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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能奶山羊几项繁殖生理常值的测定
`

黄启贤 乔玉峰
’ `

( 西北农学院牧医系 )

一
、

前 言

莎能 ( S aa n en) 山羊是世界著 名的奶山羊品种之一
。

分布广
,

适应性强
,

改 良土

种山羊效果显著
,

在我 国奶畜生产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

西北农学院饲养奶山羊的历

史较长
,

经验较丰富
,

但对母羊繁殖生理尚未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

国内外虽对绵羊和

猪 〔1〕通过对不同营养水平下的妊娠期增重和分娩失重的研究报导颇多
,

但由于存 在 种

间差异
,

不能直接引用
。

本试验 旨在通过对莎能母羊的妊娠期
、

妊娠体重变化
、

繁殖率
、

羔羊初生重
、

性比例
、

产羔分布等的测定
,

为妊娠母羊营养需要的研究和科学地饲养妊

娠母羊
,

培育初生重大
、

发育健壮的羔羊提供依据
。

二
、

材 料 和 方 法

1
。

试 验羊

试验是在西北农学院教学试验农场畜牧站健康状况良好的莎能奶山羊群中进行
。

妊

娠期体重的测定
,

是按母羊配种时体重文士 ZxS 取样
,

剔除了体重过大和过小的母羊
,

从

测定的 3 00 多头羊中选用 26 3头次作为试验羊
,

其中第一胎 96 头次
,

占 3 6
.

5% ; 第二胎 62 头

次
,

占2 3
.

6 % ; 第三胎以上的羊 10 5头次
,

占3 9
,

g %
。

分 别 于 19 7 9
.

8一 1 9 8 0
.

2 , 1 9 8 0
.

8

一 1 9 8 1
`

2
, 1 9 8 1

.

8一 1 9 8 2
.

2 ,

分三批进行测定 ; 又于 19 7 9年到 1 9 8 2年四个 年 次
,

对 6 7 0

头次母羊进行了妊娠期测定
,

各年分 别为 98
、

1 2 5
、

1 9 3
、

2 54 头 次
。

羔 羊 初 生 重
、

性

比例
、

母羊繁殖率共测定产羔母羊 67 1头次 (其中 79 年 9吕头
、

80 年 12 5头
、

81 年 19 3 头
、

82 年 2 55 头 )
。

测定母羊共产羔羊 1 3 4 4头
。

2
.

称重方法

母羊妊娠期体重测定
:

在正常的生产条件下
,

待母羊早饲到 80 %以上自动离开食槽

为止和挤完奶之后
,

不让饮水的情况下
,

用地磅逐羊称 测
,

每 次 称 重 是 在 同一时间

(9
,

30 一 10
,

30 )
,

同一条件下进行
。

从母羊配种之 日起
,

每隔 10 天称重一次
,

每头

羊连续称测 16 次以上
,

直至产羔
,

计算各期平均体重
。

最后一次体重是妊娠 15 0天 或 临

* 本试验曾得到西北农学院牧医系王建辰教授的指导
,

刘荫武教授的支持
,

西农畜牧站李建文同志和羊组郭泰

扭等同志的协助
,

特此致谢
。

牛 *
为我院钦 83 届学生

、

以毕业论文参与本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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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时体重
。

羔羊个体初生重测定
:

羔羊产出后
,

按常规操作
,

擦去身上粘液
,

然后用台秤逐一

称重
,

按性别
、

胎次分别记载
。

3
.

配种时间和方法

青年母羊在 18 月龄开始配种
。

产第一胎羔羊时绝大多数为 24 一 25 月龄
,

以后每年产一

胎
。

全部采用人工授精
,

重复配种 (均按第一次授精时间为准 )
。

配种期集中在每年的

8 月下旬至 9 月下旬
,

产羔期集中在次年的元月底到二月底之间 〔分散在其它时间的羊

很少
,

本试验中未用 )
。

4
。

统计方法

( 1 ) 母羊妊娠期体重
、

羔羊初生重
、

母羊妊娠期等均按不同胎次及每胎不同产羔

数进行分类统计
,

并采用单因子样本含量不等方差 分 析 法
,

进 行 差 异 显 著 性 检 验

( q法 ) 〔8〕
。

( 2 ) 公
、

母羔性比例采用校正 x Z

检验法测定适合度 〔8〕
。

( 3 ) 公
、

母羔初生重间采用 t检验法进行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8〕 。

三
、

结 果 与 分 析

(一 ) 母羊妊娠期体重变化

1
、

莎能奶山羊妊娠期体重增加呈规律性上升
:

对 26 3头次试验羊测定结 果 为
,

配

种时平均体重 5 7
.

