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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 5 分下降到 2. 5 分，体重损失 55 千克。

①营养供给 : TMR 总采食量: 37 ~47 千克， 二1": 物质采食盐 1 9 ~ 23 千克 ， 满足 CP

1 6%~ 1 7%的fzjt耍 ，优质 CP 在精饲料中比例超过 10% 。 泌乳初期奶牛日粮要保证粗饲料的

质量，精租比不超过 65 : 35 ， 产奶净能 7.4 5 兆焦/千克 ， NDF 不低于 29 % ， ADF 不低于

19% ，钙1. 0% ，磷 0. 46% 。 在不影响粗饲料消化的情况下，也可以在 日粮1'1' 1111人脂肪，脂

肪含量不超过 7% 。

②典型配方 : 精饲料 9~ ) 2 千克;粗饲料: 全株青贮 20--25 千克 ， 羊草或煎麦草 3~4

千克 ， 茵帮 3~4 千克 ， 百|↑菜颗粒柏 ) ~2 千克 ， 全棉籽 1 千克。

此阶段饲喂最优质的粗饲料， 提高奶牛干物质采食盘。 可以增加精饲料11畏毡 ， 但每天每

头牛增加iB不超过 O. 5 下克。 日粮中添加缓冲剂以调节瘤胃 pH ，饲喂 12 克尼克酸以降低嗣

中毒，添加丙二醉 (0. 23 下克) 或丙酸钙 (0.1 5 千克) 以提高血液葡葡糖浓度。

③管理要点 : 减缓奶牛能iiì负平衡，减少体重损失，防止发生酬病、 脂肪}lf等疾病 ; 及

时观察奶牛繁殖系统健康状况， 适时配种， 在产后 60~ 110 天配种受孕，体出~r:分 2. 5--

2. 75 分。

(5) 泌乳中后期 指产后 100 天以后。 奶牛有最大的干物质进食盘，是体况恢复的最佳

时期。

①营养供给:日粮营养的水平依据产奶茧的变化而变化。 总采食 34 -- 35 千克，干物质

采食盐 17~19 千克。 满足 CP 1 4%~ 15%的需要 ， NDF 30%~33% ， ADF 2 1 %~23% ， 钙

o. 4 5%~0. 60% ，磷 o. 35%~0. 45% 。

②典型配方:精饲料 6~8 千克;粗饲料: 全株青贮 (黄贮) 22~ 18 千克 ， 羊单: (玉米

秸杆) 3--4 千克 ， 苗稽 2~4 千克，甜菜颗粒柏 1 千克。 可以多用杂柏， 可以饲喂一些玉米

秸轩饲料和黄贮。

增大 日粮中粗饲料的比例。 在泌乳后期减少精料中成本较高的高过瘤胃率的蛋!气质饲料

和脂肪。 注意饲料的每变，预防流产。

③管理要点:控制每月产奶垂下降的幅度为 5%--8% ; 及时检查奶牛是再怀孕 ; 控制

精料饲喂址，理想的体况ì'lt.分 C BCS) 为 3. 5~3. 75 分，如果 BCS 大于 4. 0 分 ， 可以考虑控

制「物质采食盘。

适宣区域: 适宜在黑龙江、内蒙古 、 新砸、山东、河北、河南、山西 、 吉林、 辽宁 、 宁

夏 、 陕网、四川、 安徽、甘肃等我同奶牛养殖的主产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巾 |刻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 l丘圆明同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 系 人 : 李胜利，王雅品 ， 曹志军，夏建民

联系电话 : 010-62731254 

电子邮箱 : ji s heng ji@cau. edu. cn 

F.基础曰粮仿生j肖化评价技术

技术概述:日粮占家禽养殖戚本的 60%--80% 。 控制日棋的配方成本是控制养殖成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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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直接、有效的手段。 然而在饲料配方中，如何准确地获得饲料原料可消化养分的含量及配方

调整后日粮的营养价值是实现养殖成本控制及提高企业饲料产品竞争力的关键。 为了解决生产

中对饲料可消化养分含最快速获取的技术要求，经过近 10 年系统深入研究，在探明了鸡、鸭

体内消化参数的基础上，创建了可模拟动物消化吸收功能的专用消化道仿生消化器及 4 个向动

控制系统。 并配套开发了鸡、 '1鸣等单胃~J物的模拟消化液试剂盒，实现了单胃动物胃→小肠→

大肠→产物清洗的全自动程序化进行，攻克了饲料可消化养分含盐快速评定的技术难题。 在此

基础上，研制出了全自动单胃动物仿生消化系统 (S0&2) 这一大型仪器。 实现了仿生消化方

法 "标准化、仪器化、自动化"的创新，测定结果的变异系数 (CV)控制在 o. 5%以内，精

度比同类方法提高了 6 倍以上，准确度提高了 3 俏。 该技术已于 2011 年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 "单胃动物仿生消化系统及基于该系统模拟单胃动物消化的方法"， ZL200910078147. 1 证书号

