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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登县作为半农半牧县，其畜牧养殖业发展历史悠

久。新中国成立后，永登县驴业养殖有了很大进步，并

为当地农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工业化与

农业机械化的不断推进，驴业养殖逐渐地退出了养殖户

的视野。而步入新时期，国家对于特色养殖重视程度日

渐加强，并鼓励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特色养殖，再加

上近年来驴肉及阿胶价格的不断上涨，永登县驴业养殖

又成为当下较为热门的产业。然而伴随肉驴养殖规模的

逐渐扩大，养驴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严重阻

碍到永登县驴业健康发展。为此，本文中针对全县驴业

发展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指出当前肉驴养殖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提出几点发展建议，以期能为推动永登县驴业

产业发展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一、全县驴产业现状
（一）品种及数量

驴作为传统役畜与牛、马、骡相比体格小、结构

紧、采食量小、耐粗饲、耐饥寒、持久力强等优点在永

登县全县具有分布，据统计 1983 年全县驴饲养数量在

11376 头，占全县大家畜饲养量的 23.22%，之后缓慢上

升，到 20世纪 9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1.3 万头）。同

时经调查了解到，1983 年永登县饲养的主要品种有庆阳

驴、青海毛驴和本地土种小毛驴等品种。然而随着包产

到户、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再加上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的实施，因驴的用途不断减少，且能熟练

训使驴的“把式”因经济社会压力而放弃这门技艺另谋

生路，全县驴饲养量快速下降，至 2015 年，全县驴饲养

数量仅剩 1000 多头。而近年来伴随社会发展速度日渐加

快，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驴肉方面的需求量越来

越大，再加上阿胶市场火爆，广阔的市场前景有效刺激

了养驴产业的快速发展。至 2021 年 10 月永登县驴存栏

量又攀升至 3000 多头，其中两家规模养殖场还引进德州

驴和关中驴进行规模化生产。

（二）品种内群体结构，繁育方式，繁殖率

目前永登县县域内散养驴户约 600 户 1000 头，基

本以杂种驴为主，少量养殖凉州驴和关中驴，散养能繁

母驴约 650 头，年产健驹 170 头，主要采用自然交配的

方式进行繁殖，农户互相租借种公驴，造成近亲繁殖严

重，杂交无序，品种特性不明显，驴各种性能下降，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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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率保持在 26%左右。而且通过调查了解到，县内两家

