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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综述

1．1   项目概要

1．1．1   项目名称

巴里坤县八墙子牧场肉羊基地建设项目

1．1．2   项目建设单位 

巴里坤县八墙子牧场

1．1．3   项目编制单位

新疆草原畜牧工程勘察规划设计院

1．1．4   建设地点 

巴里坤县八墙子牧场

1．1．5   建设性质 

扩建

1．1．6   建设年限

建设期一年，即 2010 年。

1．1．7   建设内容及规模

建设暖圈 2 座，总建筑面积 450 m。 (225 m。／座)；配种 

室 1 座，建筑面积 105m。。购买种公羊 40 只，优质生产母羊 600 

只。

1．1．8   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项目计划总投资 98．0 万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 3 1．0 万 

元；种羊购置费 61．2 万元，其它费用 5．8 万元。



项目投资申请国家财政扶贫专项资金 98 万元。．

1．1．9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至定型年，基地年存栏肉羊 800 只，年平均出栏种羊 58 只， 

优质母羊肉羊 118 只，育肥肉羊 413 只。繁育率≥99％，死亡 

率降至 1％以下。

至定型年该项目年平均新增销售收入 45．7 万元，年均成 

本 27．4 万元，年均利润总额为 18．3 万元，财务内部收益率 

为 19．4％，投资利润率 22．5％，财务净现值 49．8 万元，投 

资回收期 7．2 年。

1．2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3、国家环保总局畜一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 
划及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贫困农牧场扶贫项目管理暂行 

办法》；    ’

6、《关于规范国有贫困牧场扶贫项目管理实施工作的通知》 

(牧场函【20lO】42 号)；

7、《关于上报 2010 年农垦国有贫困牧场扶贫资金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及实施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 (牧场函【 2010】21 

号；



8、委托单位提供的相关的资料。

1．3   项目综合评价

1、本项目建设立足于扩大肉羊生产规模，提供种羊和优质 

肉羊，紧密结合新疆农业结构调整和畜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符合新疆畜牧业发展的要求和哈密地区及巴里坤县畜牧业发展 

规划，并有利于促进新疆畜牧业发展进程。项目建设内容、目 

标明确，意义重大。

2、本项目建设在充分发挥巴里坤县的地缘优势和生产优势 

的同时，还有助于促进区域农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同时，

对本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也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3、该项目建设技术依托单位是新疆农业大学、自治区畜牧 

科学院及巴里坤县畜牧系统的技术人员。其中有长期从事肉羊  

育种养殖的专家，技术力量雄厚。为项目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4、本项目无论从其建设内容、组织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 

还是从项目的预期目标及典型性、带动性等方面评价，均符合  

国家对发展肉羊生产等方面的要求和目的，也符合新疆现代畜  

牧业发展的趋势，对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可行。

第二章   项目背景、必要性及可行性

2．1   项目建设背景



巴里坤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八墙子牧场是自治区十一‘ ·五 

期间重点扶贫的贫困牧场之一。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产业政  

策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其目的就是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这是  

中央政府支持和保护农牧业发展，改善农牧业资源利用状况，

优化农牧业结构，提高其质量的重大决策。

大力发展‚两高一优"农牧业，促进农牧业实现产业化经营， 

切实增加农牧民收入，是推动中西部地区农牧业现代化进程的   

根本。为贯彻哈密地委、行署、县委、县人民政府有关扶贫政   

策，结合本场实际情况，计划在本场修建暖圈、配种室等基础   

设施以发展肉羊生产。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实施   

后可让农牧工早日摆脱贫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

畜牧业是八墙子牧场的传统优势产业，场党委、牧场发展  

始终畜牧业不放松。2003 年，八墙子乡建立了东疆片区最大的 

肉用羊良种繁育中心，目前，已经建设了 40 个核心群，并建成 

两座常温受精站，为全地区改良小畜 50000 余只。自治区畜牧 

厅已经确定把八墙子乡的肉用羊良种繁育中心作为‚十一 ·五‛ 

重点基地建设项目。

按照地委、行署提出的‚南园北牧‛的发展格局和县委、

县人民政府提出的‚以牧为主‛及场党委、牧场提出的‚种好  

草、建好棚、养好畜"的发展思路。因此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始在 

必行。则加快该项目建设步伐，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牧区经济  

全面发展，加速农牧工脱贫步伐。



2． 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项目建设是促进八墙子牧场畜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 