第 859491 号) ，从属专利 6 项，并于 2015 年获得第十七届中罔专利奖。

增产蜡烛情况: 该技术已在同内 21 家大型同家农业产业化龙头饲料企业应用，其，，-，家

禽饲料的年产量累计超过了 1 000万H电 。 根据广东温氏食品集团等的应用情况，采用该技术

使每 l吨配合饲料的成本降低了 20----25 元。 以此推算，在饲料行业全面推广后，该技术t'i年

可为我国饲料行业节约的生产戚本在 10 亿元以上。 同时，采用 i亥技术筛选的饲用酶制剂与

国家标准方法 (GB/T 26437- 20]0 ((畜禽饲料有效性与安全性评价强饲法测定鸡饲料表现

代谢能技术规程》 、 GB/T 26438- 2010 ((畜禽饲料有效性与安全性评价全收粪法测定猪配合

饲料表现消化能技术规程)) ) 相比，可使基础日粮配方的有效能值在现有使用酶制剂的基础

上进一步降低了 125 . 4,...._ 167. 2 千焦/千克(占日粮有效能的 1 % ，...._ 1. 5% ) ，相当于每年节约

237 万吨玉米，养殉粪便的排泄量减少 203 万吨(鲜重) 。

技术要点: 采用仿生消化系统技术手段 ， 以肉鸡、肉鸭、蛋鸡、蛋鸭基础日粮珍断、检

测为基础，采用以可消化养分为基础，通过优化大宗饲料原料配伍、非常规原料替代、酶制

剂、力n工工艺参数精准调控配制家禽健康养殖精准日粮， 大幅提高家禽健康养殖技术水平 ，

提高经济效益。

注意事顶: 采用仿生消化仪评价基础日粮及优级化筛选相应的饲料酶制剂诊断日粮及其

添加剂优化筛选效应;日粮配方遵循少用抗生素，维护动物自身免疫健康能力 。

适宣区域: 全同所有地区均适宜推广。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 赵峰

联系电话: 010-62816013 
电子邮箱 : zsummit@sina. com 

2.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 9 号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养禽事业部

邮政编码: 527400 

联系人: 谭会泽

联系电话: 0766-2291531 



电子邮箱 : ta nhuize5@ 163. com 

N. 饲料添加剂与饲料资源开发技术

(一)新型饲料添加剂应用

A.益生乳酸菌制剂在奶牛养殖申的应用技术

l -一 、畜牧何!哩 。

技术概述:乳酸菌是一类重要的肠道菌群，它们对维持动物胃肠道菌群平衡、提高机体

免疫水平、抑制肠道有害菌、促进动物生长和改普环境发挥着重要作剧，经过特妹筛选的乳

酸菌可以在奶牛胃肠道中定植井起到益生效果。 这些乳酸菌以及代谢产物可以有效调节捕胃

内菌群平衡、 增强瘤胃微生物对槌纤维的分f牌，、促进瘤胃对饲料的消化l吸收，同时对改善瘤

胃内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为乳酸菌制剂有无残留、不产生耐药性和无毒害作用等优点，

进而确保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的安全，具备良好的生产和应用价值。

奶牛隐性乳房炎的消除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其严重影响着奶牛生产性能的发挥， 向它带

