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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用南药饲养奶牛等畜禽
获专家肯定

海南南药有了新用途。近
年来，海南部分养殖企业尝试用
裸花紫株、海南砂仁、益智、槟榔
为代表的南药作为饲料喂养奶
牛等畜禽，发现其具备调控生长
激素水平、提高器官免疫指数、
抗氧化等特性。在近日召开的
2023年海南省重点研发项目“南
药在畜禽健康养殖上的开发与
应用”启动会上，这一实验结果
得到了相关专家和林业部门的
肯定。

据了解，“南药在畜禽健康
养殖上的开发与应用”项目由国
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海南中牧
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牵头申
报，由中国农业大学和华南农业
大学提供技术支持。该项目于
今年2月获得海南省科技厅批复
立项。项目致力于将南药以组
方的形式应用于畜禽养殖饲料
中，为动物健康及食品安全提供
坚实保障。同时，通过延伸南药
应用产业链推动海南农林产业
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教授李胜利说，南药作为
饲料不仅具备低毒/无毒、环保的
特征，并且有使用过程中不易产
生有害残留和耐药性等优点，在
动物疾病防治中具有高效临床
作用和多能效果，在奶牛等畜类
饲料中有替代促生长抗生素的

趋势。
此外，通过南药配伍及生物

发酵技术，对南药进行饲料化高
值利用，并实现产业化，降低环
境污染的同时，又有效提高其利
用价值，促进南药种植和畜禽养
殖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应用前景
广阔。

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教
授郭世宁指出，经实验论证，以
裸花紫株、海南砂仁、益智、槟榔
为代表的南药在禽类养殖运用
中具备调控生长激素水平、提高
器官免疫指数、抗氧化等特性。
南药作为经济高效的抗生素替
代品，在禽类植物源饲料养殖领
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可有效
解决当前禽类疾病防控难、促生
长调节难等养殖痛点。

海南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海南林业资源丰富，林下
和林间中药资源丰富，林源南药
产业是海南独具特色和优势的
产业。当前南药的有效市场利
用率较低，南药在畜禽健康养殖
上的开发有巨大的市场应用空
间，期望海南中牧科技依托该重
点研发项目的实施，持续拓展南
药产业的开发利用，推动南药产
业链的价值延伸，为促进区域经
济增长和南药产业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李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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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探索推广
“冷季+暖季”饲草轮作技术

“真是太感谢了，今后春季
牛儿再也不会没有鲜草吃了。”
近日，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
站饲草饲料科科长陈东颖在位
于南川区大观镇的饲草试验基
地查看多花黑麦草的生长情
况，当地的养殖大户张云拉住
她说。

鲜草是牲畜的重要口粮，目
前全市推广的饲草有 7个种类。
但由于重庆市不少种植户种植
不规范，导致冬春季或多或少无
鲜草的情况。

张云告诉记者，由于种植技
术没有跟上，原本该夏秋季收割
的饲草野蛮生长，一直长到了11
月，导致冷季性饲草错过了种植
时间，因而到了冬春季牛儿没鲜
草吃，他不得不以更高的价格购
买干草。

为让养殖户科学种植饲草，
近年来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探

索“冷季+暖季”饲草轮作技术，
其中包括饲草轮作的最佳种植
时间、饲草如何搭配种植等等。
经过研究对比，饲用甜高粱与多
花黑麦草轮作被认为是较为成
熟的种植模式之一。

简单来说，这一轮作模式就
是利用暖季型饲用甜高粱在晚
春夏初播种，夏秋季生长收获，
冷季型多花黑麦草在秋季播种，
冬春季生长收获的特点，实现饲
草四季的均衡供应。

为推广“冷季+暖季”饲草轮
作技术，目前重庆市制定了《饲
用甜高粱与多花黑麦草轮作技
术规范》地方标准，该技术已入
选重庆市 2023年饲草主推技术
名录。“接下来，我们还将探索不
同冷季性饲草与暖季性饲草的
轮作搭配，让更多牲畜四季都有
鲜草吃。”陈东颖说。