0 4士 6
.

78 0公斤
,

妊娠 1 50 天时的体重 7 7
.

7 2士 8
.

74 4公斤
,

整个妊娠 期

绝对增重 2 0
.

6 8公斤
。

相对增重 1 3 6
.

3% (见表 D
。

若将妊娠期按 50 天为一个阶段
,

则妊

娠前期 (0 一 50 天 )
、

中期 ( 51 一 1 00 天 )
、

后期 ( 1 0 1一 1 50 天 ) 的增重量和增重速率有很

大差异
。

前期平均绝对增重 4
.

01 公斤
,

相对增重 1 07 %
,

占总增重的 19
.

39 % ; 中期为 7
.

53

公斤
, 1 1 2

.

3%
, 3 6

.

4 1%
; 后期为 9

.

1 4公斤
, 1 13

.

3%
, 4 4

.

2 0% (见表 3 )
。

很显然
,

前期

增重较小
,

后期增重较大
。

这一结果与普遍规律完全一致
。

按母羊产羔胎次 (年龄 ) 统计
,

莎能羊妊娠期增重第一胎到第四胎递增
,

且第四胎

绝对增重量最大
,

为 2 2
。

7 8公斤
,

相对增重为 1 3 7
。

3% ;
而第五胎 以后的母羊

,

绝对增重

却有下降的趋势
。

第一胎绝对增重最小 ( 1 9
.

7 9公斤 )
,

相对增重反而最大 ( 13 8
.

1% )
,

这主要是由于第一胎羊配种时体重较小
,

产单羔的比例高所致 (见表 2 )
。

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
,

增重最大的第四胎与其余各胎之间差异极显著 (P < 0
.

0 1)
,

其余各胎次间 差 异

不显著 ( p > 0
.

05 )
。

各阶段的增重则为
:
在妊娠前期第一

、

二
、

五胎母羊增 重 均高于

平均数 ; 妊娠中期与后期则以第四胎母羊绝对增重最大
,

分 别 为 8
.

21 公 斤 与 10
.

89 公

斤
,

但相对增重以第三胎最大 ; 后期增重第二
、

三
、

四胎间差异不显著 ( p > 。
.

0 5) (见表

3 )
。

由此可见
,

幼龄羊和第五胎以上的老母羊在妊娠前 1 / 3期增重量较大
,

第二胎到

第 四胎母羊在妊娠前期绝对增重较小
,

而后 1 / 3期为最大
,

占总增重的 47 %以上
。

就某

一胎次而言
,

妊娠前 1 / 3期增重最小
,

后期增重迅速
,

显著高于前 1 / 3期增重
。

挤母羊每胎产羔数统计
,

莎能羊妊娠期增重随产羔数的增多而递增
,
无论绝对增重



莎能奶山羊几项繁殖生理常值的测定

或相对增重都反映同样规律
:

产三羔时为最大 ( 分别为 2 2
.

2 8公斤和 1 36
.

1 % )
,

产单羔

时最小 (分别为 1 9
.

02 公斤和 1 34
.

9 % ) (见表 1 )
。

按各妊娠阶段分析
:

在妊娠前期产双

羔的母羊增重量较大
,

为 4
.

21 公斤
,

占总增重的 20
.

39 % ; 而在中
、

后期增重均 以 产 三羔

的母羊最大
,

中期为 8
.

76 公斤
,

占总增 3 9
.

4 0% ; 后期为 9
.

8 4公斤
,

占总 增 4 4
.

