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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ndong little donkey is a local donkey breed, with small size, large pulling force, coarse feed to-
lerance, strong stress resistance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Shandong little donkeys, 
which are not dominant in number and size, were not valued and became a forgotten role com-
pared with Dezhou donkeys due to their work function on dominant status. In the new century,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donkey are 
changing gradually. It is imperative to collect, excavate and develop little donkey resources in 
Shandong. In order to provide basis and ideas for the prote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he Shandong little donkey, this paper summarized six aspects of the Shandong little donkey, such 
as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ing area, breed history, shape appearance, production performance, 
breeding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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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小毛驴是地方驴品种，具有体型小、挽力大、耐粗饲、抗逆性强等特点。过去，由于役用地位占统

治地位，与德州驴相比，数量、体型等均不占优势的山东小毛驴并不为人所重视，成为被遗忘的角色。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驴的功能、作用逐渐转变，搜集、挖掘并开发山东小毛驴

资源势在必行。本文从产地分布、品种历史、体型外貌、生产性能、饲养管理和利用方向等六个方面对

山东小毛驴进行了综述，以期为山东小毛驴的品种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依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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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地分布 

按动物分类学，驴(Equusasinus)在动物分类学上属于脊椎动物门(Vertebrata)哺乳纲(Mammalia)奇蹄目

(Perissodactyla)马科(Equidae)马属(Equus) [1]。 
按自然分布、生态条件和体尺可分类，山东小毛驴属于小型驴。主要分布于胶东半岛、沂蒙山区和

鲁中平原[2]。过去，以烟台、威海、青岛等胶东地区为主产区，又称胶东小毛驴，其中心产区在海阳、

莱阳、栖霞等，又称海阳小毛驴。据记载，1931 年胶东地区(主要包括烟台、威海所辖区域)驴存栏 23 万

头，1935 年为存栏量为 43.05 万头，分别占区域内大家畜的 51.88%和 57.17%；1954 年曾达到创纪录的

46 万头(见图 1)，占山东省驴存栏量的 27.88%，全国的 3.76%。1984 年山东小毛驴、德州驴、杂种驴在

产区占比为 6.08%、3.09%、90.83% [3]。山东小毛驴与德州驴存栏比为 1.97:1。可见，山东小毛驴在主产

区曾占主导地位。 
 

 
Figure 1. Chart of the livestock stock fluctuation in Yantai (1949~1984) 
图 1. 烟台市大牲畜消长变化图(1949~1984) 

2. 品种历史 

中国养驴始于南疆，渐次东来，经甘肃、陕西逐渐发展到全国。汉陆贾《新语》中，将驴与珠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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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瑚等并列，可见其以稀为贵。汉张骞西使后，随着马匹、苜蓿等引入中原。唐宋后，驴作为重要役畜

已遍布各地。 
山东养驴应早于 1500 多年的北魏时期。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养驴、繁育骡子、驴漏蹄病等均有

叙述。“商圣”陶朱公(山东定陶)说，子欲速富，当畜五牸。五牸指牛、马、猪、羊、驴[4]。这都说明，

山东养驴历史悠久。 
胶东地区素有养驴习惯。清末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百年历史中，驴一直是胶东地区主要畜种。1954

年，驴占区域牛、马、骡等大家畜存栏量的 69.68% [5]。山东小毛驴与太行驴、滚沙驴、淮北毛驴、淮

北灰驴等均属于华北驴的其中的类型，其体质、外形类同。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和驴役用地位的降低，

