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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随着我国畜牧业规模化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袁
由养殖业和畜产品加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尧 产品质量下降
和生态破坏等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袁 不但制约了畜牧业自身
的可持续发展袁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遥
1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袁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整
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遥 而畜牧业是农业和农村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袁就是从我国畜牧业的
实际情况出发袁依靠科学技术袁正确处理好资源与环境尧利
用与保护尧当前与长远尧生存与发展的关系袁走出一条合理
配置与利用资源袁提高资源利用率袁实现资源永续利用袁生
产持续发展的高产尧优质尧低耗尧高效发展之路袁确保当代和
后代对畜产品的需求得以满足遥
2 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袁 我国的畜牧业持续高速发展袁 已连续
20年以平均 9.9豫的速度递增袁产值增长近 5倍袁占农业总
产值的 1/3以上袁发达地区已超过 40豫袁畜牧业已经成为我
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增长点和最主要的支柱产

业遥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2005年公布的统计资料院我国生猪
存栏 4.89亿头袁 比 2004年增长 3.37 %袁 占世界存栏总数
渊 9.6亿头冤 的 50.9 %袁 居世界第 1位曰 绵羊 1.71亿只袁比
2004年增长 8.61 %袁占世界存栏总数渊 10.81亿只冤的 15.81 %袁
居世界第 1位曰山羊 1.96亿只袁比 2004年增长 6.76 %袁占
世界存栏总数 渊 8.08亿只冤 的 24.24 %袁 居世界第 1位曰牛
1.15亿头袁比 2004年增长 2.39 %袁占世界存栏总数渊 13.55亿
头冤的 8.5 %袁居世界第 3 位遥 2005年我国肉类总产量达
7 756万 t袁禽蛋渊 不含鸡蛋冤432.6万 t袁鸡蛋 2 434.8万 t袁奶
类 2 867万 t袁鲜牛皮 171.1万 t袁其中肉类产量占世界总产
量的 29.26 %袁禽蛋产量占 84.12 %袁鸡蛋产量占 41.09 %袁奶
类产量占 4.56 %袁鲜牛皮产量占 21.44 %遥目前袁我国人均肉
类占有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袁 禽蛋占有量达到发达国
家平均水平袁而奶类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13遥
3 我国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环境污染严重 无论是现代化牧场还是管理水平较

低的畜牧场袁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就是家畜粪便遥由于

缺乏相应的环保措施和废物处理系统袁 粪便未经处理直接
大批量的露天堆放袁造成对家畜和环境的污染遥采用水冲式
清粪工艺的万头猪场袁每天的污水量就达 150耀250 t袁且污
水中的粪便多数未经沉淀尧分离处理袁常常经排污沟沿途渗
漏后排入农田或直接尧间接地排入沟渠河道袁造成地表水的
严重污染遥 另外袁 畜禽粪便发酵后产生大量的 CO2尧NH3尧
H2S尧CH4等有害气体袁 这些气体不但会导致动物产生应激
反应袁降低畜产品产量和质量袁而且排放到大气中后会危害
人类健康袁加剧空气污染袁引起地球温室效应遥 据日本和英
国调查袁畜牧场的恶臭污染占各种空气污染的首位袁长时间
吸入恶臭物质会降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敏感性袁 以及代谢
和免疫功能袁 而且大量畜禽粪便的产生和积聚也是滋生蚊
蝇尧造成细菌繁殖和疾病传播的传染源遥
3.2 草地载畜量降低 草地资源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支柱袁我国天然草原面积近 4亿 hm2袁居世界第 2 位袁
主要集中在西部遥近年来袁由于人们只追求经济发展而未重
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袁 以依靠大量资源消耗和牺牲生态环境
为代价来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遥许多地方毁草开荒尧超载放
牧袁造成草原退化尧沙化尧盐碱化的面积已超过 80豫袁并且每
年仍以 4万 hm2的速度发展遥 不但草地野 三化冶速度大大高
于建设速度袁而且草原地区的水土流失加剧袁使草地生产力
严重下降袁平均产草量较 20世纪 50年代减少 30 %耀50 %袁
严重地区高达 60 %耀80 %袁再加上鼠害严重尧毒草滋生等因
素袁致使草地的载畜量大大降低遥20世纪 50年代 1 hm2草地
可饲养 22.39个羊单位袁但现在仅能饲养 11.28个羊单位遥
3.3 饲料资源短缺 长期以来袁我国畜牧业的发展主要依
靠粮食生产遥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有一定程度增长袁但幅度
不大袁如果没有革命性技术的出现袁进一步增产的潜力非常
有限遥 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袁 全国每年增加人口 1 300万左
右袁再加上非农业占地逐年增加袁以及人类自身对环境的破
坏尧污染及水土流失袁人均土地占有量将越来越少袁而土地
上的粮食产量是有限的袁故人均粮食占有量还将下降遥据预
测袁我国粮食产量 2030年可达 7.1亿 t袁基本能够满足 7.34
亿 t的粮食需求遥 但是畜牧生产以粮食生产为基础袁畜牧业
飞速发展的同时袁饲料用粮也大幅上升袁目前我国的饲料用
粮约占粮食的 1/3袁势必存在着人畜争粮的问题袁饲粮短缺
限制了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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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畜产品药物残留高 随着抗生素尧 化学合成药物和饲
料添加剂等在畜牧业中的广泛应用袁 一方面降低了动物死
亡率袁 缩短了动物饲养周期袁 促进了动物性产品产量的增
长曰 另一方面袁 由于操作和使用不规范以及监督措施不到
位袁造成畜产品中的农药尧重金属尧违禁药物渊 如激素冤尧抗生
素等残留袁使畜产品质量下降遥 而食用这种畜产品后袁药物
会在人体内蓄积袁进而影响健康袁如食用残留有抗菌素的畜
产品袁不仅可以直接引起人体发生皮疹尧浮肿尧吐泻等过敏
和中毒反应袁而且还具有致畸尧致突变和致癌等不良作用袁
严重影响人类健康遥
3.5 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不力 野 高产尧优质尧高效冶的畜产
品培育技术和畜牧业资源的深度利用不足曰 生物技术与工
程技术还缺乏结合曰 我国传统畜牧业的精华与国外现代科
技结合不够曰许多地方对科技的重视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袁
缺乏具体的措施和运用袁 对科研成果的转化缺乏足够的重
视袁我国科技成果的平均转化率只有 30 豫耀40 豫袁获奖成果
的转化率为 53.5 豫曰此外袁我国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员素质
普遍偏低袁使畜牧业新技术难以推广袁阻碍了畜牧业生产率
的提高和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遥
4 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 发展生态畜牧业 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