2 6% (见 表

3 )
。

由此可见
,

母羊妊娠期体重变化受妊娠阶段及每胎怀羔数的影响较大
。

此结 果与

R o ib sn o n
等人 ( 1 9 7 8年 ) 对绵羊研究报道的结果完全一致 〔幻 ;

也与崔九重等人 对 滩羊

胚胎期生长发育规律研究报道的结果相一致 〔2〕
。

本试验还表明
:

莎能奶山羊母羊妊 娠期

增重的绝对量从妊娠的第 50 天开始到妊娠的第 1 30 天之间为最大
,

到 1 40 天 以后则增重的

绝对量下降 (见表 l )
。

与上述关于绵羊的报道基本相似 〔2〕
。

2
。

若将试验羊按配种时体重进行分组
,

体重 40 一 50 公斤为第 I 组
, 5 0

.

1一 60 公斤

为第 亚组
, 6 0

.

1一 72 公斤为第 皿组
,

各组妊娠期增重与母羊配种体重大小有关 (见表 4 )
,

配种时体重小的母羊 (第 I 组 )
,

妊娠期绝对增重量最小 ( 2 0
.

2 5公斤 )
,

而相对 增 重

最大 ( 1 4 2
.

9% ) ; 配种时体重较大的母羊 (第 l 组 )
,

妊娠期绝对增重量较大 ( 2 1
.

9 8

公斤 )
,

相对增重反而最小 ( 1 3 4
.

0% )
,

即母羊妊娠期绝对增重与配种时体重成正比递

增
,

而相对增重则相反
。

按阶段增重来看
,

前期绝对增重以第 I 组最大 ( 4
.

3 6公斤 )
,

占总增重的 21
:

53 % ; 妊娠的中
、

后期则均以第 l 组最大
,

中期绝对增 重 8
.

2 4 公 斤
,

占

37
.

54 %
,

后期为 1 0
.

19 公斤
,

占 4 6
.

4 2写 (见表 3 )
。

可见体重较小的母羊
,

在妊娠前期

增重较快
,

这与胎次间的结果相一致
;
体重较大的母羊

,

妊娠前期增重较慢
,

而在中
、

后

期则较快
。

3
.

英国学者 R ob i sn on 等人 ( 1 9 7 7年 ) 对芬兰兰德瑞斯和去角陶赛特有角羊的杂 种

绵羊研究结果表明
,

胎儿数量对母体增重影响最大 ; 高营养水平和低营养水平对妊娠期

各阶段的增重也有很大影响
,

尤其妊娠后期的营养水平至关重要〔1〕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每胎产羔数愈多
,

则整个妊娠期增重量愈大
;
母羊体格大则体重也

就愈大 (体格大小与体重呈强正相关 )
。

体重较大的母羊增重的绝对量亦大
。

从而可以

得出
:

对于妊娠母羊饲养管理的好坏是奶 山羊生产的关键问题
,

是评定饲养效果的重要

方面
,

也是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

莎能羊在妊娠 60 天时增重达 1 10 %
,

1 00 天 时

达 1 2 0
.

2%
, 1 30 天时达 1 30 % (见表 1)

,

故只要对妊娠母羊称三次体重 (分别于妊娠的 60 天
、

1 00 天
、

1 30 天 ) 与配种时体重比较就可估测胚胎发育状况及母羊妊娠期饲养管理 水 平
。

(二 ) 莎能羊妊娠期的测定

对 6 7 0头次莎能羊测定
,

平均妊娠期为 1 5 0
。

1天
,

范围 1 4 3一 1 5 5天
,

与谭锋 ( 1 9 5 2 ) 〔4〕及

绵羊妊娠期 〔幻 的报道极近似
,

也与山羊妊娠期 ( 1 3 6一 1 5 7 ) 天的结果基本相符 〔幻
。

奶

山羊妊娠期长短与每胎产羔数间呈递减趋势
。

产双羔的妊娠期比产单羔稍短 〔2〕结 论 相

同
。

产单羔时测定 1 52 头次
,

平均为 1 5 0
。

8 7天 ;产双羔时测定 3 71 头次
,

平均 为 1 5 0
.

0 6天
/

产三羔时测定 1 39 头次
,

平均为 1 4 9
.