使得山东小毛驴种质资源迅速衰减，其育种潜力也在逐渐丧失。近十年来，山东省畜牧总站刘展生研究

员等在实施山东省良种产业化项目过程中，挖掘、搜集山东毛驴种质资源并在海阳建立了繁育基地，为

保护与开发山东毛驴奠定了物质基础。 

3. 体型外貌 

驴种是生态环境和人工选择综合影响的结果。就选育程度来讲，大中型驴品种的人工选育程度要比

山东小毛驴等小型品种高得多。山东小毛驴皮薄毛细，轮廓明显，体质结实紧凑[3]；体长略大于体高，

或等于体高，呈正方型；头大耳长，颈短，胸窄，尻高、短而斜，背腰平直；四肢细长，筋腱分明，蹄

小坚实，善走山路。毛色以灰色为主，背线、鹰膀和虎斑明显(见图 2)。据 1981 年对 392 头的统计中，

灰色占 60.5%，其余多为黑三粉、苍色和褐色[3]。 
成年山东小毛驴的体尺，公驴比母驴为大。公驴其体高、体长、胸围和管围平均为 115.75 cm、111.57 

cm、124.5 cm 和 14.00 cm。母驴则为 114.83 cm、109.75 cm、127.17 cm、13.38 cm (见表 1)。毛色不同，

体尺、体重亦有差异。黑毛色体尺体重较大，这主要与品种形成过程中，混入同区域的德州驴等大型驴

种的血液有关。 
 

 
Figure 2. Shandong donkey 
图 2. 山东小毛驴 

4. 生产性能 

山东小毛驴是地方良种，其优点是：饲养管理简单，吃得少，抗病强，性情温顺，便于使唤，驮、

拉、骑均可，素有“驴摩托”、“秸秆转化器”之称。胶东多山丘地带，坡陡路窄，不利于拖拉机等运

输机械作业。改革开放前，驴是小农经营和山丘地区生产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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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tatistical table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handong donkey 
表 1. 山东小毛驴生长发育统计表[5] (单位：cm) 

性别 年龄 体高 
X ± S 

体长 
X ± S 

胸围 
X ± S 

管围 
X ± S 

母 

1 

2 

3 

4 

98.57 ± 8.03 

101.02 ± 5.67 

110.87 ± 6.44 

114.83 ± 4.54 

93.01 ± 10.21 

96.02 ± 3.64 

109.69 ± 2.79 

109.75 ± 11.30 

101.07 ± 9.33 

105.28 ± 8.37 

120.82 ± 7.45 

127.17 ± 9.09 

11.42 ± 1.33 

11.85 ± 1.14 

13.25 ± 0.35 

13.38 ± 0.64 

公 

1 

2 

3 

4 

104.24 ± 8.60 

106.32 ± 1.26 

108.83 ± 2.80 

115.75 ± 4.51 

96.09 ± 9.08 

108.67 ± 12.32 

109.00 ± 8.35 

111.57 ± 13.55 

105.58 ± 9.92 

115.67 ± 5.69 

121.3 ± 17.93 

124.50 ± 9.51 

11.91 ± 1.01 

12.83 ± 1.04 

13.18 ± 2.08 

14.00 ± 0.87 

 
(一) 生长速度 
山东小毛驴生长发育较快。母驴在一周岁时体高、体长基本定型，可达成年体高、体长的 85%以上；

两周岁后，胸围达到成年标准的 95%。与母驴相比，公驴生长发育要晚 0.5~1 年。成年体重平均为公驴

142 kg、母驴 137.5 kg。 
(二) 繁殖性能 
母驴发情表现明显，受胎率高，为全年发情，但季节性明显，多集中在 3~6 月份四个月，以四、五

月份居多，这与同区域饲养的德州驴基本相同。 
据在烟台程淏牧业有限公司养殖基地观察，山东小毛驴始配年龄为两岁，发情期一般为 4~8 天，发

情周期 22~25 天。在气候温和条件下，年龄大，饲养管理条件好的母驴发情周期短，持续时间长。 
繁殖年龄一般可到 16 岁，最高可到 22 岁，妊娠期 365 天，终生可产驹 8~10 头。因年龄、营养及其

管理条件不同，妊娠期略有差异，其范围为 355~385 天。母性好，幼驹成活率高，难产和幼驹疾病发病

率低。 
(三) 挽驮能力 
山东小毛驴多用于驮运，春秋农忙季节，半劳力就可带领毛驴作业。驴可负重 76~90 kg/头，日工作

10 小时，返往于山区崎岖道路，可以运送实物 500 kg。在平原地区，道路平坦宽敞，山东小毛驴过去多

用于拉胶轮大板车运输，车载 500 kg 以上仍能日行 45 公里。经实测，体重 135 公斤的成年公驴载重 1450
公斤，在平直沙道上 5 分钟可行走 0.5 公里。 