规模化养殖场以养殖德州驴为主，主要从内蒙、山东等

地散养农户及规模场引进，因引进渠道多样，较原品种

有所退化，但基本保持原品种特性，存栏量约为 2000

头，基础母驴 500 头，年产驴驹 188 头，繁殖方面主要

采用自然交配方式繁殖，一般配种后 2 ～ 3月请专家前

来确定怀孕母驴并适当淘汰不怀孕母驴，繁殖率在 37%

以上。

（三）养殖模式

永登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兰州市西北部，东经

102° 36' ～ 103° 45'，北纬 36° 12' ～ 37° 07'，北

依天祝，南临黄河，东靠兰州新区，西与青海接壤，地

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海拔 1590 ～ 3631m，境内山多川

少，形成丘陵、沟壑、河谷、川塬地带。21世纪前，

广大农村养驴主要用作农业劳动力，以农户放牧散养为

主，没有规模化的养殖场，并且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

应用，驴的役使价值基本消失。目前永登县在驴养殖方

面主要是以规模化舍饲养殖模式为主，全县驴饲养主要

包括两家企业，存栏量约为 2000 余头，并且主要是以整

驴卖往江西、广州等地，很少自己屠宰，年销售量约为

1000 头左右。另外有约 1000 头驴分布在全县各乡镇，以

民乐、坪城、连城、河桥等乡镇最多，农户家庭一般散

养一到两头，大多自家屠宰售往县城及周边地区，年屠

宰量约 60头。

（四）政策支持情况

驴产业虽然是永登县一个新型的特色产业，但是到

目前为止尚未纳入特殊扶持范围，但有个别企业通过吸

收村级集体资金、贫困户产业带动资金不断扩大驴养殖

规模，另外一些企业也争取了部分省市县及东西部协作

项目资金，肉驴产业发展趋势稳中有增，规模肉驴养殖

发展空间巨大。

（五）产品方向及养殖效益

1.产品方向。一是驴肉与牛肉、羊肉、猪肉相比，

具有“三高三低”特点：高蛋白、高氨基酸、高脂肪酸；

低脂肪、低胆固醇、低热量，同时驴肉质细味美、绿色

环保、高蛋白、低脂肪也是较为理想的保健食品，所以

市场行情较好；二是驴皮制的阿胶是国药瑰宝和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上千年的中医药滋补文化，而



