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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牧发〔2017〕287 号 

 

 

辽宁省畜牧兽医局关于驴产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 

 

各市畜牧兽医局(农村经济委员会)，省局直属有关单位： 

我省是养驴大省，是全国重要的驴生产基地，为了充分利用

资源优势，适应国内外市场对阿胶、驴肉产品的旺盛需求，做优

做精做强驴特色产业，根据《辽宁省现代畜牧业发展“十三五”

规划》、《辽宁省畜牧产业发展指导意见》(辽政办发〔2016〕106

号)和《关于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辽牧发

〔2016〕222 号)，结合辽宁省驴产业发展实际，制定本指导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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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驴产业基础和现状 

辽宁省养驴历史悠久，曾经是除牛以外的第二大役畜，自

1920年开始，当地农民陆续引进山东驴、河北驴和陕西关中驴，

用于改良本地驴，重点提高役用性能。2000 年以后，随着农机

具普及，养驴业开始向肉用方向转变，为提高本地驴的肉用性能，

辽西地区开展大量引入德州驴并用其改良本地驴。经过几十余年

杂交改良及后代间血统互交，辽西地区驴群体遗传性状趋于稳

定，体貌特征逐渐趋于一致。毛色以黑色为主，被毛短细，富有

光泽；眼部、嘴部及腹部为白色，俗称“三粉”；骨骼粗壮坚实，

结构匀称，体型呈长方形；头部清秀耳长，颈高扬，眼大有神，

颈部较宽厚，肌肉充实，鬣毛短密；前驱发达，髻甲宽厚，胸廓

宽广，凹背，中躯呈圆筒状，后躯比前躯高，尻斜偏短；四肢正

直，肌腱明显，蹄质坚实。 

2016年，全省驴饲养量为 65.3万头，在全国排第 2 位，其

中：存栏驴 48.3万头，出栏驴 17万头。驴存栏量排名前 4 位的

市分别是辽西北地区的朝阳市、阜新市、葫芦岛市、锦州市，存

栏量分别为 24.6 万头、10.6 万头、4.3 万头、3.8 万头，4 市

占全省的 89.4%，其中朝阳、阜新两市占全省的 72.9%。存栏驴

超过4万头的县有建平县、阜新县、北票市、朝阳县等 4个县(市)，

占全省存栏量的 63.6%，其中朝阳市建平县存栏量最多，达到

10.3万头。 

全省辽西地区有六类驴生产经营主体：一是农户养殖。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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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饲养繁殖母驴为主，从事养殖时间长，养驴经验丰富。多利用

自家房舍饲养，饲养数量几头至十几头不等，配种公驴主要为外

引，配种时间主要为血配或产驹后 30 天人工授精，配种受胎率

均能达到 90%以上，基本做到“一年一驹”。所产公驹一般断奶

后出售，母驹一般择优留种。单头母驴年饲养成本大约在 500～

1500元之间。驴驹产后 5～8 个月龄出售，销售价格 5000～6000

元/头，饲养 1头基础母驴年产 1驹约获利 4000元。这种模式的

优点是养殖比较稳定，养殖成本较低，受驴市场销售价格波动影

响小，单位母驴养殖利润较高；缺点是没有规模效益，饲养管理

水平参差不齐。二是专业养驴大户。饲养基础母驴数量多在 20

头以上，并配备有种公驴。主要为本交配种，配种时间主要为产

驹 10 天后第一个发情期，受胎率最高可达 90%以上，低的不足

70%。所产公驹多出售，母驹留种。基础母驴年直接饲养成本约

为 1700元/头。因各场母驴受胎率不同，平均饲养 1 头基础母驴

产 1 驹大约可获利 2000～3000 元。该饲养模式下，基础母驴质

量普遍较优，饲养场地固定，规模效益明显。三是驴育肥场。从

牲畜市场或养驴户购入 5～8 月龄的公驴驹，价格 4000～6000

元/头，短期催肥至体重 200～250kg 时出售。1头育肥驴约获利

1000 元。四是驴专业合作社。有的由合作社提供驴及技术，养

殖户饲养，育肥 6 个月后合作社按约定价格回收；有的由合作社

集中饲养，到一定时期为社员分红；有的把基础母驴寄养在社员

家中，生产的驴驹按约定价格回收。寄养模式的优点是饲养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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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场地限制、减少养殖资金压力等优点，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就业问题，拓宽了农村贫困户增收致富途径；缺点是将养殖

