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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武汉市新洲区畜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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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洲区畜牧业发展的现状

1 .1 畜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 生产方式取得重大突破  

武汉市新洲区畜牧业现已形成了两大优势产业( 养禽业、养

猪业) 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的新局面。该区2005 年养禽业和

养猪业总产值分别占畜牧业总产值的52 % 、45 % 。据不完全

统计,2005 年新洲区各类规模化畜禽养殖场( 户) 达3 849 个 ,

直接间接从业人员达到1 .27 万人。其中 : 规模养禽场( 户)

2 169 个( 养蛋鸡的2 036 个、养鸭的66 个、养鸽的52 个、特禽

的15 个) ; 养猪场( 户) 1 136 个, 年牲猪饲养量28 .1 万头, 占

全区牲猪饲养总量的44 % 以上; 其他规模养殖场( 户) 347 个。

“十五”期间, 在武汉市政府优惠政策的扶持下, 新洲区

批准立项建设的4 个万头牲猪养殖小区( 计5 万头规模) ,9

个10 万只蛋鸡养殖小区,1 个种鹅场, 已全部竣工投产 , 共吸

纳社会资金2 .3 亿元。2005 年该区已建立了畜牧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50 多个, 各类畜牧业社团组织15 家, 并初步形成了

以升阳快乐猪、汪集鸡汤、“酉之味”绿色鸡蛋为代表的十几

个畜产品知名品牌。

1 .2  科技应用取得明显成效, 科技工作再上新台阶 近10

年来, 畜牧业重点推广了“牲猪三优, 肉牛三贮一化, 蛋鸡标

准化饲养, 肉牛冷配, 胚胎移植, 地方鸡提纯复壮”等20 多项

内容的现代畜牧业科技应用技术。2004 年, 新洲区牲猪良种

率达95 % , 出栏外三元瘦肉猪占全区出栏总量80 % 以上, 牲

猪出栏率达到130 % ,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5 % ; 蛋鸡笼养率

100 % , 育成率99 % , 在湖北省处于领先地位; 肉牛杂交改良

率由30 % 提高到50 % , 受配率由36 % 提高到65 % 。2005 年 ,

新洲区组织举办各类畜牧养殖技术培训班8 场( 次) , 借用电

视台、新农网等传媒手段 , 举办科技讲座18 次, 发送畜牧兽

医技术信息资料100 余万份。由新洲区畜牧局组织编写的

《新洲区蛋鸡饲养技术规范》一书已公开出版发行。该区东

北部山区黄奶牛胚胎移植技术推广工作再获新进展, 全年累

计胚胎移植477 头, 确认受孕188 头, 产犊72 头。

1 .3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得力, 效果显著  “十五”期间 ,

国际国内动物疫病种类日趋复杂。在此情况下, 新洲区畜牧

系统众志成城, 依靠科学积极防疫。2004 年, 全区成功防控

高致病性禽流感;2005 年在防治亚型口蹄疫和高致病性禽流

感的战役中, 共投入400 余人, 资金180 多万元, 紧急免疫接

种家禽600 多万只, 由于措施得当, 新洲区牲猪、耕牛和家禽

的死亡率分别降为2 .5 % 、3 % 和7 % 。

1 .4  招商引资取得较大进展 “十五”以来, 畜牧业招商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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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工作成绩斐然。2003 年5 月, 大型台资企业———升阳食品

( 武汉) 有限公司落户新洲区阳逻开发区;2004 年5 月, 上海

新农饲料有限公司在新洲区李集吴太村投资建设2 万头牲

猪养殖基地。据统计 ,“十五”期间新洲区畜牧业共引进和吸

纳社会资本2 .5 亿元。

1 .5  依法兴牧全面迈入正轨  近10 年来, 新洲区畜牧经济

在全面推进市场化进程中, 紧紧围绕《动物防疫法》、《兽药管

理条例》、《种畜禽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 不断加强畜牧业法

制建设。按照依法管理的要求,2004 年新洲区已建立了一支

以动物防疫、检疫、兽药和饲料监测、种畜禽管理为主要内容

的执法队伍。2005 年共查处从事兽药器械、畜产品经营的违

法案件16 起, 结案15 起, 结案率93 % 。

2  新洲区畜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五”以来, 新洲区畜牧业尽管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 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5 个方面: 一是畜牧业内

部结构不合理, 主要表现为畜牧资源未优化配置, 特别是草

地资源的开发潜力未充分挖掘; 二是畜牧业生产的科技水平

不高, 主要表现为现代畜牧业应用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 推

广面不大; 三是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高, 主要表现在生

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较低, 附加值不高 , 产业发展的市场风

险很大; 四是畜牧业服务体系建设不足 , 如动物防疫的基础

设施较薄弱, 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 五是畜牧投资机制不顺 ,

政府介导投入严重不足, 激发社会资本投入的能力不强。

3  新洲区畜牧业发展的对策

3 .1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努力营造畜牧业发展的社会氛

围 要营造良好的畜牧业发展氛围, 就要充分认识发展畜牧

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①发展畜牧业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步伐, 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 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 ②发展畜牧