4 9天 ; 产四羔时测定 8 头次
,

平均为 1 4 7
.

8 8天 ( 图 1

一 1 )
。

妊娠期的长短与母羊年龄间无 明显的规律性变化 (见图 l 一 2 )
,

年龄间差异

不显著 ( p > 0
.

0 5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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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一 1 莎能羊妊娠期 图 1一 2莎能羊妊娠期

(三 ) 奶山羊繁殖率的测定

经6 71头次繁殖母羊的测定
,

繁殖率平均为 20 0
.

3%
,

与 2 0 2
.

5一 23 6 %的 报 道 明基

本一致
。

对第一胎 2 45 头次测定
:

产单羔占 2 8
.

9 8%
,

双羔 占 6 7
.

3 5 %
,

三 四羔的很少

(仅占 3
.

67 % )
,

繁殖率为 1 75
.

1% , 对第二哈至第四胎 3 33 头次测定
,

产双羔
、

三羔率增

大
,

且产羔分布较均匀
,

高于平均数
。

第四胎繁殖率达高峰
,

为 2 3 8
.

7%
,

主要 因 产三

羔的母羊 比例最大 ( 4 6
.

7 7% ) 所致
。

从总的产 羔 分 布 情况看
,

单羔占 2 2
.

8 0%
,

双羔

占 5 5
.

2 9%
,

三羔占 20
.

72 %
,

四羔占 1
.

19 % (见表 5 )
。

由此可见
,

繁殖母羊群中
,

淘

汰老龄羊
,

应在五胎 以后
,

这是提高羊群繁殖率的重要条件
,

在生产中有着重要的经济

意义
,

因母羊最高产奶量的胎次为第四胎 〔6〕 。

( 四 ) 羔羊个体初生重的测定

对 1 3 4 4头莎能羔羊测定
,

个体初生重平均为 3
.

45 公斤
。

71 7头公羔 平 均重为 3
.

60 公

斤
, 6 09 头母羔平均重为 3

。

27 公斤
,

18 头间性羔羊平均重 为 3
.

18 公斤 (见图 2
、

3 )
。

经 t检验结果表明
:
羔羊性别间初生重差异极显著 ( P < O

。

0 1)
,

公羔初生重大于母羔
,

各

胎次所产公羔体重有差异
,

母羔体重无显著差异 (见图 3 )
。

按每胎产羔数统计
,

羔羊个体初生重随产羔数的增加而递减
,

且单羔时无论公羔或

母羔
,

个体初生重均为最大 (平均数分别为 4
.

14 公斤和 3
.

63 公斤 )
,

产四羔 时 均 最 小

(3
.

17 公斤和 2
.

74 公斤 ) (见图 4 )
。

就同一性别而言
,

不 同产羔数间羔羊初生重亦随

产 羔数 增 加而呈递减的规律
,

且各产羔数间差异显著 ( 0
.

0 5 > P > 。
.

0 1) 或 极 显 著

( P < 0
。

0 1 ) (图 4 )

按产羔胎次统计
,

第一胎所产羔羊
,

无论公羔或母羔体重均最小
,

第三 胎 所 产 羔

羊
,

无论公羔或母羔
,

初生重均最大 (图 3 )
。

经方差分析
,

不同胎次间母羔初生重差

异不显著 (P > 0
.

05 )
,

公羔间则以第二胎和第三胎最大
,

两者间差异不显著 (P > 0
.

0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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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不同产羔数时公
、

母羔初生重

而与其它胎次间却差异显著 (0
.

0 5> p > 0
.

0 1) (图 3)
。

因此
,

胎次间的差异主 要是

公羔体重间差异所致
。

故产羔数和羔羊性别对初生重影响较大
。

(五 ) 羔羊性别比例的测定

通过对 1 3 4 4头羔羊进行校正 x “
测验结果表明

:

公母羔性别比例总的是公 羔 多 于 母

羔
,

公 羔
:

母 羔 = 50
: 4 2

.

5 (公
,

母
,

间性 = 53
.

35
, 4 5

.

3 1 : 1
.

34 )
,

差 异 极 显 著

(P < 0
.