大举措。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现代畜牧业最基本物质条件，调整和    

提高牲畜品质是实现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早冬羔生    

产对加快品种改良步伐，实现以牧为主的战略意义重大。肉羊    

育肥是促进牧场农牧工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进行棚圈等基础    

设施建设创造宽松环境和条件，扶持肉羊育肥户的发展，培植    

典型，以点带面，带动农牧民大搞养殖育肥。八墙子牧场肉用    

羊是肉脂兼用型粗毛羊品种， 60 年代被国务院列为肉用羊供应   

基地。但几十年优良的品种没有发挥优良效益，根据自治区畜    

牧工作会议精神， ‚发展畜牧业，良种先行 "。加快品种改良速   

度，鉴于引进种畜一方面价格较高，另一方面牲畜的适应性养。 

因此进行肉羊育肥生产项目建设完全符合自治区畜牧业工作会    

议精神。该项目建成后可源源不断地为巴里坤县及周边地区提    

供优良畜种和肉用羊，对加速全地区品种改良和提高畜牧业经    

济效益以及实现农牧工整体脱贫意义深远。

2、项目建设是调整畜牧业产业结构，促进畜牧业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重大部署。

八墙子牧场是巴里坤县主要的畜牧定生产基地之一，畜牧 

业做为支柱产业，长期以来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以及小农 

经济的束缚，农牧工经营原始，观念陈旧，商品意识和市场观



念差，与今天的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思想不相适应， 

畜牧业潜力未挖掘，优势未发挥。为此，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 

当前畜牧业发展的根本所在。

3、项目建设是牧业乡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 

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八墙子 

牧场受地理位置，基础设施、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畜牧业 

经济发展缓慢。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实现这个目标以现在起， 

就必须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加 

速牲畜品种改良步伐，集中力量抓好优势产业和优势品种，为 

实现共同富裕打好基础。

2．3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l、八墙子牧场肉用羊品质较好，背腰平直，四肢高粗结实， 

肢势端正，脂尾适中，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力强，遗传性  

稳定。八墙子牧场肉用羊平均出生体重为 3．85 公斤，出栏时 

体重为 38 公斤，胴体平均重为 18 公斤，屠宰率达49．8％。羊 

肉品质良好，纤维细，胆固醇低，鲜嫩，营养丰富，羊肉中蛋  

白质含量为 17．2％，脂肪含量为 20．4％，热能每公斤 2960．9 

大卡，并富含多种牲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是身  

体的最佳补品。但长期以来牧民以逐水草而居的放牧形式难以  

适应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要求。难以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因此



为使畜牧业由传统形式向现代化发展则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越冬暖棚的建设。该项目建设完全符合现代畜牧业的发 

展要求。

2、八墙子牧场地处巴里坤县北部，具有可利用的草场 170

万亩，所饲养的牲畜全部生活在无工业污染的天然草原上，

出自大草原的畜产品，属纯天然‚绿色食品‛，这为八墙子牧 

场肉羊生产赢得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该项目建设单位是八墙子牧场，是巴里坤县肉羊养殖繁  

