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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本文针对西藏畜牧业 面 临的问题
,

提 出了以品种资源保护
、

高原缺氧适应机理
、

繁殖技

术
、

草地改 良与饲料研究等作为畜牧 学优先研 究领域 ; 以几种危害较大 的动物疫病如 口 蹄疫
、

新城

疫
、

布氏杆菌病
、

耗牛大肠杆菌病等 的检测
、

流行病学及防治研究作为兽医 学的优先领域
。

认为结

合内地 的科技与资金优 势及西藏的资源优势
,

开展合作研 究
,

是提高西藏畜牧业科技水平
、

促进西

藏畜牧业发展的可行途径
。

[关键词 〕 西藏
,

畜牧兽医
,

优先领域

1 西藏畜牧业简况

西藏全区平均海拔 4 000 米以上
,

面积 120 多万

平方公里
,

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
,

素有
“

世界屋

脊
”

之称
。

西藏草原面积近 83 万平方公里
,

占总面

积能 2 3/
,

占全国草原面积的 26 % ;西藏动物生物多

样性丰富
,

其中哺乳动物 14 2 种
,

鸟类 4 73 种
,

爬行

类 4 9 种
,

两栖类 4 4 种
,

鱼类 64 种
,

昆虫类 2 3 0 0 多

种
。

在野生兽类中
,

藏羚羊
、

野耗牛
、

野驴
、

盘羊等系

青藏高原特产珍稀动物
,

均属国家保护动物
。

正是

由于这种独特的高原气候
、

地理地貌
、

自然资源
、

历

史和交通等原因
,

西藏长期以牧为主
,

主要畜禽品种

包括藏耗牛
、

藏黄牛
、

藏绵羊
、

藏 山羊
、

藏马
、

藏猪以

及藏鸡等
。

但 由于经济基础薄 弱
,

生产水平低
,

到

2 0 0 4 年底畜禽存栏 2 5 0 9 万头 (只 )
,

肉类总产量仅

为 1〔) 万吨
,

奶类产量为 25
.

1 万吨 [`
,

“ 」。

2 西藏畜牧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2
.

1 品种资源保护刻不容缓

西藏畜禽品种资源优势突出
,

利用价值高
,

经济

前景广阔
。

然而由于过分追求眼前经济效益和高产

量
,

许多地方大量引人外种进行盲目杂交
,

严重忽略

地方品种资源的保护
,

致使许多宝贵畜禽品种数量

急剧减少
。

有资料显示
,

即使是产 自西藏较偏僻地

区的藏鸡
,

杂化亦较严重
,

血统纯正的藏鸡数量相当

少
,

藏鸡的保种工作刻不容缓
。

对动物资源进行合理
、

有 效的评估是 品种保护

的重要基础
。

目前
,

我国已有一些关于西藏动物 品

种资源评估的研究
,

为制订合理的遗 传资源保护 (保

种 )策略提供了依据
。

从现状看
,

实施保种的最大困

难不是技术间题
,

而是经费来源问题 [ 3一“ ]
。

2 2 动物疫病防控困难重重

西藏自治区是欠发达地 区
,

畜牧兽医科技力量

薄弱
,

专业人才短缺
。

目前
,

全 区共有畜牧兽医技术

干部 8 10 人
,

每一名畜牧兽 医技术干部承担 的牲畜

数量是 3
.

6 万头 (匹
、

只 )
,

目前仅有西藏大学农学院

和西藏农牧科学院从事相应的动物疫病科学研究
,

水平与内地尚有差距
,

主要是推广动物疫病防控技

术
,

而地区和县级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基本建设

长期滞后
,

乡镇一级基本建设近乎空 白
,

严重地制约

了西藏地区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 [7一 ” 〕
。

3 西藏畜牧兽医基础研究的优先领域

3
.

