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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坪绒毛鸡、香格里拉尼西鸡、瓢鸡、

腾冲雪鸡、他留乌骨鸡、武定鸡、无量

山乌骨鸡、西双版纳斗鸡、盐津乌骨鸡、

云龙矮脚鸡、宁蒗高原鸡。同时，还有

建水黄褐鸭、云南麻鸭、文山番鸭 3 个

地方鸭种质和 1 个云南鹅种质。

此外，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已对怒江州福贡县新发现的地方鸡品种

“阿克鸡”进行现场鉴定，目前正处于

新品发布和入列名录公示阶段；新发现

的玉龙雪山乌鸡、维西傈家乌鸡 2 个地

方鸡品种，正在积极申请国家畜禽遗传

资源委员会进行现场鉴定。

    

开发利用成效显著

    

为更好地推进地方特色家禽种质

资源的开发利用，2020 年，云南省农

业农村系统结合市场发展需求和打赢家

禽“种子翻身仗”目标，认定瓢鸡遗传

资源保种场、云南白鹅遗传资源保种场

等第一批 24 家“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

种场（区、库）”，夯实了云南地方家

禽种质资源保护和开发基础。

近年来，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

下，包括家禽品种在内的云南种质资源

保护和开发利用取得显著成效。比如，

西双版纳云岭茶花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围绕鸡保种、育种、养殖等方面，引进

和开发新技术，通过配备光照系统、

清粪系统、喂料系统、通风系统等自

动设施设备，创建了省级西双版纳茶

花鸡遗传资源保种场，并在此基础上

实现种鸡保育、养殖技术、肉鸡供应

等入市发展。

截至目前，云南全省有种鸡场 22

个，蛋鸡存栏 67.6 万羽、种公鸡 6.3 万

羽；种鸭场 2 个、种鹅场 1 个；国家级

蛋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1 个、国家级肉

鸡良种扩繁推广基地 1 个；打造种蛋鸡

场 6 家，年提供雏鸡 4000 万羽以上，

全部实现自给自足。

    

发展短板亟待补齐

    

除建立种鸡、蛋鸡、鸭、鹅等良种

扩繁推广基地和保种场外，云南还采取

“引进龙头企业 + 培育扶持本土企业”

等办法，与国内外家禽行业龙头企业、

上市公司合作，打造出温氏、新广、凤

翔、云岭广大、绿盛 5 家肉鸡、种鸡规

模化养殖龙头企业。然而，按目前年出

栏 3 亿羽鸡苗计算，还无法满足市场需

求，仍有60%的鸡苗需要从省外引进。

“这反映出云南地方家禽种质资

源还存在利用不充分、发展较慢等瓶

颈。”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种业管理处

有关人员介绍，云南地方家禽种质资源

开发利用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整体来看，目前云南地方家禽种质

资源开发利用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还

处在追赶阶段。首先，资源保护覆盖面

不大。云南地方家禽资源丰富，但遗传

资源保种场（区、库）仅有 8 个，无法

满足“应保尽保”。其次，部分地方家

禽种质资源急剧减少，地方原始品种、

良种基因不断消亡。再次，目前全省家

禽行业的育种创新能力不强，对新品种

的选育投入力量不足，科研成果转化效

率不高，设施及科技的推广力度不够，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