（据《重庆日报》）

巴彦淖尔市奶牛饲养量今年预计达到
33万头以上

今年，巴彦淖尔市将全面落
实奶业振兴政策，加快推进高端
有机产业集群样板项目和乳产
业园项目，奶牛饲养量预计达到
33万头以上。

巴彦淖尔市将加快建设优
质奶源基地，不断完善磴口县、
杭锦后旗、乌拉特前旗 4个 10万
头乳业园区建设，打造现代化高
端奶源生产基地。大力发展高
端液态奶加工，保证原奶就地加
工转化，全力推动伊利2000吨加
工项目落地建设。支持驼奶、羊
奶、马奶等特色奶产业发展，通
过发展地方特色乳品加工，推动
中小乳品企业差异化发展。

今年，巴彦淖尔市奶牛饲养
量将达到33万头以上，奶产量达

到 120万吨以上，到 2025年全市
奶牛存栏计划达到40万头以上，
原奶产量达到 160 万吨以上。
巴彦淖尔市还将强化饲草基地
建设，加快草畜一体化发展，以
农牧交错带、传统养殖优势区
为重点，推广全株青贮玉米、优
质苜蓿、燕麦种植。实施天然
草原能力提升工程，大力发展
羊草产业。实施饲草种业质量
提升工程，支持羊草、苜蓿、饲
用燕麦优质品种培育推广，到
2025 年优质苜蓿达到 30 万亩、
全株青贮玉米达到 100万亩、饲
用燕麦达到 50 万亩，人工羊草
达到 10万亩，优质饲草自给率达
到85%以上。

（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

看看奶牛的智慧小生活看看奶牛的智慧小生活
挂耳环戴项链挂耳环戴项链，，睡软床住单间睡软床住单间，，享按摩配大餐享按摩配大餐！！

□黄滢滢

你能想象牛睡“席梦思”，持“身份
证”上岗吗？不仅如此，奶牛饲喂的饲
料也是经过智能“营养师”计算出来的
营养配方，奶牛的小日子真的有滋有
味！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的畜牧养殖从业者开始将这
些先进技术运用到畜牧养殖生产中，使
传统畜牧业更具智慧。

近日，记者跟随青岛市畜牧局高级
兽医师刘锡武走进位于胶州市洋河镇
的浩德瑞牧业，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
的厂区，智能化的奶牛片区、挤奶区以
及饲料喂养区，这里的牛生活到底有多
牛呢？

妆：“耳环”“项链”是标配
上午 9点左右，记者跟随刘锡武到

达养殖场。干净宽敞的牛舍里，一头头
黑白花奶牛正悠闲地趴窝着，记者耳畔
不时传来奶牛浑厚的“哞哞”声。随即，
记者的注意力被每头奶牛耳朵上的“耳
环”所吸引，几乎每头牛的耳朵上都戴
着一个黄色“耳环”，上面还写着一圈数
字编号。记者不禁疑惑道为啥奶牛要
戴这个“耳环”呢？

“这可不是‘耳环’，这是每头奶牛
的身份证明。”刘锡武向记者介绍，这个

“耳环”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就是给
奶牛取了一个名字。“因为牛舍里奶牛
太多没法管理，还都是清一色黑白花
的，给它起代号，管理的会更规范。”哎
呀，记者以为是奶牛的“耳环”，没想到
是人家的“身份证号”呢。原来是因为
奶牛的毛色一样，个头一样，养殖人员
很容易分不清谁是谁，有了“身份证”
号，就能马上找到牛了。

另外，记者注意到奶牛不仅佩戴
“耳环”，脖子上也挂着一条蓝色“项
链”。这条“项链”是起到什么作用呢？

“奶牛佩戴的是智能项圈，这个项圈记
录了它们每天走的步数、心跳，以及体
温等各种信息。通过佩戴的项圈，奶牛
的反刍量、产奶量、食欲、睡眠、呼吸频
率等信息都会每时每刻被记录下来。”
刘锡武告诉记者，有了智能项圈对奶牛