风险转嫁给了当地养殖户。五是规模化驴场。主要是近几年投资

兴建的，饲养规模均在百匹以上。一般以繁殖为主，兼顾育肥。

因饲养管理水平仍有待提升，育肥成本相对较高，母驴配种受胎

率在 70%左右，处于微利经营；这种模式优点是有规模养殖效应，

并解决当地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六是驴配种专业户。饲养种公

驴数量一般 1～5 头，以本交方式配种为主，以人工授精为辅。

应用人工授精的，大部分采用鲜精，少部分为冷冻精液，主要是

山东东阿集团提供的乌头驴冻精。配种价格 100～300 元/头，本

交及鲜精配种的情期准胎率均在 80%以上，冻精一般在 40%～60%

之间。每个配种户每年配种约在 150～300 头。驴配种专业户使

用的种公驴基本上为本地自繁品种，没有系谱记录，血缘来源不

清，长此以往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近亲繁殖现象，加强对种公驴的

管理势在必行。 

特别是近两年，活驴收购价格高涨，带动鲜驴肉及其熟食产

品（包括深加工产品）生产成本提高，销售价格也水涨船高。早

在 2004 年，山东东阿集团落户阜新市，建立了驴繁育中心。目

前，东阿集团在不断深化与辽西北有关市县合作的基础上，又加

强了与沈阳市的合作。地方企业，如新邱区绿鲜原驴肉食品有限

公司和阜蒙县的大兴肉业、朝阳华之源公司等本地驴屠宰加工企

业在不断发展，国内外有实力、带动能力强的企业先后到辽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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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驴产业。  

受阿胶市场需求量旺盛、驴皮原料短缺等因素影响，近几年

全省乃至全国驴都处于卖方市场。辽宁驴的品质好、数量多，形

成全国客户来辽宁抢购驴的局面，甚至在山东个别的地区出现将

当地驴冒充辽宁驴出售的现象。今年以来，4～6个月驴驹（100～

130kg/头）销售价格约 5000～6000 元，200～250kg 育肥驴价格

在 8000～9000元,3～4岁基础母驴（带 1驹）能达到 15000元/

头，2 岁种公驴价格约在 9000～10000 元。全省的驴一般通过经

济人收购或驴市场来完成。辽宁约 60%以上驴通过本地或外地的

驴交易市场交易，有一部分是省内交易，而大部分销售到河北、

山东、北京、广州等地，法库叶茂台驴交易市场年交易量就约有

8 万头。驴交易经纪人非常活跃，在驴生产销售中起承上启下作

用，因其信息来源广，交易形式、手段多元化，把握着驴交易去

向、目的、用途。 

近年来，在各级畜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辽宁驴业在全国的

影响力不断扩大。2007 年 9月 19日阜新市成功举办了“中国·阜

新首届驴节”和“中国·阜新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2016 年 10

月在沈阳市法库县举行了第二届中国驴业发展大会暨第六届中

国驴产业发展高峰论坛，这充分说明全省驴饲养业在全国的位

置。近年我省向韩国出口种驴 1000 多头，逐步成为了国际种驴

出口基地。 

但从特色产业发展角度看，全省驴产业还存在以下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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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省驴饲养以分散养殖为主，规模化养殖企业相对较少，没有