来的乳房炎也加大了奶牛的淘汰率.给奶牛养殖造成巨大的损失 。 以往预防和l治疗隐性乳房

炎大多依靠抗生素手段进行千预，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奶牛经过抗生素治疗产生的

牛奶由于含抗生茵通常不进行生产加工或被弃掉，因此给养殖业带来不少损失 。 而经过筛选

具有功效性的乳酸菌可以提高奶牛机体免疫水平，抑制肠道有害菌的生长，对奶牛隐性乳房

炎的预防和治疗有着良好的效果。 同时，其无残留且不产生耐药性， 产生的牛奶仍然可以通

过乳，fh )Jn工进行销售。

提高奶牛最大采食盘，增加产奶量是奶牛养殖工作者追求的目标。 而在集约化饲养追求

产奶茧的过程巾，奶牛精料使用量力n大， 瘤胃菌群失调， 容易发生慢性瘤胃酸巾每疾病 ， 不

利于奶牛对饲料的消化和吸收，进而导致产奶量下降和生产成本升高，影响牧场养殖效益。

饲料巾添加l乳酸菌制剂可以调节瘤胃菌群平衡、促进纤维分解菌的生长、有放抑制瘤胃般巾

毒发生、有助于饲料消化吸收井增加奶牛采食盐进而提高产奶盐。 因此 ， 该技术的推广可以

有效增加奶牛养殖的经济效益。

增产增烈情况:

(1)益也乳酸菌市IJ剂防治隐性乳房炎作用 : 在正常的管理和l饲 11民情况下，针对体细胞数

高干 50 万个/毫升的牛群，投H良益生乳酸菌制齐IJ 1 00 克/ (头 · 天) .连续使用 1 5 天，体生m

JJ包数通常可降低到 40 万个/毫升以内;体细胞数超过 80 万个/毫升的牛群经过七述治疗可降

低至 50 万个/毫升以内;体细胞数高于 100 万个/毫升的牛群投11民益生乳酸菌制剂 200 克/

(头 · 天) .连续使用 15 天，体细胞数通常可降低到 50 万个/运fl 以内 。 或通过隐性乳房炎

筛查评定方法添加益生乳酸菌制剂对隐性乳房炎的治疗有效率可达 85 % 以 t 。 在正常牛群

rrl按照预防量:添加揽生乳酸菌制剂 20 克/ (头 · 天) ，遇到应激时jm借使用，可有效防止隐

性乳房炎的发生 。

(2) 益生乳酸菌制剂提高采食盐 、 增加产奶聋作用:在相同的管理和l饲喂情况下，投喂

益生乳酸菌制剂 40 克/ (头 · 天) ，使用 15 天后可通过观察粪便判断奶牛消化情况有所改

善，饲料过瘤胃现象减轻，使用 20 天后采食量有所增加，连续饲喂 30 天后奶牛产奶量较饲

喂前可提高 O. 5~ 1 千克/ (头 · 天) 。 连续使用可以促进奶牛对饲料的消化吸收，维持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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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奶水平，同时{圳、'iW~指标的稳定。 在用产牛群巾按照添加l放生乳殷商1M 开1)70 克/ ( 头 ·

夭)例11良， ，可以迅Jf ~U ,\':j W~牛采食fli:. 缓解能~ït负平衡 . 并 且有放顶|坊j立目移位和l捕时内发中

4快病 (1<)注:' 1:. 0 111 11主 '11 ，{J:r} I~(I<) lI t I~'~ I主|现象，可i进行益结:乳酸的制开IJ 200 克/ (头 · 夭)灌

服.连续 3 *1;!1l可奸转 。

技术要点:

( I )应叮Jm ~{It牛场奶厅 IJ. ' I二它，'J.'II ， 严格挤奶jf，[程操作 。

(2) 挺高奶牛l卧床舒适度， 保证奶牛休息H才 |闷 。

(3) 应当提高 TMR 投料的准确性， WìïE各种原料的误差应在合理范 I=PI 内 ( 0~2% ) 。

(4 )院制丁MR 的搅作时间，边1J1l料边搅拌，添加完所有饲料原料后，继续搅.n 3~8

分钊1. 防止过度搅拌悦合 。

( 5) tnJ II良 u.t叮将益生乳酸菌flìlJ 剂与少韭柏饲料预混 (20 千克左右) . 然后 IJ4'.血过 TMR

ill行投H民效果更佳 . I 天投 l眼 l 次日IJ "f 。

(6) 为了更好地防止隐性乳房炎发生，在艳个泌乳均j~:按照预防剂茧添JJIl.(，注 ~J:.乳酸菌制

剂 20 5"U (头 · 天) ，遇到环挠)lÌj激或生产应激时1mfA'使川 l 。

(7) 从闸产前期卅!Jfì连续使j刊，添加l益生乳殷商制剂投!!R40 克/ (头 · 天) . nj"且好地

fJt illt由目的~~动态平衡 ， 提高奶牛生产性能。

(8) 添 JJI]就生乳酸菌制开IJ时，切忌与抗生素治疗同时进行。

适用范围: 适宜在各地规模化养殖场、 大中型养殖场、奶牛养殖小~rll惟('应剧 。

技术依托单位:

1.内蒙古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联系地址 : 内蒙古l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306 号

1'"11改编H问: 010018 

联 系人 : 1味永桶

联系电话 : 130J5201399 

电子1'"1箱 : nmgyfchcn@ 126. com 

2. 内蒙古和美科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I;{ J此 占思汗东街孵化|兀1 7 号楼

邮政编码 : 010051 

联系人:郭奇苑

联系电话 : 1379J856282 

电子1'"1箱 : guoqiyuan@ scitop. cn 

8. 植物源精料提高猪肉白质技术

技术概述: 该技术以巾兽医药理论为指导，采M我 |玉|农业部 1 773 号公告颁布的药食同

源及保健食品名录内的天然植物或栽培植物当归等的根、 茎、 H十 、 花、果实辑:为原料.合理

组方，精制加工而成。 其机理是:从动物内脏及内分泌系统入手，深层加l理动物肠胃， 疏JJ+

理气，全面清理毒素，增强机体免疫，其效果比传统中药药效提高 60~80 倍;不仅能快座

消除药残、清除腥秽，还能消除动物的便秘和皮肤病等 ; 经严格的毒理实验证明，以目前剂

量的 58 倍使用，无毒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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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融现代营养学的微生态制剂、生长剂、酸化剂、杀菌驱虫诱食剂为一体， 具有清热

初中 、 解毒排毒、除臭桂秽、杀菌驱虫、健胃消食、长肌增重、扶正固本、抗应激等多种功效。

眩技术 2011 年通过了河南省科研成果鉴定(豫科鉴委字 [2011 J 第 036 号)。

增产增娘情况: 生长发育猪出栏前 50 天开始使用植物源精料 ， 180 天出栏毛猪体重可

达 115~ 125 千克，屠宰率达到 76%~81 % 。

猪肉品质改善效果:阻网醇含量降至 30~60 毫克/百克(普通为 105~ 1 64 毫克/百克) , 

肌肉脂肪含量提高至 6~ 1l 毫克/百克(普通为1. 54~3. 75 毫克/百克) ， 氨基酸含革提高至

17~22 毫克/百克(普通为 9. 5~ 11 毫克/百克) ，抗氧化性强。 肉品质优 ， 肉质紧密，无腥

元秽 ， 口感筋道、醇香。

技术要点:依据中医方剂学(大，小，缓，急，奇，偶，复)的组方七原则，故设:当

归为祠 ， 生地、 自苟 、 )11 弯为臣，佐以桑叶、槐花、泽泻、 乌药、茵香、肉桂、 植香、佩

兰、使以香附、玉竹。 上述君 ， 臣，佐，使的配伍，融现代营养技术的微生态制剂、酶制

剂、生长剂、酸化剂、杀菌驱虫剂、除臭剂、诱食剂等多功效为一体，共凑清热解毒、除臭

怯秽、 杀菌驱虫、健胃消食、长肌增重、抗应激、燥湿防瘫、增强免疫等功效。 从现代药理

学和l营养学的理论分析，本组方含抗(抑)菌成分、生物碱、多糖、黄酬化合物、背类、挥

发油 、 牒质、有机酸等生物活性物质，同时还含有一定数量的氨基酸、矿物质、钙调索、维

生素、未知生物调节因子和色素，因而能通过抗氧化物质和免疫活性物质的作用，提高动物

机体的抗病能力 。 多糖是免疫活性的主要物质 ， 具有促进胸腺反应、剌激巨噬细胞的乔l噬功

能。 背类可加强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并能促进抗体抗原反应和淋巴细胞转化。 本组方中

的植物有机酸能调节肠胃内的 pH ， 防止有害细商的繁殖和提高酶的活性，促进动物体内的

新陈代谢， 从而提高营养物质的利用率，促进动物生长性能的发挥。

注意事顶: ①精料在使用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推荐剂量和期限使用。②该精料不适宜