1 畜牧学优先领域

( 1) 西藏畜禽高原低氧适应性机理

西藏地区的畜禽品种具有在高寒
、

缺氧
、

强紫外

线照射状态下维持正常生长发育和生产的独特种质

特性
,

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挖掘西藏畜禽的优质基

因并进行功能研究尤其重要
,

特别是抗寒
、

耐缺氧等

优质基 因
。

已有的研 究资料报道
,

这些动物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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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

生理指标与低海拔地区的畜禽差异明显
,

深入

研究西藏畜禽的低氧适应机制可以 为解决平原地区

的动物进藏并适应高海拔的低氧环境且保持正常的

生产能力提供理论基础
。

( 2) 西藏畜禽重要优异种质资源的发掘保护与

利用

发掘西藏畜禽品种资源
,

保护好西藏珍贵且有

特色的地方 品种
,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片

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实行盲 目杂交
,

只会 以加速减少

地方纯种头数甚至消亡原有品种为代价
,

得不偿失
。

如何有效利 用和开发现有物种和品种是一重要研究

课题

充分利用西藏地方 畜禽遗 传资源
,

必须首先拥

有这些遗传资源 的群体
,

这就需要建立地方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基地 (纯种繁殖基地 )
,

系统地对其生物
J

学特性和经济性状进行分析研究
。

( 3 ) 西藏畜禽 肉
、

蛋
、

奶优异品质形成的分子遗

传基础

西藏畜禽不仅具有耐寒
、

耐粗
、

抗逆
、

抗病等优

点
,

而且其肉
、

蛋
、

奶风味独特
、

质感鲜嫩
、

营养丰富
。

应重点研究西藏畜禽 肉
、

蛋品质等重要经济性状 的

遗传基础
。

(4 ) 利用繁殖新技术提高西藏畜禽生产性能

功物繁殖技术的成功运用可以使分子水平上标

记辅助选择育种方案的具体制定和实施更为有效
。

西藏的基础研究条件相对较差
,

科技水平相对滞后

犷内地
,

其畜禽繁殖还基本处于原始状态
。

在西藏

地区推广和应用现代繁殖理论与技术对提高西藏畜

禽生产性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 5) 天然草地改良
、

牧草高产的基础研究

西藏是我国五大牧 区之一
,

草地不仅是西藏发

展畜牧业的最基本条件
,

是农牧民赖以生存的生产

资料和生活来源
,

同时也是对西藏和国家生态环境

产生重大影响的安全屏障
。

近年来西藏的草地资源

正在逐步退化
,

不仅直接影响到西藏的牧业生产的

可持续发展
,

而且也间接影响了西藏本地和 中东部

地区气候及生态环境
,

因此组织开展西藏草地保护

和提高饲 草生产能力的研究
,

对缓解草地压力
、

恢复

草地生态功能
、

改善畜牧业生产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

论意 义
。

( 6 ) 青藏高原饲料的基础研究

青藏高原的冬春季一般有半年之久
,

如何使牛

羊安然度过漫长的冬春季
,

一直是困扰西藏牧业的

重大问题
一

应该说
,

西藏并不缺乏饲料原料
,

但 由于

饲料方面的基础研究几乎空 白
,

以致无法提供科学

的饲料配方
,

更谈不上饲 料的生产加工设备和 生产

基地
,

所以加强饲料的基础研究至关重要
。

3
.

2 兽医学优先领域

作为西部边境省区
,

西藏的公共卫生体 系不发

达
,

因动物感染或动物源性食品引起的感染如结核

病
、

布氏杆菌病等时有发生
,

不但带来 巨大的直接经

济损失
,

严重威胁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
,

还严重制约

了该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

西藏复杂多样的 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
,

造就 了

丰富多样的草地类型
,

也使该地区动物疫病的发生
、

流行具有与内地不同的特点
,

给疫病 的防控带来困

难
。

独特的生态条件
,

使得动物疫病的传染源
、

传播

途径和传播媒介的确定变得更加复杂 病原微生物

在独特生态条件下可能的变异
,

使内地现有的防控

手段不能取得 良好 的效果
,

使得动物疫病 的监控及

才卜灭更加困难
。

( 1 ) 仁了蹄疫 ( F
.