形成规模优势。据对建平、朝阳、彰武、阜蒙等 4 个驴主产县调

查，4 县共有饲养驴场(户)126990 个，饲养量在 1～10 头的

126131 户，占 99.32%；饲养量在 11～50头的 157户，占 0.91%；

饲养 51～100 头的 94 户，占 0.07%；饲养量在 100 头以上的 20

户，占 0.02%。二是驴的繁殖率整体偏低。据对辽西北 589 户养

驴户抽样调查，2016 年参加配种的只有 64.6%，产驹率只有

34.3%，母驴屡配不孕的现象较为突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亟待

加强，对种驴管理和繁育体系建设重视不够。全省驴经过几十年

的杂交改良，体型外貌、体尺体重、生产性能已基本趋于一致，

但几乎所有种公驴、基础母驴血缘来源不清，没有明确提出开展

新品种选育工作，没有完整的系谱、配种记录。三是饲养管理相

对粗放，标准化养殖水平偏低。驴以散养为主体，饲养水平千差

万别，饲料单一，没有科学的饲料配方，凭经验饲养驴，疫病防

控意识薄弱，缺乏科学饲养管理技术等。四是养驴营利模式比较

单一，驴加工业发展滞后,品牌意识淡薄。当前多数营利模式就

是产驹或者肥育，驴屠宰加工企业少，产品开发形式单一，综合

收益不高。 

二、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思路 

打造辽宁特色驴产业，充分挖掘辽宁自然资源和辽西驴基础

群优势，以科学养殖和良种繁育为支撑，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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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驴养殖，强化繁育体系建设、绿色生态生产体系建设、产业链

经营体系建设，优化产业布局，转变饲养方式，培育知名品牌，

提高市场竞争力，真正把辽宁驴产业打造成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区域特色产业。 

(二)基本原则 

坚持区域特色。发挥比较优势，综合考虑各地的资源禀赋、

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市场条件，确定辽西北 4市和沈阳法库县

为重点区域，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建立点、线、面渐次推进的

产业集聚区。 

坚持种业先行。加强科技支撑，改变现有无序改良状态，通

过引、育结合，加速种驴选育工作。通过良种先行，改变整体产

业质量和生产水平。 

坚持适度规模。引导传统分散养殖向适度规模转变，根据投

入能力和养殖用途合理确定规模，通过政策扶持，推广适度规模

养殖模式，积极引导发展适度规模养殖。 

坚持三产融合。合理优化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要素配置，

整体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和质量，通过市场带加工，通逐步完善产、

加、销一体化产业模式。以驴产业文化为引领，挖掘驴业文化内

涵，坚持文化兴业，综合开发。  

坚持种养结合。将种植业、养殖业的某些环节甚至整个环节

联结在一起，逐步形成内部紧密协作、生态循环一体化发展模式。

建立股份制或订单农业，使种植和养殖业者能够公平分享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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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红利”。 

坚持提质增效。强化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注重品种改良与

品牌创建，不断提高生产经营、疫病防控、产品安全技术水平和

监管能力，在促进增量的同时提升质量效益。 

 (三)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辽宁肉驴特色产业发展取得明显进展，辽西 4

市+法库县产业基地格局基本形成。驴养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

显著提高，辽宁驴产业繁育体系建设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驴加

工业快速发展，驴产品种类丰富，产加销一体化衔接更加紧密，

三次产业有效融合。  

具体要实现以下目标：驴存栏量在 48 万头以上。驴肉产量

在 1.8 万吨以上。发展饲养规模 10 头以上养驴大户 600 个，建

设存栏规模 200 头以上的驴标准化养殖小区 90 个。培育适合当

地饲养条件的辽西肉驴新品种或新品系 1－2 个；驴改良站（点）

达到 500 个，驴良种率达到 90％以上。建设 “育、繁、推”一

体化发展的肉驴省级核心育种场 4 个。驴屠宰加工能力达到 10

万头，其中：推进本地驴企业继续做强做大，形成年屠宰加工 6

万头驴的能力；通过招商引资，引进驴屠宰加工企业，新增屠宰

加工能力 4万头。 

三、优化区域布局 

立足资源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合理配置生产

要素，加强政策引导，按照梯度开发、层次推进的原则，以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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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朝阳市、阜新市、葫芦岛市、锦州市、沈阳法库县等为重点，