170 农家科技

农 经探讨
NONGJINGTANTAO

且驴皮作为阿胶的主要原料，目前已经成为阿胶产业生

存、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另外，以阿胶材料已制成的胶

剂、颗粒剂、片剂、胶囊剂、口服剂、注射剂、搽剂、

煎膏剂、酒剂等已经进入国内外医疗保健市场，且需求

量巨大；三是驴奶的营养成分接近人母乳的 99％，乳清

蛋白含量比牛奶高 50％，婴儿吸收效果极佳，同时驴

乳中的硒含量是人乳的 4倍、牛乳的 5.2 倍，具有保肝

护胃，美白肌肤等功能；四是驴骨、驴蹄、驴鞭都具有

很高的药用价值，亟待开发利用；五是驴板肠作为餐桌

上的美味之一受到人们的特殊青睐，一度形成“一肠难

求”的火爆场面。总之，驴的这种药用和食用价值对人

类是无价之宝，驴产品销售渠道多样。

2.养殖效益。一是经济效益，如种驴养殖按 6年期

进行计算，以年饲养成本为 2000 元、购种驴成本 12000

元、6年产驹 4头计算，育肥 6个月出栏，每头驴驹饲养

成本 1000 元，6月龄驴驹按 6000 元出售，（6000×4 －

4000 － 2000×6）/6 ≈ 1333（元），养殖一头种母驴年

可获利 1333 元；如进行肉驴育肥，育肥 1年出售，购

进 6月龄驴驹 6000 元，每天饲料人工平均按 6元成本计

算，育肥一年花费 2190 元，育肥 1年驴肉按 120kg、每

千克驴肉 70元计算，收入 8400 元，驴皮 800 元计，驴

鞭、板肠、驴蹄的销售收入抵扣屠宰费用，8400+800 －

6000 － 2190=1010（元），养殖一头肉驴年收入 1010 元。

二是生态效益，肉驴养殖将农作物秸秆过腹还田，改变

秸秆焚烧带来的环境污染，并且驴粪尿又是土壤很好的

有机肥料，即疏松了土壤，又增加了土地的肥力，对生

态环境保护具有积极促进意义。三是社会效益，通过规

模养殖驴场的带动，周边农牧民学习规模化驴养殖技术

并加入驴养殖行业，提高经济收入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

的驴皮生产阿胶、驴肉供人民享用、驴的其他产品用于

制药等，对缓解我国驴存栏下降有积极意义。

二、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养殖分散，养驴户积极性下降

由于近年来阿胶市场火爆、驴肉价格上涨等因素，

县内部分养殖户转投驴的养殖，但绝大多数养殖户由于

资金和技术等原因养殖数量相对较少，且为分散饲养，

没有形成规模优势，另外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抗

风险能力不强，再者，本市没有一家专门化的驴屠宰企

业，缺乏带动能力强的商品驴产品加工企业，从而无法

有效保证驴养殖户的养殖利益，导致养驴户的积极性

下降。

（二）品种混杂、品质低，购销渠道不稳

本地驴因历史与近亲繁殖等因素影响，品种不纯，

另外因近几年养驴热使得养殖户，甚至规模养殖场大多

从内蒙古、山东、辽宁等地市场四处收购，而且主要是

通过农户或贩卖者肉眼看和凭经验选种，极少从大型

种驴场引进基础母驴或种公驴，造成品种混杂、品质不

高、引发率生产性能优劣不等。虽然，广大驴养殖户来

自不同乡镇村，同为养驴户，但联系不紧密，另外纵观

全市没有一家大型开发、加工驴产品的企业，缺乏稳定

销售路径，肉驴养殖经营的随意性和风险性大。

（三）肉驴养殖停留在粗放养殖阶段，对驴的疾病

防治没有经验

目前永登县驴养殖模式还较为粗放，即单家独户养

殖一两头驴，有什么吃什么，饲养方式落后，固有的养

殖观念对驴养殖户产生较大影响，经营管理和饲养管理

技术落后，商品意识不强，对于大批量高质量养殖肉

驴的技术探索较少，难以达到标准化养殖规范要求。另

外，缺乏专门研究大牲畜疾病的专家，遇见疾病时仅凭

经验和村级动物防疫员通过问诊和视诊，简单粗暴的打

针或者喂药（一种药治不好就换另一种药，没有科学的

依据）式治疗，对驴疫病防治造成较大影响。总体而

言，驴业养殖依然处于从散养到规模养殖转变的起步阶

段，各项技术仍需要探索。

（四）资金困难

建设规模养驴场、引种、种植牧草、雇佣工人和疫

病防治等工作需要大量资金，且驴养殖周期长，成本回

收慢，农户财力有限，规模化驴产业发展步履艰难，资

金不足仍然是制约永登县驴养殖产业发展的“瓶颈”。

（五）规模场经济效益及市场尚不明朗

此次调查的某驴场以繁殖和育肥为主，养殖一头母

驴年效益为 1333 元，育肥驴驹 12个月，每出栏一头驴

有 1010 元的收益，效益较高。因该场处于刚刚投产阶

段，效益分析处于“纸上谈兵”阶段，真正的生产效益

尚需在生产实际中进一步检验。而由于驴奶及相关产品

生产成本高，价格较高，市场前景有待进一步验证。

（六）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

在驴来源上，以外省引入为主，永登县没有特殊的

地方品种，在畜禽种质资源普查中也未发现新品种驴。

而且销售环节上，缺少驴交易平台。在屠宰加工上，本

县乃至全市缺乏专业的驴屠宰加工企业。

三、建议
（一）提高重视程度，加大扶持力度

针对永登县驴业现状，建议政府职能部门提高对驴

业养殖的重视程度，研究制定驴业发展规划，从品种保

护与开发、产业布局、基地建设、品牌培育等方面分阶

段分层次确定发展目标。结合支持产业扶贫政策，把驴

业列入扶持方向。另外，将驴产业纳入农业、科技、教

育、发改、工信、食品药品等部门支持范围，在基地建

设、养驴合作社、繁殖种驴及精准扶贫、科技计划等方

面给予驴业发展提供相应支持。

（二）政府引导成立以大型养殖户为会长的养驴

协会

由政府部门出面组织和引导驴养殖户建设沟通平

台，成立养驴协会，建立中介机构和服务团体，提高产

业化水平，形成“小规模驴养殖户、大永登驴基地”的

发展模式。转变观念，全面引入市场机制，扩大对外开

放，支持有实力、有技术的客商来县建办商品驴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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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企业，实现政府引导、企业发展、农户受益。依靠

