中

等的干旱地区!施磷 酸 二 铵 "&3%!!& *+ , -.!!播 种 行 距 1/& 4.!保 苗 " &33 %! 333 株 , .!!可 获 得 原 茎

产量 & 2)&/#%& ’’&/’& *+ , -.!!出麻率 "$/!30%"#/1’0!长麻产量 )3$/$&%" 3’2/& *+ , -.!"

秀种公羊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我国绵羊饲养量 "/2 亿只!居世界第 " 位" 从全国细毛羊整体水平看!个体净毛产量和羊毛质量

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加强品种选育与推广!是提高我国细毛羊生产水平的关键措施" 新吉细毛羊育成

之后!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品种选育!完善品种结构!不断改善被毛品质!提高生产性能!建 成 稳 定 提 供

高品质种公羊的纯种繁育基地"
新吉细毛羊在培育过程中充分利用了吉林省农科院优秀种公羊血统的遗传效应! 对改善查干花

种畜场和镇南种羊场的种羊品质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种羊鉴定操作技术方面!改进了过去的常规鉴定

方法!采用了质量性状数量化的种羊鉴定与等级分类方法!对提高选育效果和提高种群被毛综合品质

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扩繁选育工作的同时! 采用综合繁殖技术! 最大限度地利用新吉细毛羊种公羊改良一般细毛

羊!初步建立了优质羊毛生产基地!并开展优质羊毛产地分级与拍卖示范!促 进 品 种 培 育 与 种 羊 推 广

工作"
新吉细毛羊的培育成功!填补了我国 ’’67136 精 纺 用 细 毛 型 品 种 的 空 白!各 项 指 标 均 达 到 了 国 际

同类型品种先进水平!符合我国毛纺市场发展方向!经济效益高!具有极大的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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