业是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需

要; ③发展畜牧业是继续提升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竞争

力的需要; ④发展畜牧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整合农业生产

要素, 构建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的需要。

3 .2 强化科技意识, 大力构建科技型畜牧业经济  构建科

技型畜牧业经济, 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在战略上要始

终围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发展主题; 在战术上

要加大新技术的引进吸收力度。具体操作上要着重抓好以

下3 点 : 一是突出科技推广重点, 要重点推广“高产蛋鸡生产

管理技术、奶牛胚胎移植技术、动物抗体检测技术、肉牛冻配

服务技术、瘦肉猪生产技术”5 项技术成果; 二是创新科技推

广方法, 主要包括借助网络传媒抓推介 , 发展标准化养殖小

区抓示范, 建设专家大院抓成果转化等新的科技推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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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低氮低钾单位有效穗偏少 , 穗总粒低, 产量较低。

  表5 各处理穗粒结构比较

处理
有效穗

穗/ 蔸 万/ hm2

总粒数

粒/ 穗

结实率

%

千粒重

g
N1  12.47 373 .95 84.85 75.75 25 .69
N2 13.54 406 .20 96.90 76.30 25 .34
N3 14.36 430 .65 95.15 75.38 25 .02
N0 9.90 297 .00 75.40 89.19 25 .23
K1 13.35 400 .35 91.73 75.66 25 .26
K2 13.56 406 .80 92.87 75.96 25 .44
K0 9.90 297 .00 75.40 89.19 25 .23

3  小结与讨论

( 1) 试验表明, 早稻免耕抛秧以N2K2 处理组合, 即施纯N

150 kg/ hm2 、K2O 160 .05 kg/ hm2 最佳, 产量达6 812 .1 kg/ hm2 ,

较CK 增产40 .37 % , 增产极显著。增产原因在于 N2K2 运筹

能在稳定较高水平单位有效穗基础上, 实现大穗大粒。

N3K2 、N1K2 、N2K1 、N3K1 、N1K1 处理组合产量分别为6 760 .80 、

6 728 .55 、6 714 .75 、6 675 .75 和6 571 .05 kg/ hm2 , 以上各处理

间产量差异不显著, 但与 N0K0 相比增产均达极显著。

( 2) 随着N 施用水平提高, 单位有效穗增加, 在中低N 水

平中, 穗总粒数、千粒重随 N 水平提高而提高, 而高N 水平穗

总粒略有下降, 千粒重下降。K 肥施用水平对单位有效穗影

响不大, 但随着 K 肥施用水平提高, 穗总粒数增加, 结实率、

千粒重增大。因此, 免耕抛秧实践中, 要合理配施 N、K 肥, 在

低N 低 K 用量或高N 水平上即使提高 K 肥用量也达不到理

想产量水平, 而且 N 水平过高, 不仅增加投入, 还易产生N 素

流失影响农业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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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科技硬件建设 , 主要包括科技队伍建设、科技服务

设施设备建设等。

3 .3  加大依法兴牧工作力度, 保护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  

要紧紧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 WTO 的种种

技术壁垒 , 把好动物防疫、产品检疫、品种改良、饲料监测、

兽药监管关。一是切实加大对兽药市场的检测监管力度;

二是全面落实饲料的抽查检测制度 ; 三是积极巩固和发展

核心种群的品种改良服务体系 , 确保畜牧业发展的“种子”

质量。

3 .4  进一步扩大开放 , 不断提升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要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 , 大力引进和壮大畜产品加工龙

头企业 , 带动畜禽规模化生产的发展, 提高产业化经营水

平。一是要调动广大干群的积极性, 充分挖掘招商引资信

息资源, 在新洲区上下形成同招商同引资的良好氛围 ; 二是

要广泛激活民间资本, 扩大畜禽集约化生产规模, 全面提高

规模化生产档次; 三是要着重引进种苗和饲料加工企业 , 确

保畜牧业生产资料供应 ; 四是要引进和壮大畜产品加工龙

头企业 , 增强加工龙头企业对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带动功

能, 整体提高新洲区畜牧产业化经营水平。

3 .5  强化政府职能 , 制定和出台积极的产业发展政策  政

府要制定和出台切实可行的支持政策 , 大力扶持畜牧经济

的发展。一要积极搭建以政府为主体的信息服务平台, 为

发展畜牧业搭建一个全新的网络服务平台; 二要大力扶持

畜牧业项目建设, 保障畜牧业项目建设健康发展; 三要积极

打造对外新形象, 改善招商引资软硬环境; 四要建立自然灾

害与自然风险保护制度。把公益性动物防疫、重大自然灾

害下的补贴性保护纳入政府财政资金储备与支持计划, 为

新洲区畜牧业经济抗御自然风险提供最大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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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4 ,7] 。因此, 在不影响胚胎的体外发育率的情况下, 以添

加较低浓度的血清为好。该试验结果表明 , 添加 10 % NBS

组与5 % NBS 组卵裂率差异不显著( P > 0 .05) , 而囊胚发育

率差异显著,SOF + 5 % NBS/ 10 % NBS 组分裂率、囊胚发育率

与10 %NBS 组差异都不显著 , 说明降低血清浓度对体外受

精卵细胞分裂影响不大。但5 % NBS 较为不利于囊胚的形

成, 受精卵培养的前48 h 用SOF + 5 % NBS 培养液 ,48 h 后用

SOF + 10 %NBS 培养液的血清添加方式在受精卵2- 细胞分

裂的前48 h 降低血清浓度 ,48 h 后增加血清的添加浓度 , 在

不影响受精卵细胞分裂的情况下, 既减少了血清的消耗 , 又

给卵裂胚的发育提供了足够营养, 没有影响到囊胚的发育,

同时也验证了胚胎发育后期的培养基中添加血清使胚胎的

发育情况得到改善的结论[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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