龙头企业，带动养殖户发展商品驴养殖，联结企业和种

草养驴户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基地与市场的有

机结合。内引外联，建立稳固的肉驴供销渠道。保障将

肉驴引得进、养得起、卖得出，切实解决买难卖难的困

境，解除肉驴养殖的后顾之忧，实现供销良性循环和可

持续发展。

（三）转变产业发展方式

转变产业发展方式，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推动产

业升级，使驴的养殖由“弱小散”走向规模化、专业

化、产业化。探索适合永登县地域特色的养殖模式和利

益链接模式，成立养殖场户参与的联盟、合作社、协会

等，组成利益共同体。密切加工企业与合作组织、养殖

户的利益链接机制和分配机制。逐步形成规模场繁育、

专业户和散户育肥、社会力量服务、企业深加工的发展

模式。

（四）建立技术服务体系

目前永登县还没有专门从事养驴研究、技术推广的

人员，与当前驴业发展的形势不匹配，迫切需要培养一

批驴饲养管理、繁殖、疾病防治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

才，为社会提供服务。还需要加强对驴业从业者的技术

培训力度，提升饲养管理、繁育等环节的技术水平。

（五）以养驴协会为契机，让懂技术有经验的会员

出外参观考察，选择优质品种

每年选派协会中懂技术有经验的会员赴全国有名的

大型驴场参观考察学习，通过咨询专家、实际引种、养

殖和比较经济效益、销路等选取适合我县养殖的肉驴品

种，选定有实力的大型肉驴场进行合作，引种及技术

方面多咨询大型肉驴场的技术员，改良我县现有的肉驴

品种。

（六）强化科技培训和生产管理

一是经常性开展宣传和培训，请国内专门研究大牲

畜方面的专家对养驴户和技术员进行培训。为确保肉驴

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县上应抽调精干技术力量，深入养

驴户开展培训，进行技术跟踪服务，及时向广大养驴户

传授新的养殖技术和知识。通过定期发放技术、防疫、

市场等方面的资料，使其既能学到养殖技术又能了解到

市场信息。二是加强生产管理。夏天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冬天雨雪天气，圈内防滑，不喂霜、霉草，不饮冰

水，避免外界伤害。分群饲养，尤其对怀孕母驴应定人

定圈进行单独保姆式饲养管理。饲养管理程序、精料和

草料种类不能骤变，密切观察各群体驴的生活状态。

（七）加大财力金融扶持为肉驴养殖提供资金保障

一是加大扶持力度，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肉驴养殖

前景广阔，效益高。目前，永登县发展肉驴养殖产业尚

在起步阶段，应给予大力支持，巩固现有成果。坚持项

目整合，以乡镇为单位，重点扶持懂技术、会管理、积

极性高的农户扩大养驴规模。培育和树立先进典型，示

范带动一批群众。二是通过政策倾斜的办法，采取贷款

免息和小额信贷等形式支持更多贫困户养殖肉驴，促进

全县养驴业发展。

（八）不盲目扩大养驴场总体规模，通过养驴协会

畅通购销渠道

驴肉不同于猪牛羊禽肉，它是一个小众产品，市场

需求有限，尤其本地驴肉需求量不大，人们钟爱驴板肠

等副产品，对驴肉的消费不是特别大，其不具备发展产

肉畜禽的两大特性，即高繁殖率和生长速度，因此在引

种养殖和扩大规模上尤其要慎重，应在充分了解引种的

品种能否产生效益及产生的效益较大后才做考虑，另外

还需保证资金与养殖的驴规模相适应。通过养驴协会寻

找商机，招商引资省外乃至全国的知名企业投入阿胶、

驴肉产品开发等领域，建设肉驴产供销全产业链，保证

养好驴、有赚头。

（九）搭建交流沟通平台

建议成立永登县驴产业协会，搭建行业发展和技术

交流的平台，增强驴业从业者的凝聚力，提升行业发展

的信心；成立永登县驴产业技术联盟，建立产、学、

研、用的合作机制，开展驴业相关技术的研发、攻关和

科技创新，解决驴业发展中的繁育、饲养管理、疫病防

控、产品开发等方面的问题，将永登县的资源优势转化

为产业优势，打造畜牧业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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