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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i n-depth analysis of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livestock industry development inthe Midwest of Chi na , a conception of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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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实施和农业结

构调整的逐步深入 , 畜牧业已经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重点。

正确地认识和分析我国发展畜牧业的优势及面临的不利因

素, 并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对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加

快发展畜牧业、促进农牧民的增收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 ,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畜牧业现状

人类社会进入21 世纪以来, 信息化技术与信息化管理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在科学发展、科技创新、管理创

新、信息化创新的思路指导下 , 农业畜牧产业也进入了一个

高速发展的新阶段,1990 年, 我国畜牧业产值为1 967 亿元,

到2005 年畜牧业产值已经达到了13 000 亿元, 增幅为1990 年

的6 .6 倍; 畜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从1990 年的25 .67 %

到2005 年的34 % , 增长了8 .33 % ; 人均畜牧业产值从1990 年

的172 元/ 人到2005 年的994 .2 元/ 人, 增长5 .77 倍。15 年来,

我国畜牧业无论是总体产值还是人均产值都得到了高速的

持续增长, 畜牧业已经开始由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副业逐渐转

变为现代农业的支柱产业( 图1) 。

图1 我国畜牧业产值变化

  在我国当前的畜牧养殖产业体系中 , 虽然传统放牧的马

背方式正在逐步减少 , 但是 , 农业和牧业相结合的农牧业结

构仍然还是目前畜牧养殖业的主体, 工厂化畜牧企业依然只

是凤毛麟角。据统计 , 猪肉产品91 % 、牛肉99 % 出自农牧方

式, 工厂化养殖方式仅为1 % ; 羊肉的散养方式占98 % ; 禽肉

的农牧式为82 % , 禽蛋占94 % , 其中专业户占36 % , 散养户占

58 % ; 牛奶农牧式占80 % ; 绵羊毛放牧式占70 % , 农牧式为

30 % , 工厂化则为零( 图2) 。

图2 我国畜牧业养殖方式分布

由此可见, 以农牧结合为主的畜牧业在我国的畜牧产业

中仍占主导地位, 而在农牧结合的畜牧业中又以非专业养殖户

的传统式散养或小规模圈养为主, 这种养殖方式产量低, 产能

更低; 效率差, 收入更差。因此, 农牧结合型畜牧养殖方式的信

息化与现代化是我国畜牧产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

2 农牧型畜牧信息化基础状况

建设现代化畜牧产业,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教兴农战略

的有效实施, 取决于畜牧业劳动者文化、技术素质的显著提

高。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 内地) 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65 % , 人口综合素质相对较低, 文盲和半文盲人口2 .19 亿, 在

农村就业人口中, 文盲和半文盲占35 .9 % , 小学文化程度者

占37 .2 % , 每万人口大学生数为4 名, 平均文化程度为4 年,

这种状况距离畜牧业产业信息化管理的推广实施仍有相当

大的差距, 更是畜牧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很难跨越的

障碍。另一方面, 在我国, 较贫困的西部地区又恰恰是畜牧

业的养殖大省。长期以来, 我国的畜牧养殖产业区域都具有

如下分布特征: ①生猪产业带。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地区, 长

江中下游地区( 川、渝、鄂、湘、赣、苏、浙、皖) 2001 年猪肉产量

占全国总产量的43 .8 % , 华北地区( 冀、鲁、豫) 占21 .6 % , 东北

地区由于粮食转化潜力大, 正在形成养猪新区。②肉牛肉羊

产业带。主要是在以黄海、淮海平原为中心的中原肉牛带,

2001 年河南、山东、河北和安徽 4 省的肉牛产量占全国的

47 .2 % , 其次是东北3 省和内蒙古东部的东北肉牛带 , 肉牛产

量占全国的20 % 。③肉羊产业带。主要是新疆和内蒙古占

全国肉羊产量的25 % , 河南、山东、河北、四川、江苏和安徽5

省农区肉羊产量占全国的45 % 。④奶牛产业带。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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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华北和大中城市郊区。2001 年黑龙江牛奶产量192. 4