50 千克以下的猪使用。③眩精料猪的最大用量为每天 15 克。

适宣区域:全国适宜养猪的省份。

技术依托单位:郑州亿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郑州市大学路 158 号

邮政编码 : 450000 

联系人 : 赵谦

联系电话 : 13903712095 

电子|耶和自 : youdan88@163. com 

(二)粗饲料加工储藏技术

A 槽渲类饲料的储藏技术

技术概述: 糟渣类饲料是酿造业、制糖业、食品加工业等行业的力II工副产物 ， 如酒糟 、

木薯渣 、 苹果渣、柑桶'渣、淀粉渣等。 我同的糟渣类资源种类多，数量大，仅酿酒、 淀粉、

果品加工每年就可产生上亿吨的糟渣。因原料组成、生产工艺不同其营养价值不同 。 糟渣类

饲料营养物质含量丰富 ， 是受养殖户欢迎的廉价饲料资源。 但是新鲜糟渣类饲料的共同特点

是含水盘高，如鲜白酒糟含水量高达 60%以上，鲜木薯渣含水量 80%~90% ， 若不及时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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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处理极易腐败变质，既浪费饲料资源，又对环境造成污染。 同时糟渣类饲料的生产易于受

到环境温温度、 季节性变化的影响，易造成养殖场糟渣类饲料季节供应不平衡，而且受到运

输距离和成本的限制 。 传统的烘干保藏易损失营养物质和增加燃料戚本，晒千保藏易受天气

和场地的影响，因此糟渣类饲料的储藏技术是实现糟渣类饲料有效利用的关键实用技术 。 在

对糟渣饲料进行了储藏、肉牛饲喂及营养价值评定的基础上，现以白酒糟 、 木辑:油 、 苹果

渣、柑楠渣等为例，将糟渣类饲料的储藏技术要领总结如下。

增产增娘情况:该技术是一项生产应用技术， 有利于减少糟渣营养成分损失，提高利用

效率，减少环境污染，解决养殖场糟渣饲料的四季均衡供给，节约用粮、降低生产成木，达

到增效的目的。

技术要点: 糟渣饲料单一储藏、混合储藏、特种储藏技术中的原料选挥、 装窑、取川等

技术规范;糟渣类饲料的窑 (池)储藏、平坝储藏的地址选择和修建要求 。

1.不同储藏方法的技术要领

(1 ) 单独储藏:选用新鲜的糟渣饲料，夏季选用生产出不超过 1 天的糟渣 ， 冬季不屈过

3 天的糟渣 。 运输途中防淋雨，凡被污染的、发臭变质的糟渣均不可用，储存前对混入的土

石块、塑料薄膜等杂物进行清理。 该技术关键控制点:选用新鲜糟渣，储藏中原实，严棉密

封厌氧。 鲜糟渣，含水量高， 宜窑(池)储藏。

(2) 棍合储藏 : ①白酒糟与干稻草棍储:该技术是利用干稻草含水量低，混储易卡;1什ìlJ 白

酒糟含水量高的缺点，甚至可做低含水量储藏，其关键是混储比例，酒糟 : 稻草一般选

(8~ 10) : 1，其次是稻草要侧短，长度在 1~2 厘米，如果能将稻草用揉切机揉切，长皮可

在3~5 厘米，否则不易 j王实排出空气。 j昆储白酒糟的实测容重依稻草?昆储的比例不同为

230~350 克/升，可根据肉牛养殖量计划储藏量。②木薯渣与玉米秸轩混储 : 由于木薯渣含

水量高，可与收获玉米棒后的玉米秸轩混合储存。 将玉米秸秤切短为 2~3 厘米辰，蹂切的

玉米秸秤更好，每1O~20 厘米厚的玉米秸秤上铺一层木薯渣，木薯渣加入盘可根据玉米秸

忏的含水量调整，推荐比例为:木薯渣: 玉米秸轩= 2 : 1。③木薯撞与干甘);'fl;梢?昆合俯喊 :

