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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选择引进的杜泊公羊做父本，小尾寒羊做母本，用杜泊肉羊改良小尾寒羊，测定杜寒杂交 F1代、F2代和 F3
代多胎性能，初生重，以及单胎、双胎和三胎等体重来确定改良效果。结果表明：杜寒杂交后代多胎性能较小尾寒羊有所

降低，杜寒 F1代与小尾寒羊未达显著水平，杜寒 F2代和 F3代与小尾寒羊相比较达极显著水平。杜寒杂交 F1代、F2代、F3代
初产羊单胎初生重极显著高于双胎和三胎（P<0.01）。单胎一月龄、二月龄和三月龄体重较对应双胎和三胎的体重显著

高（P<0.05）。虽然单胎体重大，但是经济效益较双胎、三胎显著低。杜寒杂种优势明显，效果显著，是肉羊生产较为理想

的杂交组合，适宜推广应用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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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Hybrid Effect in Dorper Sheep and Small Tail Han S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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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experiment, Dorper ram introduced was selected as male parent, small-tail Han sheep was used as
female parent. Improved effects of F1, F2 and F3 were determined.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born performance, pri⁃
mary birth weight and the weight of single, double and three births was tested to determine the improvement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olific trait of Duhan hybrid F1 and small-tail Han sheep was decreased but not significant,
while that of F2 and F3 Gene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small-tail Han sheep. Primary birth weight
of single fetus in hybrid F1 generation, F2 generation and F3 gener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win and three
births (P<0.01). The weight of single fetus of 1 month, 2 month and 3month ol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weight of the corresponding twin and three fetus (P<0.05). Although the single fetus was significantly bigger, the eco⁃
nomic benefi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wins and triplets. Duhan has obvious hybrid advantages and sig⁃
nificant effects. It is an ideal hybrid combination for meat sheep production and is suitable for application and dem⁃
onstration.
Key words：Small-tail Han sheep; Hybrid improvement; Dorper sheep

羊肉因其营养价值高，已成为人们提高生活

质量、追求健康和优质生活方式的一种重要选

择 [1]，吉林省作为产粮大省，有着丰富的农作物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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秆资源，适合农牧养殖业的发展，其中肉羊养殖

作为优势产业之一，成为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支柱产业 [2]。

利用杂种优势是提高绵羊产肉性能的主要方

式。杂交育种可以结合双亲优良性状产生杂种优

势，已被广泛应用于牛、猪、鸡等畜牧生产中 [3－5]。

毋强等 [6]认为利用杂交优势提高羊肉的产量与品

质是可以肯定的，但由于可选引入品种种类较

多，种间杂交效果参差不齐，目前开展适合农户

养殖的杂交组合至关重要。小尾寒羊是我国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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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品种，具有耐粗饲、早熟、常年发情、繁殖

率高等特点，但其肉质较差常作为杂交母本 [7]; 杜
泊绵羊均为优良的国外引入品种，产肉性能高，

常作为杂交父本 [8]。通过对吉林省肉羊产业调

研，目前存在肉羊杂交混乱，农户饲养羊群五花

八门，鉴于这种情况，选育适合农户饲养的最优

杂交组合迫在眉睫。本研究利用引进产肉性能高

的肉羊品种杜泊羊为父本，繁殖率高的小尾寒羊

为母本，开展肉羊杂交改良，推广适合吉林省的

二元杂交组合品种，指导品种利用，为示范推广

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技术依据。为加快推进

实施畜牧强市富民战略，进一步做大做强肉羊产

业势在必行。

1 材料与方法

试验于 2015年 3月～2017年 12月在吉林省

松原市宁江区天源牧业有限公司完成。

1.1 试验群体

挑选 464只健康、体重相近、年龄相同、体型

外貌和生产性能等指标相近的本地初产小尾寒羊

母羊为试验羊。

1.2 方法

对每只试验母羊进行编号，所有母羊均采用

诱导发情＋人工授精相结合配种方式进行，做好

发情鉴定及配种记录。杜泊（♂）×小尾寒羊（♀）杂
交产生 F1代（简称杜寒 F1代），对 F1代羔羊进行详

细记录，选育基母群，进行 F2代选育。杜泊（♂）×
杜寒 F1代（♀）杂交产生 F2代（简称杜寒 F2代），对

F2代羔羊进行详细记录，精心饲养，选育基母群，

进行 F3代选育。杜泊（♂）×杜寒 F2代（♀）杂交产生

F3代（简称杜寒 F3代），选育最优羊只，进行性能测

定，为培育品种做准备。

1.3 饲养管理

试验前所有羊体内外驱虫 1次，饲养管理严

格按照免疫程序进行。采用全天舍饲，全价饲

喂。保持羊舍环境卫生和定期消毒，保证饮水清

洁。

1.4 测定项目

所选繁殖母羊进行编号登记，详细记录初产

母羊配种时间、妊娠和产羔情况（包括单、双胎，

公、母羔），同时将所产羔羊全部编号。测定项目

包括羔羊初生重、一月龄重、二月龄重、三月龄重

等数据。早晨空腹时称重，对测定的各类指标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保证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1.5 数据处理