育的生产基地，该场一直从事着肉羊的养殖、繁育及推广工作， 

有丰富的家畜改良、繁殖经验。现有畜牧专业技术人员 31 人， 

其中畜牧师 8 人，技术员 23 人。具有丰富的家畜养殖经验和技  

术力量。具备开展此项目的推广基础条件。此外八墙子牧场兽   

医站有丰富经验的兽医 7 名，也为项目的运作提供了保障。

4、八墙子牧场肉用羊因其成熟早、生长快；羔羊屠宰率 

高、产肉性能好，耐粗饲、抗病力强，成活率高等优势，深  

受农牧民养殖户的青睐，而且市场行情较好，农牧户养殖积  

极性高，对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等方面的技术掌握得较好。

第三章     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3． 1     新疆市场分析及预测

l、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畜牧业有了长足发展，产肉量、



存栏数、出栏数、商品率也都有较大提高。2008 年末牲畜存栏 

头数达 4747．31 万头(只)，同比增长 1．48％；全区肉类总产 

1 75．48 万吨，较 2007 年增加 14．9 万吨，增长 9．2％；。其 

中肉羊出栏 950 万只，同比增长 1．22％；羊肉产量 19．27 万 

吨，同比增长 1．71％。

2、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也是我国信仰穆斯林集中地区之 

一，人民群众的肉食主要以牛羊肉为主，2008 年新疆肉类消费 

中，羊肉占 45．2％，牛肉占 25．8％。羊肉消费高于我国其他 

省区。根据新疆地区少数民族饮食习惯和未来收入不断增长的  

情况，肉食消费水平将会不断提高。

3．2   全国市场分析及预测

1、我国是世界上的畜牧业大国，随着改革的深入，人民群 

众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对肉制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增长。

据统计，近年来虽然肉类总产量有了大幅地增长，但人均占有 

量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却有很大差距，肉制品的发展还有潜力 

可挖。

2、目前，随着畜牧业生产力的发展，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开 

始转变，由过去一家一户的散养开始逐步转向区域化、规模化  

和产业化养殖。并由此逐渐转变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14% 

上升到 31％左右，部分省市已超过 40％，与发展中国家相比， 

我国目前的畜牧业比重仍然偏低。由此说明我国畜牧业还有相



当大的发展空间和很大的发展潜力。

3． 3 国际市场分析及预测

从世界消费来看。近年来，国际市场对羔羊肉的需求很大， 

很多国家都进一步扩大了羔羊肉的生产规模，提高了羔羊肉的   

生产比例，据有关资料统计，英国占 94％、法国占 75％，澳大  

利亚占’ 70％。其原因是羔羊肉钙铁含量高、纤维少、脂肪含   

量低，可口性好。八墙子羔羊肉远销东南亚各国，深受消费者   

青睐。因此，在我国已成为 WTO 成员后的今天，羊肉产业在开  

拓国际市场方面有很大的潜力。

3． 4     八墙子牧场肉用羊的市场预测

随着人民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人民群众的膳食结  

构必然发生变化，对畜产品的需求量愈来愈多，对产品的品质  

要求会越来越高，特别是口感纯正、脂肪含量低、纤维细的羊  

肉将会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八墙子牧场肉用羊羊肉为纯天  

然、无污染的绿色产品，肉质‚低脂肪、高蛋白、高营养、口  

感好‛，很受消费者的青睐。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深 

受消费者青睐。在巴里坤县每年需求羔羊约 3000 只左右、肉用 

羊约 1500 只，在周边的哈密市、伊吾县、木垒县以及甘肃省也 

具有较大的需求。

哈密地区总人口为 50 万左右，有广阔的肉食消费市场。目 

前哈密地区人均占有肉食量低于全疆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畜  

牧业具有发展潜力。哈一巴一木公路今年将全线贯通，巴里坤



县将具有大量人口流动，这样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消费市场， 

羔羊和肉用羊供应将呈现出供不应求的趋势。

第四章   项目区基本情况

4．1   自然概况

1．地理位置

八墙子牧场是巴里坤县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之一，位于  

县城东北 43 公里处，东邻红山农场、伊吾县，南接大河镇，西 

毗大红柳峡乡，北与蒙古国接壤，所在地理位置东经 93。27’ 