《〕。 士 a n d m o u t h d i s e a s e

)是 由 口蹄

疫病毒引起的急性
、

热性
、

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

主要

侵害牛
、

羊
、

猪等偶蹄动物
。

临床诊 断上 以 口 腔粘

膜
、

蹄部及腹部皮肤发生水疤和溃烂为特征
,

因其危

害严重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 O IE )将其列为动物重

大疫病之首
。

西藏历史上牛
、

羊曾多次爆发 口蹄疫
,

且一 直未

得到有效控制
,

其病毒血清型为 O 型
。

目前尽管有

预防该病的商品化疫苗
,

但副反应严 重
,

会引起死

亡
、

断奶和流产等
。

西藏边境线漫长
,

主要邻国如印度
,

因经济状况

和宗教信仰等因素
,

使 口蹄疫难以控制
,

O
、

A
、

C 和

亚洲 1 型 口蹄疫到处流行
,

境外不同型的 口蹄疫随

时有传入西藏的风险
。

如 2 0 0 4 年春
,

新疆的喀什即

因边境传入而爆发亚洲 1 型 口蹄疫
,

并很快在全疆

蔓延
,

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

口蹄疫病毒易变异
,

分 7 个主型
,

相互 间没有交

叉保护力
,

同型内不同病毒株之间的抗原性有差异
,

一个新的毒株的出现会引起一次新的疫情爆发
。

目

前西藏地区流行的毒株血清型如何 ? 有待研究
。

( 2 ) 布氏杆菌病 ( B r u e e
l lo s i S )是 由布氏杆菌引起

的人
、

畜共患传染病
。

家畜中牛
、

羊
、

猪发病率高
,

并

能由牛
、

羊
、

猪传染给其他家畜
。

其特征是生殖器官

和胎膜发 炎
,

引起流产
、

不育和各种组织 的局部病

灶
。

布氏杆菌病在我国主要牧 区广泛存在
,

其中西

藏地区流行严重
。

西藏农牧学院对那 曲等地区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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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县家畜布氏杆菌病初步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

分离的 10 7 株布氏杆菌 中
,

羊布 氏杆菌 87 株
,

牛布

氏杆菌 12 株
,

猪布氏杆菌 2 株
。

该病的易感动物宿

主广泛
,

特别是鹿
、

狐
、

狼
、

野兔等野生动物易感
,

成

为重要的传染源
。

牛
、

羊发生该病后
,

主要表现为流

产
,

严重影响牛
、

羊的繁殖性能
,

影响该地 区畜牧业

的发展
。

人亦可感染该菌而发病
。

对西藏地区牛
、

羊
、

猪以及部分野生动物布鲁 氏菌病疫情动态加强

监测
,

预测布鲁氏菌病的流行趋势
,

为西藏地区制定

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

( 3 ) 新城疫 ( N e w e a s t l e d is e a s e )又称亚洲鸡瘟
,

是由新城疫病毒引起的鸡和火鸡急性
、

高度接触性

传染病
,

常呈败血症经过
。

主要特征是呼吸困难
、

下

痢
、

神经紊乱
、

粘膜和浆膜出血
。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将其列为 A 类动物传染病
。

近年来
,

藏鸡新城疫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
,

且以

新城疫疫苗免疫后鸡群亦不能避免感染
,

是西藏地

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导致了鸡新城疫病毒的变异
,

从

而产生免疫失败
,

还是 出现了新城疫病毒的超强毒

株而产生免疫失败
,

有待研究
。

( 4 ) 耗牛大肠杆菌病 ( oC l ib a e i l lo s i S o f y a k )是由

病原性大肠杆菌 引起的成年耗牛的一种传染病
,

常

引起败血症和严重腹泻
,

呈地方性 流行
,

成年藏绵

羊
、

山羊
、

藏羚羊亦易感
。

丁忠年等曾对西藏那曲地区部分县乡的耗牛进

行了大肠杆菌流行病学调查
,

发现该病的发病率可

达 13
.

7 %
,

病死率达 57 % 以上
,

且夏季是该病流行

的高峰季节
。

临床表现为大叶性肺炎和腹泻
。

该病

在西藏地区流行病学特征怎样 ? 致病机理如何 ? 均

未见报道
。

( 5 ) 羊梭菌性 疫病 ( c l o s t r id io s is o f Sh e e p )是 由

梭状芽饱杆菌属 中的微生物所致 的一类疫病
,

包括

羊快疫
、

羊碎击
、

羊肠毒血症
、

黑疫
、

羔羊痢疾等病
。

梭菌性疾病是该地 区的高发病
,

其 中主要是羔

羊痢疾和羊肠毒血症
。

羔羊痢疾是初生羔羊的一种

肠毒血症
,

以剧烈腹泻和小肠发生溃疡为主要特征 ;