方法与玉米秸轩温储相同，木薯渣与甘煎稍混储的推荐比例是 2 : 1。④苹果渣与玉米拈氓

储:选用风干玉米黄秸轩或收获玉米籽实后的青绿秸秤 (秸轩料含水量保持在 50% .ò_: ,(-0 

与新鲜无霉变 、 无污染、无杂质的苹果渣按 60 : 40 或 70 : 30 的比例混储。玉米秸杆切如至

2~3 厘米， 1昆储原料总含水量控制在 65%~70% 。 在青贮窑的最底层装入约 50 厘米厚 k米

秸杆， 再铺约 30 厘米厚的苹果渣，增.实、摊平， 如此往复。 月~ 60~80 厘米厚苹果渣迸行封

顶，磨平，做成圆锥或者馒头形，再覆盖塑料薄膜。⑤柑桶渣与玉米芯混储 : 柑桶渣与 k米

芯j昆合储存可实现营养的互补。玉米芯粉碎后与柑桶'渣按 40 : 60 的 比例混合，将混1ì附:↓抓

一把紧握在手里， 有水珠流到指缝，但不滴落下来，将手松开棍储料会松散开来 ， 这样介水

量就合适了 。 再额外加入玉米芯与柑楠渣的总重量的 7% 的 玉 米 粉 、 0. 3 % 的尿隶、

0. 00 1 5 %的乳酸菌，均匀棍合后储藏。

(3) 特种储藏 : 可在糟渣中添加尿素、氟化钱、乳酸菌等符合法规的储藏添加剂 。 以酒

糟中添加氯化钱为例进行特种储藏 : 添加氯化镀可以提高酒糟的氮含量 ， 井具有杀菌、州11萄

作用，有助于防止开窑后白酒糟二次发酵腐败。 在酒糟中添加氯化镀饱和溶液 (常温下nJ1安

1 00 克水配 40 克氯化镀)储藏， 氯化镀添加量为 0. 3% 。 为了让氟化镀与白酒糟j昆合均匀和l

控制含水量增加，储藏中根据窑藏酒糟量确定氯化锁的量，将其榕于水后，在装填酒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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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l用喷雾器l质人 。

2. 技术的详细构成与技术组装

(1)场地选择 : 在牛场的辅助生产区选择地势高燥，便于运糟车进入的地方，根基场地

~件和地下水位的高低，修建地下池或地上池。 平坝储藏选择在靠近牛舍的饲料储料区，排

水好，地势高且平坦的地方。

(2) 储存窑池的容积与修建: 根据所养牛数量、饲喂期长短、储藏过程中的损失以及饲

暇量 [一般按育肥牛 10 千克/ (头 · 天) 的湿糟] 来确定所需储藏的糟渣数量，再根据糟渣

的容重(如白酒糟巾由于约有 40%的稻壳，实际测得容重为 680 克/升)设计窑池容积大

小。窑池修建要求四壁平整光滑 ， 能够密封，防止渗水和漏气，且有利于糟渣的装填压实。

窑底部设计坡度一般 2。左右 ， 窑池中部相对低于两边 ， 可设排水沟和出水孔，糟渣窑池取

料开口处的宽度设计词:根据'每天用糟量和|易于操作而定，一般开口处宽度不宜太大。 平坝储

藏的地面整理， 地面整理最好呈鱼，背彤， 中部比两边缘高1. 5%~2%的坡度。 平坝储藏时

在地上铺 2 层厚实的聚乙烯塑料膜 ， 平坝储藏适合用于糟'渣与秸利:类的?昆储料。

(3) 窑藏前的准备:用前先将窑池消毒并打扫干净，保证四壁无裂缝后备用。

(4) 装警 : 将糟渣逐层铺平，用人力或机械将糟渣压实压紧，特别注意要把窑的四周和

边角压实ffi紧，直至将窑池装满或者将车里的糟渣装完为止，接着用泥土等重物将塑料膜四

周压紧密封，保持密闭厌氧环境。

( 5 ) 管理 : 定期检查塑料膜有无破损，防止空气渗入，破坏庆氧环境。

(6) 取用:根据当地气温， 糟渣密封储藏 30~45 天后即可取用 ， 取用时根据日用量决

定塑料膜开口大小。 注意在取用时不要用铁铲，避免将地上的塑料膜戳破。 尽量缩短取用时

间， 每次取用之后迅速密封。

(7) 品质鉴定 : 优质的糟渣储藏料与鲜糟色泽相近， 呈芳香酸味 ， 不发站 ， 动物喜欢

采食。

(8) 饲喂 : 饲H畏量;由少到多，严格控制用量 ， 不能饲喂霉变等变质糟渣 。 注意补充钙、

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 或搭配青绿饲料和干草。 根据喂料比例在精料中添加 o. 5%~ 1. 5%小

苏打 ， 有条件的可增加 Q. 2%左右的氧化镑。

注意事顶:尽iit减少糟搔原料暴露时间，保证密封厌氧。

适宜区域: 全国 。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联系地址:北京市圆明阿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曹兵悔

联系电话 : 010-62814346 

电子邮箱 : caobhchina@ yahoo. com. cn 

2. 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

联系地址: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

邮政编码 : 625014 

联 系 人: 王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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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835-2885730 