万t , 占全国总量的17 .1 % ; 其次是河北119 .3 万t 、内蒙古109

万t 、山东90 .4 万t 、新疆87 .8 万t 、陕西69 .5 万t 和山西40 .4

万t 。⑤家禽产业带。主要集中在东部省份, 山东、广东为最

大, 两省2001 年禽肉产量占全国的25 % , 江苏、吉林、辽宁、河

北和安徽占33 % 。禽蛋集中在长江以北 , 山东、河北、河南为

最多,2001 年3 省产量占全国的44 % 。江苏、辽宁、安徽、湖

北和四川5 省禽蛋产量658 .2 万t , 占全国总量的28 % 。由此

可见 , 按照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 , 尤其是在较

贫困的西部地区, 由农民个人花费几千元购买电脑和应用

软件系统是不现实的 , 即使通过社会的资助能够获得相应

的软硬件设施, 懂技术的操作人员和资金的匮乏仍然是一

个大问题。

3  农牧型畜牧信息化管理构想

3 .1 以县、乡、村为主体推行三级畜牧产业信息化管理网络

体系 目前, 暂时不可能在农牧业单个养殖户中普遍推行信

息化管理, 其基本条件不具备、不成熟。但是, 如果改变思路 ,

变以养殖户信息化管理为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主的畜牧业

信息化管理, 就能够变不可能为非常可能。第一 , 从人才结

构上来分析 , 一个行政村或自然村中, 受过初高中文化教育

的略懂电脑的年轻人肯定是有的 , 随着近年来我国居民受教

育水平的提高, 大多数农村青年都受到了初高中文化教育;

第二, 从经济承受能力上来分析, 全村合买一台或几台电脑,

分摊到每一户居民头上, 所承担的费用不高, 而且就每个村

落来说 , 所需处理的数据量较小, 日常任务不是很繁重, 对系

统要求不高, 由此, 在系统起步阶段, 村委会可争取从上级部

门或相关慈善机构低价甚至免费采得配置相对较低的硬件

设备, 在满足系统运作需要的同时, 也减轻了广大农牧民的

负担。第三 , 变单一用户独用为多用户共享, 提高资源信息

化管理的利用率; 第四, 信息和设备共享是信息化管理的特

征, 因此 , 以村落为单位推行畜牧业的信息化管理和信息化

生产, 在目前发展阶段不失为一条多快好省的有效途径, 在

此基础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随着养殖户收入的增长和

养殖知识的丰富, 再逐步发展到以养殖户为单位的个性化养

殖信息化管理, 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

县、乡、村为主体的三级畜牧产业信息化管理网络体系

的核心为县级畜牧信息化中心服务器, 由县信息化办公室直

接负责, 中间层为乡镇级信息办, 综合处理各个自然村汇总

传递上来的数据信息 , 外围为各个自然村的畜牧信息系统,

一般每个村子安排1 ～2 台电脑和信息采集设备, 应用信息化

管理系统, 及时处理系统运行所采集到的数据, 并实时或定

时上传给上一级信息办。整个网络系统具有数据集中, 逐级

分散的特点。可以很好地利用其现有的互联网络, 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 也可租用专网进行数据的传送( 图3) 。

3 .2 畜牧养殖业全过程信息化管理模型  现代化畜牧业

的新技术新方法随着养殖业科学技术的发展, 层出不穷, 比

如现代生物技术、现代 RF 识别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主要

是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等四大工程, 这些

工程的研究与创新应用为种畜来源的筛选和匹配、培育新品

种以及对于畜牧品种的优化、疾病诊治和防疫能力的提高都

提供了新的前景和新的方法。而现代 RF 识别技术在畜牧业

中的应用方式则是通过应用无线射频标识技术, 建立起相应

的跟踪和追溯 , 实现对现代畜牧业养殖全过程、全方位的信

息化管理与控制。其中, 现代生物技术可应用在以下方面:

种畜标识与基因细胞( DNA) 的优化; 种畜培养、饲料配量、环

境优化、疾病防治、疫苗注射、体重记录等; 公母畜禽发情提

示; 血缘甄别, 优化选择匹配与筛选, 配种时间、方式、地点

的选择 ; 待产护理 , 包括饲料配量、待产环境、预防接种、日

常观察、体重变化 ; 产仔过程, 包括小仔情况、体重、健康状

况等; 产后护理 ; 牲畜日常管理, 包括防疫管理、药品管理、

物品管理等。

通过应用现代 RF 识别技术, 用电子标签为每头养殖的

牲畜做标识, 在计算机中为每个牲畜建立档案 , 存储所有牲

畜的有关数据。在村落一级的日常管理中, 可将计算机数据

下载到手持数据采集器中, 用手持数据采集器识读固定在牲

畜身上的电子标签, 从而能达到确认该牲畜的身份, 并能查

询到其自然信息的目标。其中 , 射频电子标签我们可用的有

两种,EM( 只读标签) 和 M1( 可读写标签) 。具体选用哪一种

可根据实际需要加以考虑选择。①只读标签: 该类标签内部

芯片有一个唯一标识号码, 在该系统中将这个编号与每头牲

畜建立关联, 在日常管理中需要将所有牲畜资料下载到手持

采集器中, 检查人员用采集器识读该标签, 即可在采集器中

调出该牲畜资料信息, 并可进行正常管理操作。②可读写标

签: 该类标签具有数据写入保存功能, 检查人员不必将所有

牲畜资料下载到采集器中, 直接读该牲畜标签 , 即可将芯片

中保存的该牲畜的有关信息, 如主人姓名、牲畜性别、牲畜种

类、免疫情况、接种情况等内容读出来, 并可将变更数据继续

保存到该标签中。

图3 县、乡、村三级畜牧养殖信息系统网络

在全面采用这两种新技术的基础上, 畜牧养殖业全过程

信息化管理模型包括4 个子系统( 图4) 。①畜牧业信息化日

常管理功能子系统。重点是人员管理, 防疫管理, 种畜管理,

兽医管理, 饲料管理 , 出栏管理, 养殖管理等。日常管理子系

统的主要功能就是为每头牲畜建立全面档案:I 牲畜基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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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畜牧养殖业信息化管理系统模块

息管理 ,包括牲畜的品种、名称、性别、年龄、体重增长情况、体

貌特征等。II 主人管理, 包括主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联系

电话、住址等。III 种畜管理, 包括种畜基本信息、发情信息、

配种信息、产仔信息等。IV 出栏管理, 包括出栏日期、出栏数

量、出栏体重、出栏健康情况等。V 防疫管理 , 包括是否免疫、

疫苗种类、疫苗有效期、防疫记录、诊疗信息等。VI 饲料管

理, 包括饲料种类、饲料品名、饲料规格、饲料产地、饲料购买

量、饲料现存量、有效期等。②畜牧业信息化数据处理功能

子系统。通过日常管理子系统所建立起来的档案信息, 进行

各种数据的查询、分析和统计 , 包括饲料相关信息查询分析,

药品相关信息查询分析, 饲养人员相关信息查询分析, 种畜

相关信息查询分析 , 待售畜相关信息查询分析、成熟牲畜的

相关情况查询、牲畜的日常状况和健康状况统计 , 并且在此

基础上 , 系统会每天自动提醒养殖人员, 哪些牲畜需要配种、

哪些牲畜需要准备产仔、哪些牲畜需要清洁、哪些牲畜需要

注射疫苗, 以及药品和饲料的过期提醒以及库存量底限提醒

和各相关报表的生成与打印处理。③畜牧业信息化数据传

输功能子系统。在对数据进行所需的各种处理之后, 以符合

信息化管理统筹需要的形式, 采用手持终端进行数据的便捷

通讯, 将牲畜的资料方便、快捷地下载到手持终端中, 再利用

手持终端随时随地检查牲畜的合法身份, 最后将查验信息或

者数据处理的结果上传到乡镇一级畜牧信息办。乡镇信息

办在将数据汇总分析的基础上, 再通过互联网络将结果数据

上传到县畜牧信息办中心服务器 , 由县畜牧信息办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畜牧业养殖的统筹安排。数据存放到村畜牧信息

系统的数据库中, 由各村管理人员用计算机管理软件调用,

并可将数据下载到手持终端, 手持终端识读电子标签, 进行

现场数据采集并将数据上传到各村镇畜牧信息办的计算机

中, 软件系统再将数据更新上传保存在县畜牧信息办服务器

的中心数据库中。系统的总体结构, 如图5 所示。当然, 如果

经济情况不允许的话, 也可以采用原始的采集数据的方法,

由农牧民使用给牲畜“贴纸条”、“挂项圈”等措施, 每天手工记

录下牲畜的相关情况, 再按时到村畜牧办进行书面或口头汇

报, 由工作人员将采集来的信息手工输入电脑。这种方法

虽然有点落后, 但对经济情况普遍不是很好的广大西部农

村的农牧民来说 , 相对于手持机这种稍显昂贵的设备, 在系

统起步阶段或许是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④畜牧业信息化

决策支持系统。畜牧产业养殖品种的知识与方法, 相关法

律与政策, 疾病疫情预防处置, 饲料营养结构科学等知识库

支持系统。

图5 畜牧养殖业信息化管理总体结构

4 结语

畜牧业的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着密切的联系, 畜牧

业也是农民收入提高的第一和最大的受益者。用现代科学

技术改造畜牧业, 用现代管理方式管理畜牧业 , 形成符合中

国畜牧业实际的现代畜牧产业格局, 可以显著提升畜牧业的

劳动生产率 , 改善产品品质, 提高经济效益 , 促进农民的增收,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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