信息的检测，牧场工作人员就可以根据
数据来判断奶牛的健康，随即进行相应
地处理。

住：“单间”还配“席梦思”
记者参观牛舍时正值上午十点

左右，阳光温暖，微风徐徐，牛场内的
奶牛们正在慵懒地享受着阳光，记者
观察到，牛舍里每头牛之间都被铁杆
隔开，每头牛都舒适地趴窝在自己的

“小床上”。记者不禁感叹道，奶牛相
当于住上了宾馆的“小单间”啊！“是
的，不过话说回来，牛舍投资的成本
可能要大于一家宾馆的成本。”刘锡
武说道。

“你看它们趴窝的‘小床’，其实就
相当于人们睡的席梦思床垫了，厚度差
不多是 15到 20厘米之间。大小和单人
床也差不多，每头牛都配有一个床位。”
刘锡武向记者介绍道奶牛的“小床”。
记者好奇的问道这个“小床”是由什么
材料制作的？“为了让奶牛休息的舒服，
都是用柔软的垫料，而且还应用了刮粪
板自动清理粪便，经固液分离后，固体
粪便高温发酵作为卧床垫料，液体经处
理后循环利用，粪便与垫料混合后，便
经微生物快速降解，这样牛棚的环境就
很干净。”

为了让奶牛休息好，养殖人员可真
是煞费苦心啊！“高产奶牛最少一天要
保证 14个小时的趴窝休息时间，奶牛
每多趴窝一个小时基本上能多产 1.7公
斤左右的牛奶。奶牛除了吃饭、出去溜
达溜达，剩下的时间基本上都趴在这
边。”记者不禁感叹，原来让奶牛住“小
单间”，睡“席梦思”，主要也是为了让
奶牛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啊！“给奶
牛提供一个好的休息环境，让它休息
好，才能发挥它最大的生产性能，并且
产的奶质量也好，数量也多。”刘锡武
说道。

食：“云端营养师”做饭
随着记者探访时间逐渐接近中午，

奶牛们也到了饭点。刘锡武告诉记者，
为了让奶牛吃得好，产出更优质的奶，
奶牛日粮都是由智能“营养师”根据不

同年龄段的奶牛所需的营养成分搭配
好的“健康餐”。“‘营养师’把配方通过
电脑发送到TMR精准监控设备上，设备
接收以后制作人员根据配方的数据开
始进行操作。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标准
饲料配方与采食饲料配方的误差。对
每一头牛吃到嘴里的东西都能进行精
准监管。”

原来奶牛们不光住得好，吃得也很
好。刘锡武告诉记者，其实奶牛是 24
小时不间断采食的，食槽里一直供应饲
料，“现在牧场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
已经达到了对奶牛的精准饲喂。在配
方处理上，对奶牛 TMR制作及饲喂过
程全程监控，对每一种投入原料实时监
控，从而实现按配方制定投料计划，达
到配方日粮、投喂日粮、采食日粮的一
致。”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按照拖拉机上
的 TMR智能监测显示屏接收到云端传
来的营养配方开始添加各种饲料原料，
饲料搅拌好后，工作人员便开着拖拉机
对奶牛进行投喂。奶牛看到饭来了，便
乖乖伸出头，开始享用自己的健康大
餐。

现场：仿生按摩享受挤奶
上午11点左右，奶牛的挤奶时间到

了。记者来到挤奶大厅，发现挤奶大厅
里管道错落有致，一头头奶牛正在排队

进行挤奶，但是大厅里只有四个员工在
操作着，记者询问道，诺大的挤奶大厅
里为何只有四个挤奶工呢？“挤奶四个
人在现场操作就够了，因为现在挤奶的
机械化、智能化程度比较高。挤奶设备
是2x24并列式的，一次可以挤四十八头
牛。挤奶人员的分工比较明确，工位固
定，整个挤奶过程都能监控下来，还有
奶牛每一个乳区的健康状况、每班次的
产奶量等多项数据都能即时记录，同时
还可以对挤奶人员的错误操作进行监
测、追责”。刘锡武回答道。