优化驴产业区域布局。             

朝阳市：建平县以黑水镇为中心，以黑水现代生态科技园区

为平台，以朝阳富兴牧业有限公司为龙头，辐射带动周边 10 个

乡镇、农场，形成“龙头企业+基地+养殖户（贫困户）”模式，

大力开展驴养殖基地建设；南部以朝阳县杨树湾乡为中心，辐射

带动 10个乡镇；东部以北票市北四家子乡为中心，辐射带动 10

个乡镇，建设存栏 500头养殖场一处。凌源市以小城子镇张果老

驴屠宰加工项目为依托，带动 1万户养殖户发展驴养殖，形成存

栏 30000 头种驴、年屠宰加工驴肉 1 万吨的产能。 

阜新市：阜蒙县以大巴镇为核心，辐射沙拉、招束沟、苍土、

平安地、大固本、泡子、阜新镇、务欢池、大五家子等 9 个乡镇；

彰武县以西六镇为核心，辐射哈尔套、兴隆堡、冯家、两家子、

双庙、四堡子、丰田、满堂红、后新邱等 9 个乡镇。以这 20 个

专业乡镇为重点，选择 50 个基础条件好的村屯及部分远郊乡村

重点发展驴产业。 

葫芦岛市：西北部以建昌县东岭下、南岭下、中部和西岭上

四个区域为轴心，辐射建昌县域内 28 个乡镇，东北部以南票区

缸窑岭镇、连山区新台门镇为核心，辐射周边 10 个乡镇，发展

党支部+合作社+养殖户或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模式。 

锦州市：义县西北以高台子镇、地藏寺乡为主要发展乡镇，

东北以稍户营子镇、九道岭镇为主要发展乡镇，南方以七里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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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带动张家堡、白庙子、留龙沟等乡镇。凌海市在沈家台镇、

翠岩镇、班吉塔镇和板石沟乡选择基础条件好的村屯作为发展重

点。北镇市以北镇市桂兰先锋养殖有限公司为带动，以“基地+

养殖户”合作经营的模式，大力开展驴养殖基地建设。 

法库县：以法库县叶茂台镇驴交易市场为平台，以辽宁东阿

黑毛驴牧业科技有限公司、沈阳阿凡提肉驴养殖有限公司等为龙

头，辐射带动全县 17 个乡镇、2 个街道，通过龙头带动增加母

驴存栏数量，全力打造阿胶产业原料基地。 

四、重点任务 

(一)开展社会化联合育种，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体系 

按照“产业发展，良种先行”产业原则，立足辽西地区现有

“三粉”基础母驴群，开展社会化联合育种工作，培育辽宁肉驴

新品种或新品系。采取闭锁纯繁，引进优秀黑毛驴种驴、冻精方

式培育辽宁肉驴新品种。选择辽西育种基础较好的驴规模饲养场

为核心育种场，依托省畜牧科学研究院、中国农大、山东天龙驴

产业研究院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应用现代育种技术，加强联合育

种工作，进一步提高、巩固现有优良种驴生产性能。建立育种场、

扩繁场、生产场三级繁育体系，以核心育种场为中心，扩大驴良

种繁育、带动商品驴产业化生产。特别是针对全省经过十几年选

育，形成的体形、外貌基本一致、生产性能较好且比较稳定的种

群，要加强档案建设，有计划的开展选种、选配，探索建立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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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饲养规范等标准体系，进行关键技术的集成和推广，大力