01 )
。

与 55
: 4 5基本一致 〔幻 ,

尤以产单
、

双羔时性别比例差别更大 ; 其它产羔

数 (三
、

四 羔 ) 间差异不显著 (P > 。
.

0 5) (见表 6 )
。

从各胎次分析结果看
,

第一胎为 50
: 4 0

.

4 (公
,

母
,

间 二 5 4
.

7 8 ,

44
.

29
, 0

.

9 3) ;第

二胎为 4 0
.

36
,

两个胎次间的比值几乎相等
,

公母差异显著 ( 0
.

01 < p < 0
.

0 5)
。

第三
、

四胎所产羔羊性别比例均差异不显著 (P > 0
.

0 5)
。

从第五胎后又出现了公羔比 例 大 于

母羔
,

且差异显著 ( 0
.

01 < p < 0
.

05 )
。

间性羔羊各年度各胎次均有发现
,

约占 l 一 3
。

12 %
。

决定羔羊个体初生重的主要因素有
:
遗传

、

个体
、

同胎产羔数
、

性别
、

妊娠期母体

营养
、

外界环境等 〔刀
。

要提高初生重
,

除选择优良品种外
,

还要重视妊娠期的营养水

平
,

特别是妊娠后期
。

而对于羔羊性别的控制
,

目前尚有困难
,

但在淘汰羊时应在五胎

以后再予淘汰
,

这样能提高母羔比例
,

还能提高全群羔羊初生重
,

对于加速发展奶山羊

事业具有一定的生产意义
。

四
、

结

1
。

莎能羊妊娠期体重变化
:

( l ) 整个妊娠期体重增长呈规律性上升
。

绝对增重平均为 20
.

68 公 斤
,

临 产前体

重为配种时体重的 1 3 6
.

3%
。

( 2 ) 母羊妊娠期各阶段增重有显著差异
,

前期较小
,

后期较大
。

前 1 / 3期增重量

为 4
.

01 公斤
,

占总增重的 1 9
.

39 % ; 中 1 / 3期为 7
.

53 公斤
,

占36
.

41 % ; 后 1 / 3期为 9
.

14

公斤
,
占4 4

.

2 0%
,

符合普遍规律
。

妊娠到第60 天时
,
母羊相对增重达 110 %

,
100 天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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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12 0%
, 1 30 天时达 1 30 %

,

故在整个妊娠期间对母羊称测四次体重 ( O天
、

石0天
、

10 0

天
、

1 30 天 )
,

就可估计胚胎及胎儿发育状况与饲养管理水平
。

( 3 ) 妊娠母羊体重增长受年龄 (胎次 ) 影响
。

第一至第四胎的绝对增重量递增
,

第四胎时达最大 ( 2 2
.

7 8公斤 )
,

与其它各胎次差异极显著 (P < 0
.

0 1)
。

第五胎以后的

老龄母羊
,

绝对增重有下降趋势
。

从第 50 天一 1 30 天
,

增重速度最快
,

第 14 。天之后则下降
。

( 4 ) 母羊妊娠期体重增长与产羔数有关
。

产三羔时为最大 ( 2 2
.

2 3公 斤 )
,

产 单

羔时最小 ( 19
。

02 公斤 )
,

产双羔时居中 ( 2 0
.

6 5公斤 )
。

( 5 ) 母羊妊娠时体重增加与配种时体重大小有关
,

配种时体重小的母羊
,

妊娠期

间绝对增重最小 (2 0
.

25 公斤 )
,

而相对增重最大 (1 42
.

9% )
。

体重大的母羊则相反
,

绝对增重最大 (2 1
.

98 公斤 )
,

相对增重小 ( 13 6
.

3% )
。

按阶段来看
,

前期增重最大的

为小体重母羊 (4
.

36 公斤 )
,

占总增重 21
.

53 %
,

而中
、

后期以个体大的羊为最大 ( 8
.

2 4

公斤与 1 0
.

19 公斤 )
,

占总增重 3 7
.

5 4%与 46
.