“奶牛其实是很享受挤奶过程的，
如果不及时挤奶，牛奶积压在乳房中，
相对来说，奶牛是不舒服的。及时把牛
奶挤出，对奶牛来讲，是舒服的过程。
并且现在挤奶设备都带有乳头按摩功
能，在挤奶的时候也是模仿小牛吃奶的
频率。“刘锡武说道。

记者一趟下来，发现现在的奶牛，
在技术的推动下，纷纷在智能农场中，
过上了睡“席梦思”、吃“健康餐”的幸
福生活。佩戴智能项圈也可以让养殖
人员及时实时了解奶牛的运动轨迹及
生理信息。奶牛们在“智能农场”里享
受到从出生到产奶的全方位科技服
务，从而产下质量更高的牛奶。由此
可见，现在科技发展不仅给人带来了
便利，给“牛哞哞”们也带来了生活上
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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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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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百分比是我国饲用豆粕在饲

料消耗中的占比，比值的逐年下降意味
着我国饲用豆粕用量在逐年减少。

2022 年，我国畜产品产量全面增
长，畜产品和饲料原料的进口则双下
降，饲料原料中豆粕用量下降，这些成
绩可谓来之不易。近日，在中国饲料工
业协会主办的首届中国饲料产业发展
论坛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副局长
辛国昌表示，2022年我国饲用豆粕在饲
料消耗中的占比降至 14.5%，饲料蛋白
转化效率比2021年提高两个百分点，减
少大豆饲用需求 410万吨，推动节约饲
料粮1630万吨，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
供了重要支撑。

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养殖业饲料
消耗量4.54亿吨，其中豆粕用量6580万
吨，比 2021年减少 320万吨；豆粕在饲
料中占比 14.5%，相比 2021年的 15.3%
下降了0.8%。据估算，2022年饲用豆粕
减量折合减少大豆需求 410万吨，相当
于我国3000万亩耕地的产出。

豆粕减量替代是由我国畜产品消

费需求的增长和饲料原料结构性短缺
的矛盾决定。供需紧平衡是我国粮食
安全的长期态势，饲料粮需求持续增
长，粮食安全的最突出矛盾在饲料粮。

“我们当前的能量饲料供应相对宽
松，但蛋白饲料供给则具有依赖性，整
个饲料原料的结构性短缺将会长期存
在。”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饲料饲草
处处长黄庆生认为。当前饲料产业快
速发展，对畜牧业的稳产保供提供了有
力支撑。辛国昌表示，2022年全国肉蛋
奶总产量接近 1.7亿吨，平均提供给每
人每年的动物蛋白达到 14.1千克，肉类
和奶类产量创新高，充分保障了畜产品
供给，稳定了市场价格，这其中饲料行
业的贡献功不可没。

2022年，我国养殖业饲料消耗量4.54
亿吨，比上年增加0.9%。猪、肉禽饲料消
耗小幅下降，蛋禽、水产饲料消耗小幅增
长，反刍动物饲料消耗较快增长。这一年，
我国畜牧业生产实现全面增长，猪牛羊禽
肉产量9227万吨，比上年增长3.8%。其
中，猪肉产量5541万吨，增长4.6%；牛肉产
量718万吨，增长3.0%；羊肉产量525万
吨，增长2.0%；禽肉产量2443万吨，增长
2.6%；禽蛋产量3456万吨，增长1.4%；牛
奶产量3932万吨，增长6.8%。总体而言，
我国畜牧业形势总体向好。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聚焦“提效减
量、开源替代”，在需求端压减豆粕用

量，在供给端增加替代资源供应，取得
了良好效果，从豆粕在饲料消耗中占比
逐年减少可见一斑。

不过，我国饲料行业在取得长足发
展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重大挑战。辛国
昌称，饲料粮特别是蛋白饲料供应保障
形势严峻，国内粮食生产结构性矛盾突
出，饲料原料进口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
增多。