态位原理尧 食物链原理尧 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
理袁采用系统工程方法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袁以发展畜
牧业为主袁农尧林尧草尧牧尧副尧渔因地制宜袁合理搭配袁以实现
生态尧经济尧社会效益统一的产业体系袁它是技术型畜牧业
的高级阶段遥发展生态畜牧业的类型众多袁当前比较成熟和
有发展前景的主要有 3种类型遥
4.1.1 农牧结合型遥 在农牧结合的体系中袁物质和能量从种
植业流向畜牧业袁再部分地从畜牧业返回到种植业遥即饲草
饲料要畜禽饲料要畜禽粪便要饲草饲料渊 农作物尧果树冤生
产袁如经济林果园中袁建成种果树尧种草尧养畜尧养蜂并举的
生态果园袁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袁扩大饲料来源袁缓解人畜
争粮的矛盾遥
4.1.2 资源配置型遥 利用生物生长的时间差进行资源合理
配置袁组织季节性生产袁达到草畜同步尧生态平衡的生产方
式遥 即在草场较多的地区袁大力发展母畜养殖袁肉畜则运到
农作物秸秆较丰富尧精料相对较多的粮食丰产区异地育肥遥
4.1.3 立体养殖型遥 通过食物链袁实现鸡粪尧猪粪喂鱼或生
产沼气袁再用沼液喂鸡尧猪和鱼的循环利用模式遥 这样既提
高了生物资源利用率袁减少了资源的浪费袁同时动物废弃物
又得到了有效的处置袁保护了环境遥
4.2 治理和保护草地资源 在国家要将草地生态经济建

设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战略措施纳入国家计划袁 要像治理
大江尧大河那样由国家统一规划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实
施遥 实行轮牧或草畜分而治之袁控制草场载畜量袁保护草场
恒定的生产力遥 对大面积退化尧沙化或盐碱化的天然草原袁
要进行封育尧补播和改良袁对鼠害严重的地区要采取治理措
施遥大力推进野 退耕还林尧退牧还草冶政策袁增加投资袁筛选和
培育适合不同草地类型的优良草种袁加速人工草地建设袁建
立稳产尧高产的牧草基地遥
4.3 广泛开发与合理利用饲料资源

4.3.1 调整种植业结构遥 由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二元结

构过渡到粮食作物尧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三元结构袁正式
将饲料作物纳入到农田种植制度中去袁 提高它的地位和产
量袁建立高产尧优质的饲料生产基地袁改变单纯以粮食发展
畜牧业的传统方式遥
4.3.2 开发蛋白质饲料资源遥努力扩大豆类种植面积袁种植
优良豆科牧草遥 要特别重视开发与利用饼粕等蛋白质饲料
资源袁以开发利用植物性蛋白质饲料为主袁动物性蛋白质饲
料为辅遥要把饼粕饲料的开发与利用放在首位袁特别是提高
菜籽饼与棉籽饼的利用率遥
4.3.3 充分利用秸秆资源遥我国秸秆资源丰富袁年产量高达
5.7亿 t遥 农作物秸秆可以直接饲喂袁 也可以进行科学的处
理袁如氨化尧青贮尧微生物发酵尧碱化尧酸处理等袁尤其以青贮
和氨化最常用遥目前利用青贮尧氨化等技术处理的秸秆仅占
其总量的 2.8 %袁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遥
4.3.4 加速饲料工业的发展遥 目前的重点应放在新型饲料
添加剂产品的研制尧开发与生产上袁解决好规模化养殖业所
需的浓缩料和配合饲料袁 以及农户分散养殖所需预混料的
供给问题遥
4.4 大力发展绿色畜产品 应加大畜产品加工技术的研

究和应用力度袁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畜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袁
实行质量认证制度遥 从饲料生产尧动物营养尧畜产品检疫检
验等方面建立和健全质量管理与监测标准体系袁 逐步建立
和完善绿色畜牧业的养殖基地标准尧 生产技术标准和产品
标准袁为我国绿色畜产品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撑遥
4.5 加强畜牧科技研究袁 大力推广科技成果 一是加强畜

牧业基础理论和高新技术的研究袁 即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袁进行可持续发展技术选择尧风险
评估尧指标体系的研究袁形成一套成熟的评估系统和比较合
理的技术经济系统曰同时加强高新技术如基因工程技术尧重
大疫病防治技术尧优良品种的遗传育种技术尧畜产品深加工
等技术的研究袁最大限度地提高畜牧业生产力遥二是搞好畜
牧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袁 科技推广体系是使科技成果迅速转
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桥梁袁没有技术推广袁就没有畜牧业的高
速发展遥应在人力尧物力尧财力等诸多方面给予倾斜袁建立健
全县尧乡尧村 3级畜牧科技推广体系袁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
畜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袁为科技兴牧创造良好的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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