(四) 产肉能力 
过去，屠宰的驴多为老残病驴，其屠宰率一般为 36%，净肉率 33.3%。若经过 2~3 个月的育肥，屠

宰率可达 45%，高者可到 50%，胴体产肉率达 70% [5]。 
驴肉味美、鲜、嫩，可口，俗有“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之说。产区驴肉加工历史悠久，誉满南北。

1857 年，蓬莱洛河村黄开基以此为业，祖孙三代经营近百年。蓬莱的名吃——卤驴肉(原名为汤驴肉)也
有 120 年历史。 

(五) 泌乳性能 
山东小毛驴 1 个泌乳期(180 天)可产乳 360~480 千克。驴奶是一种低脂肪、低胆固醇、高钙、富硒、

美容、抗衰老的天然乳品，驴奶中各营养成分的比例最接近人乳。 
医学研究表明：驴奶对呼吸道疾病有显著功效；可有效补钙，改善骨质疏松症，强健体魄；富硒饮

品，防癌抗；与其他奶相比，脂肪含量比牛奶略低，胆固醇的含量仅为牛奶的 15%，维生素 C 的含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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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牛奶的 46.7%倍；驴奶中含氨基酸齐全，其中必须氨基酸含量高，占蛋白质总量的 46.7%，远高于

牛乳(42.2%)和人乳(38.1%)；微量元素含量充足，钙含量丰富，尤其是硒含量较高，为牛乳的 5.2 倍[1]，
其开发前景广阔。 

5. 饲养管理 

山东小毛驴一般多常年家庭喂养，饲养粗放。粗饲料以青干草、玉米秸为主，混以胶东常见的花生

秧和甘薯蔓等，精饲料很少。精饲料主要是甘薯片、穇子和少量麸皮、玉米等，每头用料不足 50 kg/年，

且多在农忙时投喂。 
产区对种公驴的饲养管理相对较精细，配种季节补给蛋白质饲料，有增喂生鸡蛋和熟黑豆的习俗；

对怀孕母驴则减轻使役强度，提高日粮标准；对刚分娩的母驴增喂小米粥，多喂蛋白质饲料；在青草旺

季，多在村边地头放牧。 

6. 利用方向 

家畜遗传资源问题是全球性生物资源问题的组成部分，涉及到人类未来的生存与发展[6]。到 2017
年底，全国批准建立了广灵驴、德州驴、新疆驴 3 个国家级保护区和 6 个国家级驴保种场。驴种遗传资

源日趋规范。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畜禽种质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日趋

重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时代需求这一历史使命为保护、开发山东小毛驴资源指明了方向。 
驴产业是我国的特色产业、民生产业和创新产业[1]。2016 年，农业部印发《草食畜牧业发展规划

(2016~2020)》，将驴纳入草食畜牧业特色产业范畴予以统筹规划。2017 年，农业部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

员会又分设“马驴驼专业委员会”，将“驴”纳入其中，彰显了对驴产业的关注。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

发展和科技进步，驴产业发展呈现新的趋势，其功能与作用也逐步转变，由役用依次向肉用、药用、乳

用、保健及生物制品开发等多用途的“活体经济”转变，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驴产业正在形成。 
驴是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重要产业载体，饲养管理简单，环境亲和性好，开发潜力大，投资成

本低。将驴产业纳入扶贫项目，简单、低廉，其扶贫模式可操作，可推广复制。除役用外，驴的肉用、

乳用、药用、保健用途日渐突出，其旅游、宠物用的价值也开始展露出诱人曙光[7]。运用现代生物学、

信息学、基因组学等技术手段，进行包括山东小东毛驴种质在内的资源鉴定、评价、开发已刻不容缓[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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