黄庆生给出的数据显示，2022年饲
料原料从营养物质供应量来看，能量供
给总量为 2.38万亿兆卡，其中，国内提
供 78%，进口提供 12%。蛋白供给总量
为 1.19亿吨，其中，国内提供 65%，进口
提供 35%。从营养物质含量来看，国内
资源的能值为 2530兆卡/吨、蛋白含量
10.6%；进口资源的能值为 3110 兆卡/
吨、蛋白为 24.9%。动物饲料的平均能
值和蛋白需求分别为 2360 兆卡/吨和
17.4%。这说明，国内资源能量供给有
余，蛋白含量偏低，需要进口资源弥补，
蛋白原料进口依赖度高。

从2022年饲料原料供应总量看，我
国粮食可以基本自给。谷物供给以国
内为主，进口大豆大麦、高粱等主要满
足饲用需求；从营养物质看，国内粮食
供应的蛋白不足。2022年国内粮食平
均蛋白含量为 10.6%（饲料蛋白含量需
求 17.4%），进口粮食平均蛋白含量为
24.9%。从消费结构看，粮食饲用消费
占主体。2022年我国粮食中的谷物和
豆粕饲用消费量 29930万吨，粮食加工
副产品饲用消费 9260万吨，合计 39190
万吨，占粮食消费总量 48%，高于 33%
的食用和17%的工业用消费占比。

从养殖业饲料消耗看，饲用蛋白近
一半来自进口。2022年我国养殖业消
耗的蛋白总量7900万吨，其中国内来源
4243万吨、占 53.7%；进口来源 3657万
吨、占46.3%。

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力争到2025
年，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降至 13.5%以
下，比2020年下降4.2个百分点，节约豆
粕2000万吨以上，折合减少大豆约2600
万吨。从 2022年饲料中豆粕用量占比

情况来看，这个目标的实现还有 1%的
距离。

虽然只有 1%，但压力仍然不小。
“截至目前，我国饲用豆粕减量替代还
没有全面推开，在思想认识、技术支撑、
政策支持等方面还有待加强。”辛国昌
说。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谯仕彦表示，解决蛋白饲料资
源短缺问题应该从五方面入手：一是提
高养殖效率；二是提高动物机体氮沉积
效率；三是开发新型蛋白质饲料资源；
四是种养结合的一体化农业；五是培育
不依赖于豆粕、高饲料转化效率的畜禽
品种。

“在相当长时期内配制低蛋白日
粮仍然是解决蛋白饲料资源短缺的最
大依仗。”谯仕彦称，实现畜禽日粮低
蛋白，需要聚焦净能赖氨酸平衡、限制
性氦基酸平衡、矿物元素及电解质平
衡以及多元化日粮配制与节粮技术集
成。

而在豆粕减量替代背景下，满足动
物精准营养需求、确保养殖效率不下
降，氨基酸平衡是关键。近年来，我国
大力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通过在饲料
中添加使用工业合成氦基酸，补足原料
中的短板营养元素，有效降低了饲料中
蛋白用量，减少了浪费。

谯仕彦介绍，目前，赖氨酸、苏氨
酸、蛋氨酸、色氨酸、缬氨酸 5 种晶体
氨基酸己被较为普遍地应用于低蛋白
日粮中。随着饲料蛋白水平的下调，
异亮氨酸等小品种限制性氨基酸补充
的需求增加。组氨酸、苯丙氨酸、亮氨
酸的碳骨架不能由动物细胞直接合
成，随着日粮蛋白水平的进一步降低，
这几种氨基酸可能成为下一步限制性
氨基酸。

“培育不依赖于豆粕、高饲料转
化效率的畜禽品种也是解决我国饲
料蛋白资源短缺路径的必要选择。”
谯仕彦表示，就是要将饲料转化效率
作为畜禽品种（配套系）培育的核心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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