42 %
。

从整个妊娠期的绝对增重 量 看
,

妊

娠 50 天到 1 30 天时显著增加
, 1 00 天到 1 30 天为最高峰

, 1 40 天至 1 50 天绝对增重下降
。

此结

果与滩羊的胚胎发育研究结果一致
。

而在妊娠的 4 0天时绝对增重量大于妊娠 50 天时的绝

对增重量
,

与胚胎在母体内持续上升的规律不相一致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妊娠期体重变化规律对指导生产与营养需要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

2
。

莎能羊繁殖情况

( 1 ) 母羊妊娠期平均为 1 50
.

1天 (范围 14 3一 1 58 天 )
。

妊娠期长短与产羔数 间 呈

递减趋势
。

妊娠期长短与母羊年龄间无规律性变化
,

差异不显著 (P > 0
.

05 )
。

( 2 ) 母羊繁殖率平均为 2 0 0
.

3%
,

第四胎繁殖率达高峰 ( 2 3 8
。

7% )
。

( 3 ) 羔羊个体初生重平均为 3
.

45 公斤
。

公羔大于母羔 (分别为 3
.

60 公斤
、

3
.

27 公

斤 )
,

差异极显著 (P < 0
.

0 1) ;
羔羊初生重随产羔数的增加而递减

,

差异显著 ( O
。

05 >

P> 0 .-0 1) 或极显著 (P < 0
.

0 1)
。

产单羔时初生重最大 (公羔 4
.

14 公斤
、

母羔 3
.

63 公斤 )
,

产四羔时最小 (公羔 3
.

17 公斤
、

母羔 2
.

74 公斤 )
。

母羊年龄对羔羊初生 重 也 有一定 影

响
,

即第一胎最小 ( 3
.

3 2公斤 )
,

第三胎初生重最大 ( 3
.

5 8公斤 )
。

( 4 ) 莎能羊公羔数多于母羔数 (5 o : 4 2
.

5 )
,

差异极显 著 (P < 0
.

0 1)
。

但 各胎

之间也不一样
。

第一
、

二胎尤为显 著 ( 0
.

0 1 < p < 0
.

0 5 ) , ( 5 0 , 4 0
.

4 , 5 0 , 4 0
.

3 6 )
,

第三
、

四胎羔羊公母比例差异不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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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莎能母羊妊娠期体重与胎次间变化统计表
_

.

_

单位 :
大

、

头
、

公厅
、

黝

公
备 注

各胎次的相对增重栏中数值是与它前十天时体重相 比的结

果
。

前十天的数值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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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莎 能 奶 山 羊 妊 娠 期 增 重 表

单位
:

天
、

公斤

增 \ 组 {
:

{
二

4
,

…

必通卜
\

州
`

…
’

…
’

…
说 明

娠期 一 \ \ 戈…
“ 0一 S Ok g ,

…
` 5 0

·

`一 6 0k g ,

}
` 6 0

·

`一 7 2k g ,

{
一

-

一
-万石一 下一 4厂 - 叮

-

五丽 一 -一一 云不一 一厂一
-一甲一

} …妥 {
4 7

.

1 5
{

5 5
.

7 2
}

6 4
.

6 6
{ 1

·

4 0一 s o k g ,

1 1 5
,

1 2
。

8 8 3 } 2
。

8 2 4 } 3
。

3 1 0 }

} 0 1 崛 … o … o … o { 5 0
·

1~ 6 o k g ,

} } % } 1 0 0 { 1 0 0 } 1 0 0 }

{一 土 一

—
一 {6

“
·

1一 72 k g均是

} 1 生 } 4 7 } 1 3 1 } 8 4 }矫 。 、 制二 、 仲

! }
x

} 4 9
.

7 6 } 5 7
·

8 6 ! 6 6
·

3 7 1仪可干比村
目 ,

’

哗

韧 { } S
二

} 3
.

7 3 8 } 3
.

3 3 6 } 3
.

8 9 7 1一
, 、
川

江 } 3 0 1 k g
} 2

.

6 1 0 1 2
.

1 4 } 1
.

7 1 {里刀
一

组
o

1 . % J 1 0 5
。

5 1 1 0 3
。

8 1 1 0 2
。

6 1 _
_ .