羊肠毒血症是绵羊的一种急性毒血症
,

以表现神经

症状和肾组织软化为主要特征
。

目前尽管国内有疫

苗
,

但保护率偏低
,

且部分羊注射后有副反应
,

并有

流产现象出现
。

对羊梭菌性疫病病原的有效免疫原

开展研究
,

制备高效
、

安全的新型疫苗是当务之急
。

( 6 ) 猪戊型肝炎 ( S w i n e h e p a t i t iS E )是戊型肝炎

病毒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病
,

猪是戊型肝 炎病毒的

动物宿主
。

戊型肝 炎病毒可从猪直接感染人
,

引发

人的肝炎
,

并引起人员死亡
。

我国西部是戊型肝炎的高发区
,

如 19 8 6一 19 8 8

年新疆暴发流行该病时
,

发病人数超过 12 万
,

带来

重大的人员伤亡
,

并引发极大 的社会恐慌
。

通过对

新疆地区猪群戊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

猪群普

遍感染
。

目前
,

国内对猪戊型肝炎的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
,

缺乏准确 的流行病学资料以及有效的防控

手段
。

戊型肝炎病毒主要分为 4 个基因型
,

I 型来

自亚洲和非洲
,

fl 型以墨西哥株为代表
,

111 型以美国

株为代表
,

W型主要来自中国及东亚地区
。

西藏地

区猪戊型肝炎流行情况如何? 有待研究
。

4 若干建议

4
.

1 鼓励以西藏学者为主
,

建立与内地合作联合研

究的模式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藏农牧学院与华中农业大

学合作的地区基金项 目
“

不 同品种藏 山羊微卫星与

M H C 变异及适应性研究
”

( 3 9 9 6 005 6 )
。

项 目主持人

为西藏农牧学院边 次
,

合作方主持 人为华中农业大

学赵书红
。

在这个项 目的执行过程中
,

西藏方面主

要负责品种资源调查及样品采集等工作
,

华中农业

大学方面负责全部分子标记分析工作
。

该项 目对高

原型
、

河谷型藏山羊及包括 内地品种在内的 12 个山

羊品种进行了研究
,

得到了大量品种 内及品种间遗

传变异的数据
,

并发现了品种特异的等位基因
,

相关

结果 已总结并发表 (李孟华等 )
,

其中有的文章被联

合国粮农组织文件多次引用 〔̀ “ ]
。

4
.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向以西藏资源为研究对

象的内地学者适当倾斜

如常洪
、

陈国宏等
,

通过连续几个基金项目的实

施
,

对西藏高寒地 区的以瘤牛血统为主的阿沛甲顺

牛
、

日喀则高峰牛
、

樟木黄牛的地理分布
、

生态环境

进行了研究
,

从体尺
、

形态及生态特征等方面对西藏

高寒地区 3 个瘤牛群体及 3个参照群体进行了多元

统计分析
。

结果表明
:

西藏高寒地 区瘤牛具多样化

生态类型 ; 西藏南部高寒地区 3 个瘤牛群体与云南

2 个瘤牛群体呈交替聚类
,

而拉萨黄牛独立于这 5

个群体之外
。

该研究证实西藏高寒地区存在瘤牛群

体
,

并提示西藏瘤牛与云南瘤牛间存在共同血统来

源的可能性
。

他们在执行基金项 目
“

藏猪结构基因

座遗传共适应特性的研究
”

( 3 9 6 7 0 5 3 0) 中
,

采用 5 个

微卫星标记对 2 个藏猪类群 (合作猪和迪庆猪 )及参

照群体 四川成华猪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
。

结果

表明
:

所选的 5 个微卫星标记均具有多态性
,

3 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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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 5个坐位的等位基因数为 4一 8个 ;遗传分化系

数表明
,

2 个藏猪类群 间亲缘关系较近
,

二者与成华

猪的关系较远 {1l 」
。

这些经国家资助过 的项 目
,

都对评估西藏畜禽

资源的遗传背景提供 了科学依据
,

特别是为群体间

的遗传距离和遗传关系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
。

但对

影响西藏家畜家禽重要经济性状的相关基因或分子

标记及其遗传机理和生理生化规律的研究和探索还

相当不够
,

无论现在或将来都需要一批科技工作者

为之努力
。

致谢 本文在完成过程中
,

得到曾经在西藏工作

过或对西藏这一领域非常了解的南京农业大学谢庄

教授
、

范红结博士
,

华中农业大学李长春博士
、

赵书

红教授
、

彭中镇教授以及中国农业大学田见辉博士
、

陈明勇博士的大力支持
,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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