本试验采用 EXCEL表和 SPSS 17.0软件中单

因素方差分析，各处理间平均值进行多重比较

(LSD)，结果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外貌特征

杂交后代外貌特征见图 1。杜寒 F1代杂交

羊，体型外貌偏小尾寒羊。杂交后代既利用了国

外杜泊肉羊前期生长发育快、耐粗饲、饲料报酬

高、产肉性能好的特点 [9]，又利用了小尾寒羊繁殖

率高、适应性好等特点，杂种优势明显 [10]。杜寒 F2
代体型外貌偏杜泊类型，繁殖性能稍次于杜寒 F1
代，但未达显著水平（P＞0.05），可以用做肥羔生

产，而且可以做经济杂交和育成杂交的母本。杜

寒 F3代体型外貌接近杜泊羊，但对繁殖率影响较

大。

2.2 多胎性能的比较

杜寒杂交 F1代、F2代、F3代初产母羊多胎性比

较见表 1。杜寒 F1代和 F2代初产母羊比杜泊羊产

羔率高，差异达极显著水平（P<0.01）。杜寒 F3代
初产母羊与杜泊羊产羔率较接近，差异未达显著

水平（P>0.05）。
2.3 体重的比较

杜寒杂交 F1代、F2代、F3代单胎、双胎和三胎

体重结果见表 2。杜寒杂交 F1代、F2代、F3代初产

羊单胎初生重极显著高于双胎和三胎（P＜0.01）。
单胎一月龄、二月龄和三月龄体重较对应双胎和

三胎的体重显著高（P＜0.05）。虽然单胎体重大，

但是经济效益较双胎、三胎低。

2.4 日增重的比较

对杜寒杂交 F1代、F2代、F3代单胎、双胎和三

胎一月龄重、二月龄重、三月龄重分别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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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杜泊种公羊及与小尾寒羊杂交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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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平均日增重，结果见表 2。杜寒杂交 F1
代初产羊单胎一月龄日增重极显著低于双胎和三

胎（P<0.01）。F2代和 F3代初产羊单胎一月龄日增

重差异不显著（P＞0.05）。杜寒杂交 F1代、F2代和

F3代初产羊单胎、双胎和三胎二月龄和三月龄日

增重差异不显著（P＞0.05）。

表2 杜寒杂交F1代、F2代和F3代单胎、双胎和三胎体重的比较

羊种

（初产羊）

杜寒杂交 F1代

杜寒杂交 F2代

杜寒杂交 F3代

胎次

单胎

双胎

三胎

单胎

双胎

三胎

单胎

双胎

三胎

初生重

（kg）
3.7±0.5A
2.5±0.3Ba
1.9±0.2bB
4.1±0.3A
2.8±0.2aB
2.3±0.3bB
4.4±0.4A
2.9±0.4aB
2.6±0.1aB

一月龄

体重（kg）
8.2±0.4a
6.6±0.5b
5.8±0.4c
9.5±0.3a
7.7±0.4b
6.8±0.3c
9.9±0.1a
8.5±0.3b
7.6±0.2c

日增重（g）
150±40a
138±39b
129±41b
360±39A
165±43aB
150±50aB
420±41A
185±50aB
165±46aB

二月龄

体重（kg）
17.2±4.3a
15.6±2.6b
14.2±2.2c
18.9±3.5a
17.0±1.7b
15.8±1.9c
20.7±2.5a
18.1±2.2b
16.9±1.6c

日增重（g）
299±45
299±46
280±38
315±38
310±42
300±49
335±46
320±48
310±53

三月龄

体重（kg）
26.8±1.4a
24.2±2.4b
21.8±3.0c
28.9±1.6a
26.3±1.2b
24.5±2.4c
31.4±2.1a
28.3±0.8b
26.3±1.2c

日增重（g）
320±37
285±51
255±45
330±43
310±45
290±42
355±53
340±53
315±57

表1 杜寒杂交F1代、F2代、F3代初产母羊多胎性比较

羊种（初产基母）

杜寒杂交 F1代
杜寒杂交 F2代
杜寒杂交 F3代
杜泊羊 [10]

当地小尾寒羊 [10]

注：同行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显著（P<0.05），肩标大写字母不同者为差异极显著（p<0.01)，肩标字母相同者为差异

不显著（P>0.05）。下同

繁殖母羊数

464
157
92

产羔数

863
250
149

公羔

451
127
59

母羔

412
123
60

产羔率

186%±0.06bB
159%±0.04bB
129%±0.05cC
101%cCD

203%aA

3 讨论与结论

3.1 杜泊改良小尾寒羊效果显著

近 10来年，吉林省畜牧业蓬勃发展，当地政

府对肉羊改良工作投入力度很大，因此，当地肉

羊改良进展较快，效果显著，成绩突出。从试验

结果可以看出用杜泊羊杂交改良当地小尾寒羊，

杂种后代的体型外貌、生产性能有较大的提高，

虽然繁殖性能有所下降，但并不影响整体改良的

优势利用。同时，改良工作促进了农民增收、社

会增效，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

3.2 杜寒杂交具有杂种优势

通过对杜寒杂交 F1代、F2代和 F3代的统计分

析，初生重、一月龄重、二月龄重、三月龄重等指

标比较，均高于本地小尾寒羊，产肉性能也得到

明显改善，显示出很好的杂交优势。由于国外品

种本身所携带的遗传基因与国内品种差异较大，

通常情况下与国内地方品种杂交效果会更好 [11]。

3.3 肉羊改良前景广阔

吉林省肉羊改良符合当地肉羊的要求。建好

良种繁育体系，引进杜泊等国外优良肉羊品种，

加快纯种繁育进程，建好肉羊快速扩繁体系，培

训当地的繁育技术人员，采用先进的人工授精技

术，在养羊集中连片区域建设人工授精点，充分

发挥优良种公羊的性能，大量生产经济实用的杂

交肉羊，建好杂交肉羊生产体系。对经济杂交后

代进行快速育肥，适时出栏，以提高经济效益。

杜寒杂交羊是肉羊生产较为理想的杂交组合，杜

泊羊具有广阔的开发利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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