一 30，之间，北纬 43。37’分之间。乡区划面积 9 16．2 平方  

公里，

2．气候特征

八墙子牧场地处中纬度高寒地带，四季不分明，只有冷

暖季之分，无霜期 l 04 天，年降水量 209 毫米，年蒸发量平 

均 1 638 毫米，气温日变化大，年气温 0℃, 一月平均气温

一 1 7．6℃,年均日照时数 3269 小时，年均大风天数 9 天，全 

年盛行西北风，主要集中在 3—5 月份，年均风速 3．2 米／秒。

3．土地资源

有天然草场 1 70 万亩，其中有效草场 l 56 万亩，现有耕 

地 l 0000 亩。人均占有耕地 3．3 亩。

4．2   社会经济状况



1．人口与劳力资源

八墙子牧场辖行政村 2 个，总人口 2970 余人，其中 99％为 

哈萨克族。现有贫困户 135 户 582 人。

2．经济

全场牲畜存栏数为 3．2 万头(只)，其中肉用羊 2．4 万只。 

八墙子牧场从 70年代开始逐步改良培育以阿勒泰肉用羊为主的 

绵羊品种，目前已基本达到良种化。2009年农牧工人均收入1458 

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

4．3   项目承担单位的基本情况

1、人员状况

巴里坤县八墙子牧场现有农牧职工 921 人，其中男职工 561 

人，女职工 360 人，汉族 15 人，哈族 906 人，大专以上文化程 

度 91 人，大专以下文化程度 81 5 人。管理人员 60 人，生产一 

线职工 861 人；退休职工 256 人。

2、固定资产状况

巴里坤县八墙子牧场六十年代是原国家商业部肉用羊定点 

供应基地，发展畜牧业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有永久性暖棚 83 

座，有天然草场 176 万亩，有人工草料基地 10000 亩；有库容 

30 万立方米的小二型水库一座。

场有兽医站一所。牧业点有小畜配种站一座，目前这些设 

备仪器都已陈旧破损。

3．水资源



八墙子牧场已建成一座库容为 30 万立方米的大熊沟水库， 

此外牧场现有机电井 8 眼，井深为 120 米，出水管为 80—100MM。 

可为发展早冬羔和牛羊育肥生产建设提供充足的水源保障。

4．交通、电力

八墙子牧场通向外界的道路为长度 15 公里的良八线，该道 

路为国家四级公路，于2004 年建设完成。其余道路均为砂石路 

面，约有 120 公里左右。

2006 年以前，八墙子牧场使用小水电；2006 年以后，由牧 

场自筹 lO 万元，巴里坤县电力公司配套 20 万元，使八墙子牧 

场用上哈密电网的动力电，主线路全部改造建设完毕，但入户 

线路改造没有进行。今年，县电力公司进行电网入户改造。

第五章   项目建设布局及内容

5．1   总体规划方案

1．规划原则

(1)满足生产要求，流程合理；

(2)本着节约用地的原则，根据运输、消防、卫生、绿化 

等要求，合理地确定基地面积；

(3)在满足生产、运输及消防的要求下，进行基地内绿化；

(4)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 一 16—87(2001 年版)。

(5)场地地平采用双面坡设计，自然排雨水。



2．总体布局

巴里坤县八墙子牧场肉羊基地在总体布局时，从人畜保健 

的角度出发，根据生产工艺流程进行分区，建立最佳生产联系 

和卫生防疫条件，合理安排各区的位置，场区共划分为生活管 

理区(包括办公室、职工宿舍等)、生产区(包括羊舍、饲料间、 

兽医室等)和隔离区(隔离羊舍和化粪池等设施)。

基地整体成长方形东西走向排列，生活管理区布置在全场 

上风向地势较高地段，生产区布置在生活管理区的下风和较低 

处，并与羊舍围墙有 30 米的距离，隔离区位于生产区的下风向 

和低地势处，其距离在 50 米以上。



此次项目属扩建项目，在基地现有的基础上扩建羊舍，并 

配套建设配种站等其它配套用房。

5．2   土建工程

1、主要建设内容