电子邮箱: wangzs@s icau. edu. cn 

3. 云南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昆明市小IJ肖

邮政编码 : 6502 12 

联系人:黄必志

联系电话: 0871-7391020 

电子邮箱 : hbz@ ynbp. cn 

4. 宁夏农林科学院

联系地址 : 宁反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 590 号

邮政编码: 750002 

联系人:罗l民瑜

联系电话: 0951-5169997 , 6882501 

电子邮箱 : nxrntx@yahoo. com. cn 

B. 秸军干"服法厌氧"处理技术

技术概述:

(1 ) 技术提出的背景:农作物秸轩有效利用起来就是资源，大量露天焚烧严重污染空

气，就是环境灾难。 根据 2010 年 12 月农业部科教司 《全同农作物秸轩资源调查与印价报

告》 调查统计， 全国秸轩理论资源量为 8. 4 亿吨，可收集资源盘约为 7 亿吨。 秸轩品和1 1 以玉

米、 7]<稻、小麦等禾本科为主。 其特点是中性洗涤纤维 (NDF) 含量高 (通常占千物质的

60%以上 ) ，纤维木质化程度高，粗蛋白质 (CP) 含量相对较低 ， 消化率低 ， 适口性差 。 直

接饲H畏这些低质粗饲料对反鱼动物来说营养价值不高。 如果对低质粗饲料进行适当的)111 仁处

理能大幅提高其消化率和利用率，成为反鱼动物的可利用粗饲资源，可变j麦为宝。

(2) 解决的主要问题 : ①在全国建立示范基地，加快应用。 利用"补钙代青贮产品碱法

庆氧生产方法"。 有效分解木质素与半纤维素结合的醋键，还可转化为补钙营养素。

同时，利用青贮原理防止碱化处理后秸轩易每变技术成为碱法处理秸轩提高品质和1 ..补

钙代青贮"产品产业化的重要配套技术关键。 ②进一步扩 大试验示范效果。经过奶牛伽JJf 试

验验证饲l喂效果优良。 "补钙代青贮" NDF 消化率比对照组提高 20%以上 。 同时在11 'j: 相

河南两家规模牛场分别进行了生产验证试验，取得相似结果。 ③罔家给予发明专利技术产业

化支持，生产一批机械设备"固液匀料器"。 通过发明"固液匀料器"机械设备，解决 f粉

碎秸秤与液体处理剂均匀棍合的机械化问题，实现了利用秸轩"碱法厌氧" 处理生产 ..补钙

代青贮" 的机械化、规模化和产业化的问题。

增产增娘情况: 采用玉米秸秤 "碱法厌氧"处理技术加工的 "补钙代青贮" 产品 . 1í在配

干酒糟及其可熔物 (0以;S) 分别替代泌乳中后期奶牛日粮中 12 . 5%的玉米青贮、 ] 5% rl/~羊

草和 7%的精饲料开展为期 3 个月的饲喂试验。 结果表明， 与对!!离组相比， 3 个试验细的

4%乳脂校正乳产量，乳脂、乳蛋白质和乳糖指标均未受到显著影响 (P>O. 05 ) ; 但降低饲

料成本的优势明显，以替代日粮中全株青贮(折干物质 ) 1. 78 千克/ (头 · 天) ，收益 6. 82

元/ (头 · 天) ，比对照组高 16.6% ; 替代羊草 2. 0 1 千克/ (头 · 天) ，收益 5 . 59 元/ (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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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比对照组提高 13. 5 % ; 替代精补料1. 0 千克/ (头 · 天) ，收益 5. 77 元/ (头 · 天) , 

比对!!~组提高 14.1 % 。

重要性:秸秤"碱法厌氧"处理技术可以把农作物秸杆力I1T)J)(; ..补钙代青lJ1'勺' 新型优质

粗饲料，使农作物秸秤有条件成为一个新兴的优质粗饲料产业，改变目前农作物秸秤利用率

低 ， 焚烧污染大气的状况，真正变"废"为宝(肉、奶、毛 、 皮等) 。

应用价值 : 全罔秸轩现I论资源最为 8. 4 亿吨 ， 可收集资游、量约为 7 亿吨。 充分利用秸忏

"碱法厌氧"处理技术，把秸轩加工成 "补钙代青贮"产品，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反鱼动物

的饲料成本(碱化处理玉米秸轩每IJìtt 600 元 ， 羊草每吨 1 1 00 元) ， 为奶牛，尤其是肉牛和

肉羊养殖提供了资源丰富、品质与羊革相当的中等质量的粗饲料，增加了粗饲料的可选择

性， 有利于奶牛和肉牛养殖企业降低成本，同时改变吗前秸秤焚烧空气污染的问题。

技术要点:核心技术有 3 点 : 一是碱性物质有效分解木质素与半纤维素结合的酶键 ， 提

高消化率。二是控制饲料含水量及厌氧条件的过程处理与储存，保障安全长期无腐败。二是

机械化网液均匀?昆合提高安全性，保障处理效率，使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优质和JJ+J粘乎「

