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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畜牧业遗传多样性

变化的意义

在以土地为基础的家畜生产系统中，

畜禽物种和品种是经过广泛标准选择的结

果，包括与各种环境挑战相关的适应特

性。通过消除环境应激，产业化生产系统

允许在较狭窄的范围内集中选择标准。

产业化生产系统的特点是生产的标准化

以及高度控制的生产条件。这些系统也

十分专业化：它们使用单一产出量或产

出减少的数量来使生产参数最优化。产业

化生产系统动物遗传要求的特点如下：

●  物种和品种适应当地环境的要求

较低；

●  由于动物在封闭系统中饲养，对

疾病的抗性和忍耐性要求较低，

农民依赖高强度地使用兽医投入；

●  对效益要求较高，特别是饲料转

换率，要使每头动物的效益最大

化（在产业化生产系统中，饲料成

本实际上占生产总成本的 60%～

80%）；

●  由于消费者需求，以及与标准化、

体型、脂肪含量、颜色、味道等相

关的技术要求，对质量特性要求

更高。

畜牧生产的产业化在养猪业和养禽业

最为先进。特别在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

养猪生产实现了高度产业化，少数跨国育种

公司主宰了整个生产链。而禽业是畜牧生产

所有形式中产业化程度最高的，目前禽业产

业化生产正向许多发展中国家普及。乳牛生

产也日益依赖于少数乳牛品种。这种趋势在

发达国家进步最快。在发展中世界的大部分

地区，小型生产者主宰了乳牛业，但是，在

城镇周边地区越来越多地使用外来品种或杂

交品种以满足城镇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受

需求的驱动，也可以通过改善动物卫生服务

和其他服务以及提高技术来促进这样的变

化，改善的动物卫生服务和其他服务，以及

提高的技术允许饲养不太适应本地生产条件

的动物。产业化生产系统和相关的民营育种

公司拥有培育符合要求的品种的资源。他们

已经培育出了高度专有化的品种，在当前消

费者要求和资源成本的条件下该品种的生产

力最大化。这些发展在家禽和养猪生产中特

别明显，在乳牛业也出现。其结果是，在畜

牧生产产业化已经实现了30～40年时间的

发达国家已经发生了品种的大量侵蚀（参阅

第一部分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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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中远或长远来看，产业化系

统中的品种选择标准需要进行修正。目

前，产业化生产的发生具有以下特点：低

投入物价格（例如谷物、能量和水）、在

当地缺乏环境和公共卫生政策；以及在

发展中国家，公共一般很少关注动物饲

养的条件。只有当公共政策到位，以调节

反映资源社会成本的资源价格，消费者更

加关注动物生产的农业生态和福利方面，

经济环境才会改变。

与产业化生产系统的发展一起，低至

中等外部投入物的生产系统继续存在，特

别是经济增长不太快的地区或产业化所需

的资源和支持服务缺乏的地区。这些情况

可以在较粗放环境条件的地区（例如干旱

地、山区和寒冷地区）或与城市需求中心

联系较差的农村地区发现。在这些情况下，

生产系统继续向当地社区提供各种产出，

且畜禽通常有多种用途（参见第一部分第

四章）。畜禽养殖常常与传统的生活和文化

方式密切联系，特别是在牧场系统中。因

此，低等至中等外部投入物生产系统对动

物遗传资源有着特殊的要求。它们依赖于

本地品种，或在某些情况下，依赖于杂交

品种或含有本地品种遗传材料的复合品种。

除了动物遗传资源对生产环境的适应

性以外，与放牧和混合耕作系统相关的动

物遗传资源也受到了威胁。问题常常由不

适宜的畜禽培育政策所引起。而且，在人

口增长和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基于小型草

地的混合生产系统正面临日益增长的资

源压力，这可以威胁到相关的动物遗传

资源。例如，饲料资源短缺可导致转向饲

养绵羊和山羊，而不饲养大型反刍动物，

或转向饲养驴而不是牛作为畜力。为了

使生产系统可持续，需要提高系统的效

率，特别在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方面。而

且，还需要努力提高作为收入来源的可

销售畜产品的生产，这样可以获得提高

系统生产力和可持续性所需的投资（例

如土壤保持措施）。

如果要获得较广范围的市场准入，

这些系统生产的肉品和乳品将不得不满

足消费者所需的质量标准。在改善生产

力特性和维持对当地环境的多种功能和

适应性的同时，要实现这些目标是一项

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家畜的

遗传多样性看来是要利用的主要资源。

评估个体动物的生产性能应包括以下标

准：生命周期的生产力（例如每头母畜后

代的数量）、畜群或禽群的经济回报（与

个体生产性能相比）和生物效率（产出 /

投入比率）。实质上，如果不考虑期望动

物生产的特殊环境，品种发展的推荐方

法的价值将很低。一方面，这种特殊环境

是气候、饲料资源的可获得性和疾病挑

战的组合；另一方面，是这些条件的管理

控制的程度。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使得我们需要许多种类的品种。而且，社

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也影响物种、品种、

产品和产品质量的选择。

甚至在发达国家或经济迅速增长和基

础设施发展良好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粗放

的生产继续形成非正式市场和利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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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e market），例如当地的土特产品，高质

量产品和有机食品。在泰国就有一个本地非

正式市场持续存在，据估计泰国20%的家禽

生产将不依赖大型业主。在欧洲和世界其他

地区的有机农场的特点是作物和家畜的高度

综合化，使用有限的化学投入物，且常常使

用典型的本地品种。在一般情况下，生产的

哲学不允许规模扩大，这也受到低生产量的

限制，在 2003年，有机牛奶和鸡蛋分别仅

占欧盟总生产量的1.5%和 1.3%。

在以草地为基础的生产系统中，环境

服务的提供日益成为发达国家国家政策的

重点。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不得不调整

生产实践，使服务的提供最大化而不是常

规畜产品的生产量。品种选育标准不得不

适应这些新目标。所选择的特性将与不同

来源的生物质的消费（草、灌木和树）和

其功能效应相关，例如风景保护、生物多

样性保护、碳截存、土壤保护和养分循环。

品种培育总是高度动态性的，并由特

殊环境和人类需求之间的强烈互作所驱动。

一个更依赖于物种内差异（品种多样性）而

不是依赖于额外物种驯化的大量遗传多样性

是经过长时间的培育而形成的。近来，产业

化生产过程导致了遗传资源库的缩小。但

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正是遗传多样性向

养畜者提供了寻找与生产系统的特殊要求相

匹配的遗传资源的机遇。同时，生产系统现

存的多样性保证了高度多样性的家畜遗传资

源的利用。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先决条件

是，需要提供与品种相关的必要信息，且保

证遗传材料的索取和交换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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