开展辽宁驴育种工作。 

在巩固不断提高现有驴改良站（点）管理水平基础上，鼓励

社会力量投资建设驴改良站（点），建设驴改良站（点）500个，

争取政策资金鼓励改良站点引进种驴和购置必要的仪器设备。改

变传统本交方式，推广人工输精技术，在做好鲜精输精的同时，

探索运用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细管冻精快速繁育技术，节约改良

繁育成本。 

(二)大力发展规模养殖，大幅度提高养殖规模化水平 

发展规模养殖，不仅是产业自身发展需要，更是绿色生态发

展需要。针对现有养殖数量多、分布广泛的小而散的养殖现状，

引导和鼓励大型规模养殖、适度规模养殖和专业户养殖相结合的

驴发展道路。针对母驴和肥育驴饲养特点，鼓励专业户为主体的

繁育+适度规模场户的集中育肥模式，既有效降低养殖成本，也

有利于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驴肥育的产业重点环节。因此，在发展

驴养殖时，要兼顾专业户与规模小区的有机结合，通过公司+合

作社+散户模式，采取“抓大户、建小区”方式，扩大养殖规模。

按照“企业出一点、项目给一点、政府拿一点、群众集一点、银

行贷一点”的五点筹资方法，加大对养殖大户、养殖小区的扶持

力度，促进驴产业集中连片发展。依托养殖大户和专业小区，抓

好产前的品种改良，抓好产后的育肥销售，带动基地多养驴、养

好驴、高繁育、高产出，逐步形成稳定的驴产业基地。探索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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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贴息、驴驹生育补贴等政策措施。引导各地将肉驴纳入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等项目申报建设中，统筹推进肉驴特色产业发

展。 

要充分发展产业优势，加大产学研投入力度，针对驴的营养

需求、繁殖技术、养殖技术、疫病防治技术等加强科技攻关，开

展技术培训，提升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制定驴饲养技术规范，引

导养殖场（户）按照标准组织生产，提升驴基地标准化水平。转

变传统粗放的饲养方式，采取舍饲分槽定位、长秆短喂、夜间补

饲等标准化饲养方式，推广幼年驴集中育肥和成年商品驴补饲育

肥技术，缩短饲养周期，提高养殖效益。要把加强示范场（户）

建设作为推进标准化的重点，对养驴示范场（户）依照标准化技

术规范搞好技术培训，做好养殖档案，为开发驴绿色和有机产品

打好基础。 

(三)鼓励建设屠宰加工业，发挥龙头企业辐射带动作用 

要鼓励现有龙头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整合资源，加强技术输

出与转化，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科技联盟，研发绿色环保、

特色优质新产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逐步做强做大，带动全省驴产业快速发展。推广阜蒙

县大巴镇大兴肉业和新邱区绿鲜原汤驴肉食品加工有限公司等

驴加工企业的好做法，进一步完善阜蒙县大巴镇驴交易市场、法

库驴交易市场功能，在市场扩建、驴运输、驴产地检疫等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全力打造辐射东北进而影响并带动全国的辽宁驴市



 

 - 13 - 

场。 

要把引进和培育新的驴加工企业作为推进驴产业化的关键

环节，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并广泛动员吸纳社会资本，形成

一批新的驴加工企业。瞄准山东东阿阿胶等国内重点驴产业化龙

头企业，鼓励和支持加工企业建设养殖基地，提升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再发展包括物流、技术研发与服务等方面的服务业，推进

产业融合发展。 

依托龙头企业，强化文化产业开发和科技支撑，以东阿阿胶

产业文化为引领，推进驴产业文化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加强科技

创新，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的品牌产品，提高驴产品市场竞

争力。加强与科研单位合作，搞好驴肉、驴皮、驴奶、驴骨、驴

血、驴件及孕驴尿等的产品综合开发，挖掘驴产品的多重功用价

值，生产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的多元、高端产品，提高驴产业的

综合生产效益。  

(四)大力推进种养结合，发展绿色生态养殖模式 

以实施“粮改饲”试点、“草牧业”项目和北方农牧交错带

农业结构调整等为契机，积极推动二元种植结构向三元种植结构

转变，选择苜蓿、燕麦等优质牧草品种，开展农田种草、退耕还

草，发展草畜结合户。利用近几年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和辽西

北草原沙化治理工程成果，在不影响生态效果的前提下，鼓励补

播适宜的牧草品种，适时刈割养驴。 

鼓励饲料企业与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加强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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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饲料配方研制，研发节粮节草又能保证驴不同生长阶段营养

需求的饲料产品。同时，充分利用全省丰富的秸秆饲料资源，鼓

励企业收储玉米秸、豆秸、花生秸等，通过加工切碎或制成颗粒

直接饲喂，实现节本增效和产业增收。 

(五)创新社会化服务模式，整合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充分发挥政府引导、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连接等作用，