土建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羊舍及配种室。

2、建筑标准

(1)羊舍

建筑总面积 450m。，设计面积 225m。，共有 2 栋。平面尺寸 

为 3 1．3m×7．2m，砖木结构。

(2)配种室及羊圈

设计面积 105m。，平面尺寸为 8．7m×12m，砖混结构。

5．3   种畜购置

本项目计划从阿勒泰地区购置阿勒泰种公羊 40 只，在当地 

购买优质生产母羊 600 只。

第六章   项目生产工艺技术方案

6．1   项目建设思路

本项目依靠科技进步，将适宜在本区推广的遗传、育种、

繁殖等研究成果，配套组装，应用于八墙子牧场肉用羊良种繁  

育。按照以点带面，相对集中的策略，通过对肉羊的选育提纯， 

改进饲养管理，不断提高畜种品质和社会供种能力，为巴里坤



及哈密地区肉羊产业的开展提供种资源保证。同时向社会提供  

大量优质的商品化肉羊，提高养羊业经济效益，带动千家万户。

6．2   种羊本品种选育提纯复壮工艺技术方案

八墙子牧场肉羊为肉、脂兼用型绵羊品种，适应性强。体  

质结实，结构匀称，体大躯长而深。头中等大小，全身肌肉发  

育良好。被毛棕红色；前后躯发育均衡，背宽，体形呈长方型， 

体尺外貌突出表现为肉用品种特性。成年羯羊宰前体重54公斤， 

胴体重为 25—27 公斤。屠宰率为 51％。

1、培育优秀种羊

种公羊选择：严格执行八墙子种公羊鉴定标准，采用初生、 

断奶、育成、多次选择，加大选择强度，对原种基地主导公羊  

进行后裔测定。加强对种公羊鉴定整群，严格淘汰不合格公羊， 

确保种羊良种化。

母羊核心群：根据母羊的繁殖性能、羔羊的初生、断奶体  

重等指标进行严格选择，建立高产母羊核心群，做好各项记录， 

确保育种工作顺利进行。

2、品种选育技术方案

通过对八墙子牧场肉羊的本品种选育和提纯复壮，主攻提 

高其母羊繁殖力和周岁体重。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初步制定 

该品种的品种标准和鉴定标准。通过鉴定整群，组建育种核心 

群，按照育种方向，群体品质，亲缘关系，种群属性等制定选 

种、选配方案，开展等级选配与个体选配。



基础群：在八墙子牧场肉羊主产区进行一次品种普查，进 

一步完善肉羊的品种标准；将符合品种要求的羊选为基础群。

核心群：在普查测定的基础上，制定新的选育方案，坚持 

以初生鉴定为基础、以周岁鉴定为重点，经过严格鉴定整群， 

择优去劣，加大遗传改进量，组建核心群，稳定品种的遗传基 

因性；建立育种档案。

优秀个体：对特级优秀个体跟踪测量，进行半同胞测定， 

进一步提高及巩固优秀个体的品质，同时采用人工受精等技术 

加大优秀个体利用率，提高群体的整体质量。

对当地优秀八墙子牧场羊进行以阿勒泰肉羊为父本的级进 

杂交，评定杂交改良效果，对四代以上杂交羊组织鉴定确定归 

属。



6．2．3   主要技术指标

周岁半体重由 58 千克提高到 63 千克、屠宰率由 50％增长 

到 54％的选育提高目标。届时可满足哈密地区绵羊品种改良的 

种羊供应，并生产符合标准的一级肥羔，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消费需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制定和不断完善品种标准和鉴 

定分级标准，为育种和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6．3 种羊鉴定工艺技术方案

严格执行八墙子牧场肉羊鉴定标准，采用出生、断奶、育 

成多次选择，加大选择强度。对基地主导公羊开展后裔测定， 

强化鉴定整群，淘汰不合格公羊，实现种羊良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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