_
,

_

} 】 } } } { 2
。

仕 l 组甲弟

2 4

7 9 7

0 9

9

1 3 1

6 1
。

2 8

3
。

5 6 5

5
。

5 6

1 1 0
。

0

8 4

6 9
。

3 1

4
。

1 5 1

4
。

6 5

1 0 7
。

2

一胎 初产 羊 最

多
,

其 次 是 二

胎羊 ;在 I
、

l 两

.

…

八O八O几口八h今自刀往ō一勺1上

1上

n艾sx吨%

娠

Onà0心9é户00心n曰ù尸口
.

…

J续月住月性ǐ门à口」O八斤了11,1

1上

天
9 O

4 7

5 7
。

7 4

4
。

1 2

1 0
。

5 9

1 2 2
。

5

1 3 1

6 5
。

3 8

3
。

9 1

9
。

6 6

1 1 7
。

3

{
组中主要是经产

7 {羊
。

n一x熟吨%

4 7

6 2
。

1 0

4
。

7 6

1 4
。

9 5

1 3 1
。

7

1 3 1

7 0
。

4 8

4
。

6 1 4

1 4
。

7 3

1 2 6
。

5

8 4

8 0
。

8 1

5
。

3 8 1

1 6
。

1 5

1 2 5
。

O

n-X
xS翰%

数
1 2 0

1 5 0

4 6

6 7
。

4 0

4
。

8 8 2

2 0
。

2 5

4 2
。

9

1 3 0

7 6
。

6 7

5
。

2 4 7

2 0
。

9 5

1 3 7
。

6

8 3

8 6
。

6 4

6
。

1 4 1

2 1
。

9 8

3 4
。

0

nùx又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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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莎 能 羊 各 胎 次 产 羔 分 布次 羔 分 布

单位
:

头
、

%

数数
’ ·

项项 统统 繁繁 产 羔 分分 布布
量量 目目 计计 殖殖

。
一

单羔率 …
n双羔率

n三羔率率
n四羔率率

胎胎胎 头头 率率

飞一虾 i主
-

i里
国三

一

立立
1 0

。

4 000

次次次 数数数 4 0 “ 2
·

3 7…” 7“ 5
·

1 1 …“ 5 1 9
·

8 77777··

\
、、、、、、

22222 4 555 1 75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75 5
。

1 111 3 5 1 9
。

8 7774 2
。

2 99911111 666 2 70 0
。

66666666666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1 5
。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99999555 2 3 8
。

2 0 2 1 777
。

0 555 4 3 4 5
。

2 666 3 0 3 1
。

5 8882 2
。

1 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2 4
。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四四四 6 22222 1 2 8
。

9000 2 4 3 8
。

111 2 9 4 76
。

1 1 7 777
。

6 222

五五以上上 933333 1 4 1 5
。

0 666 4 2 4 5
.

1 666 3 3 79
。

7000 888

总总 计计 6 7111 2 0 0
。

333 1 5 3 2 2
.

8000 3 1 75 5
。

2 999 1 3 9 2 0
。

7222 81
。

1 999

单位
:

头次
、

%

一. 总 .

计
)
6 “
}
` 3 “ …

7` 75 3
·

3 5

1
6 ” 9

,

` 5
·

3 `

{
:

` 8 `
·

3 `

1
2 “ 0

·

3

{
` “ 。 : 8`

·

”

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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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g e of A g r i e u lt u r e u n d e r t h e p r od u e t i n e n o od i t i n s o .

T h e 2 3 6S a a n e n d a i r y g a ot s i n

g o o
d h e a lt h a n d i wt h a m id d le p r od u e t i v e a bi li t y we r e u s e d f or d e t e r m i n a t i on of r e p r o-

d u e t i on p a r a m e t e r s 。

F r om t h e ye a r s of 1 9 9 7t olg 82 , t h e y w e r e d i v i d e d i n t o t h r e e b a -

t e h e s , a n d t h e f e m a l e g o a ts w e r e u s e d t o d e t e r m i n o t h e i r b o d y w e ig h t a t t h e i n t e r v a l o ￡

ve e r y o t h e r t e n d a y s u n
d
e r t h e s a m e e o n d i ti o n s a f t e r m a ti n g

。

T h e f i n d i n g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b o d y w e i g h t g a i n i n e r e a s e d r e g u l a r ly d u r i n g t h e p r e g n a n e y p e r i o d
, t h a t 15 t o s a y ,

t h e r a t e o f w e i g h t g a i n i n t h e e a r l y s t a g e o f p r e g n a n e y W a s s l o w b u t f a s t i n t h e l a t e

s t a g e o f p r e g n a n e y
.