创新发展“政府+银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以订

单农业为基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合理分配各方收益。具体为：

政府通过扶持资金和政策支持龙头企业，龙头企业为合作社提供

驴驹、配种、饲草料及养殖服务，并以订单价回购商品驴，合作

社负责养殖户的统一管理和业务指导，以龙头企业存款、保险单、

订单或政府产业扶贫资金作为担保，由银行为养殖户提供贷款，

解决养殖户资金短缺问题。鼓励村委会牵头成立驴养殖专业合作

社，覆盖更多养殖户，实现村民共同富裕。适当限制本地母驴出

省，奖励引进外省驴苗。 

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以推进生产资料下乡、畜产品进城为主

要内容，以大型现代龙头企业为依托，坚持线上销售与线下体验

紧密结合，建立生产资料、畜产品购销平台，开展送货上门、取

货上门服务，从根本上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运用“互联网

+”技术，把驴育种、生产、加工、质量安全追溯、驴肉销售等

信息整合在一起，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完善，形成一个全产业链的

“互联网+”模式。立足沿海省份区位优势，面向国内和国际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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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市场，挖掘新的增长点，推进肉驴产业出口。 

(六)强化特色发展，挖掘驴业文化 

突出特色驴产品开发，拉动消费需求，是推进驴产业发展的

重要环节。抓好系列新产品开发，以产品的多样性带动不同阶层

的消费需求。推广阜蒙县大巴镇、彰武县西六镇建立驴肉美食一

条街的经验，进一步开发“汤驴肉”等驴产品地方小吃、名吃。

适应消费升级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挖掘驴产业文化内涵，坚持

综合开发、文化兴业，充分发挥驴特有的生物学特性，加强宣传

引导，培育一批驴业生态旅游点，举办“驴节”、驴赛跑、训驴

表演、赛驴大会等活动，促进驴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政策扶持 

推进稳定持续的驴产业政策制定，积极争取国家、省各项扶

持政策向驴产业倾斜。引导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加

大对驴产业支持力度，促进辽宁驴产业标准化和规模化发展。进

一步降低贷款门槛，增加贷款额度。积极争取国家、省的各项优

惠政策向驴产业倾斜。 

(二)广泛开展宣传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和网络等主流媒体，加大对驴产业发

展相关信息的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关注、支持和参与。积极鼓

励农民养好驴、多养驴、养母驴，注重培育发展典型，利用召开

现场会、座谈会等形式，加强示范带动，提高农民养驴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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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技术服务 

按照因地制宜、科学实用的原则，进行圈舍改造，大力推广

标准化养殖方式。畜牧主管部门开展养驴技术培训，加强专业技

术人才培养，通过召开培训会、印发技术资料、技术人员亲手操

作、现场示范等方式，引导农户熟练掌握科学饲养技术，降低养

殖成本，全面提高科技含量和养殖效益。 

 

附件：1.全省各市当前驴数量 

2.全省驴养殖大县存栏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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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全省各市当前驴数量 

 区域 
驴存栏量 

数量（万头） 占全省（%） 

全省 48.3 100% 

沈阳市 1.5 3.2% 

大连市 0.9 1.8% 

鞍山市 0.5 1.1% 

抚顺市 0.1 0.3% 

本溪市 0.1 0.1% 

丹东市 0.7 1.5% 

锦州市 3.8 7.8% 

营口市 0.2 0.4% 

阜新市 10.6 22.0% 

辽阳市 0.2 0.5% 

盘锦市 0.0 0.0% 

铁岭市 0.9 1.8% 

朝阳市 24.6 50.8% 

葫芦岛市 4.3 8.8% 

              （数据来源：2016 年省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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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省驴养殖大县存栏数量 

 区域 
驴存栏量 

数量（万头） 排名 

建 平 县 10.3 1 

阜 蒙 县 8.6 2 

北 票 市 7.6 3 

朝 阳 县 4.3 4 

彰 武 县 1.8 5 

义    县 1.8 6 

建 昌 县 1.6 7 

兴 城 市 1.4 8 

喀 左 县 0.9 9 

朝阳郊区 0.9 10 

                （数据来源：2016 年省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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