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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半细毛羊遗传改良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项目成果简介

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

半细毛羊产业是我国畜牧业和毛纺工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养殖区域内农牧民的生产生活必需

品和脱贫增收的主要收入来源。云南省畜牧兽医科

学院承担并完成的“云南半细毛羊遗传改良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成果，是在2000年育成云南半细毛

羊新品种的基础上，针对品种育成后持续选育不够、

养殖技术不能适应现代养殖需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

研究，创新云南半细毛羊养殖链关键技术，并进行

了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是创新集成了云南半细毛羊遗传改良技术，

建立了以联合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胚胎工程

高效繁殖为主的遗传改良技术体系，实现了小群体

大规模的育种模式，加快了遗传进展；并培育了肉

毛兼用云南半细毛羊新品系。

二是发现了可利用在云南半细毛羊标记辅助选

择上的羊毛细度微卫星标记，阐释了相关基因对羊

毛生长的作用，为实现云南半细毛羊早期选择提供

了依据。

三是发现了绵羊精子冷冻损伤有关蛋白靶点，

并从优化其冷冻保护液和冷冻方案提高绵羊精子的

冻后活力，进而提高了优秀种公羊的利用率和辐射

面；四是建立了与遗传改良配套的圈舍建设、营养、

饲养等技术体系，实现良种良法饲养。

项目研究发表论文23篇(其中CS]收录6篇)，

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项，制定地方标准9项，专著

2部。共选育提高种羊1．5万只，推广种公羊16 770

只，改良低产绵羊113．4万只，饲养等综合养殖技

术应用于43．6万只半细毛羊；新增产值19 113．2万

元、利润8 657．7万元。经第三方评估认为，项目

从养殖链创新人手，解决了云南半细毛羊产业发展

中的遗传改良、标准化养殖等关键技术问题，推动

了云南半细毛羊产业的转型升级，对云南省高寒山

区支柱产业的培植和脱贫增收具有重要的技术支撑

和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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