S u p p o s e t h e p r e g n a n e y b o d y W e i g h t o f 0 d a y e q u a l s t o 1 0 0
,

W h e n

t il e p r e g n a n e y p e r i o d“ ( d a y s ) a r e 3 0 / 6 0 / 9 0 / 1 2 0 / 1 5 0 d a y s r e s p e e t i v e l y
,

t h e r e l a
-

t i v e g a i n i n b o d y w e i g h t ( % )
a r e e o r r e s p o n d i n g t o t h e f o l l o w i n g : 1 0 3

.

7 / 1 0 9
。

4 /

1 1 7
.

5 / 1 2 6
.

7 / 1 3 6
.

3
.

I t 。 a n a l s o b e Se e n f r o m t h e o b s e r v a t i o n t h a t t h e g r o w i n g r a t e

d u r i n g t h e p r e g n a n e y p e r i o d 15 e o n n e e t e d w i t h t h e i r a g e s ,
l i t t e r s i z e a n d t h e m a t i n g

w e ig h t
。

I t e a n a l s o b e s e e n f r o m 6 7 0 h e a d 一 t i m e d e t e r m i n a t i o n s t h a t t h e a v e r a g e

p r e g n a n e y l e n g t h w a s 5 0 1
.

1 da y s , w h i e h w a s e l o s e l y e o n n e e t e d w i t h l i t t e r 5 1艺e a n d h a d

n o o b v i o u s r e l a t i o n t o t h e i r a g e s .

T h e b i r t h W e i g h t a v e r a g e d 3
。

4 5 k g t h r o u g h d e t e r m i n g

1 3 4 4 k id s , a m o n g t h e m t h e r e w e r e 7 1 7 b u e k k i ds a n d 6 0 9 d o e k i d s w i t h b i r t h

w e i g h t o f 3
.

2 k g 50 t h a t t h e b i r t h w e i gh t d i f f e r e n e e b e tw e e n b u e k a n d d o e k i d
s w a s

P < 0
。

0 1 a n d t h e er W e r e o n l y a f e w d o u b l e S e x k i d S .

H o w e v e r , th e b i r th w e i g h t o f

b u e k a n d d o e k i d s d e e r e a s e d p r o g r e s s i v e l y a s t h e l i t t e r s i z e i n e r e a s e d a n d t h e d i f f e r e n -

e e b e tw e e n t h e m W a s e x t r e m e ly s i g n i f i e a n t ( P ( O
。

0 1 )
.

T h e b i r t h w e i g h t W a S e
l
o s e ly

e o n n e e t e d w i t h t h e n u m b e r s o f b e a r i n g a n d t h e m a x im u m b i r t h w e i g h t o f t h e t h i r d

b e a r i n g b e i n g ( m a l e : 3
.

7 9 k g , f e m a l e
, 3

.

3 8 k g ) a n d t h o m i n i m u m b i r t h w e i g h t o f

t h e f i r s t b e a r i n g b e i n g ( m a l e : 3
。

4 3k g ; f e m a l e
: 3

.

1 8 k g )
.

T h e a n a ly s i s w a s m a d e o n

t h e 1 3 4 4 k id s p r o d u e e d i n 6 7 1 b e a r i n g s a n d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r a t i o o f b u e k

a n d d o e k id s w a s 5 0 : 4 4
。

5 , a n d t h e r a t i o o f b u e k k i ds w a s g r e a t e r t h a n t h a t o f d o e

k i ds
。

A n d h e n e e d i f f e r e n e e b e tw e e n t h e m w a s e x t r e m e l y s i g n i f i e a n 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