成为 l可能 。 秸手干 "碱法厌氧" 处现技术工艺流程如阁 l 所不 。

2.稍轩粉碎输送机

|￥1I 

( I ) Nt包"补钙

代)'j'贮"成品存

f请

( 2 )奶牛场背!J.1":
窑制作"补钙代

。贮"

注意事顶: ①秸轩粉碎的长度为 2~3 厘米。②氧化钙 CCaO) 饲料级纯度，调整秸轩

的含水址在 50%~60% ， 氧化钙 5% (干物质基础ID 0 ③棍合均匀后， J王窑，保证每立方米

700 千克以上的容重，青r窑(池)两侧和窑(池)顶用黑向JI英塑料布封窑，并ffi实，严防

漏气。 ④开窑(池)饲l幌前必须检测碱贮秸平干的常规养分含茧，配制动物性饲料配方必须以

实测碱贮秸忏养分为基础。

适宣区域: 农民.和半农半牧也-利用秸轩发展反往1动物养殖，推广秸秤"碱法厌氧"处lrn

技术' 1三产 "补钙代青贮"产品，大幅提高秸秤饲用价值。

技术依托单位:中同农业大学、北京厚实顿科技有限公司、同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员|明同网路 2 号院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 李胜利.曹志军，杨敦启，史海涛

联系电话 : 010-62731254, 62812864 

电子邮箱 : lisheng0677@163. com, dqyang5@sina. com 

V. 营养素减排与粪肥资源化利用技术

(一)规模化奶牛场氮、磷;咸排技术

技术概述: 随着规模化养殖的提高，我国畜禽粪便的总体土地负荷瞥戒值已达到 0. 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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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 O. 4 为宜) 。 我国奶牛日粮中氮、磷水平偏高，能氮不平衡，日粮氮转化为乳纸的效率

比奶业发达国家低 8%~10% ，我同有 83%的产奶牛和 74%的青年牛 日粮磷水平俐 1句 ，部

分牛场高出实际需要量 50%~60%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 。 肉此， .L国 il营养

调控降低规模化奶牛场粪污中氮、磷的排放，为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的韵'久'提供

技术支撑，成为当务之急。

调查表明，生产中奶牛日粮瘤胃能氮负平衡的现象比较普遍，说明瘤胃降解蛋 l' I)!J!:过剩，

可发酵有机物不足，不能达到微生物蛋白质的最佳产量，过址的氮将排放到环境巾。 该技术通

过对规模化奶牛场日粮的能氮平衡和磷水平进行测定，调控日粮饲料原料配比和营养参数， 监

控牛场氮、 磷的排放，可使规模化养殖场实现优质、高产、高效和环境友好的目标。

增产增娘情况: 该技术主要在北京绿荷牛业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嘉利荷牧业有限贞任公

司和现代牧业有限公司推广使用，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生态效益。

通过调节日粮能氮平衡，可使每头奶牛的氮排放盐减少 40~50 克/天，磷排放 llt减少

30 克/天。日粮氮转化为奶氮的效率提高了 3%~5%，泌乳初期和高峰期奶牛产奶 ht提高

1~3 千克/天，乳蛋白质率提高 O. 27 个百分点，井降低牛奶尿素氮 (MUN) 含齿。一个存

栏 1 000 头成母牛的奶牛场一年可以减少氮排放盐 18 吨，减少磷排放蓝 11 吨 ， 在 门 lìíj (1甘条

件下可分别节省成本 90 多万元和 13 万元，经济和生态效益显著。

技术要点:

(1) 生产中奶牛的日粮对瘤胃微生物而言，常会出现瘤胃巾能纸不平衡的状况，我|叫奶牛

养殖生产中比较普遍的是瘤胃蛋白质降解氮过剩，而瘤胃能盘不足，达不到瘤胃微生物蛋白质

的最大产生量和较佳的转化率，所以配制日粮时应尽量;使二者达到平衡，即嬉!回能挝 、F衡

(RENB) ，同时满足瘤胃微生物对可发酵有机物(FOM)和瘤胃可|海解蛋白质(RDP)的;UE段 。

采集牛场全惺合日粮 (TMR) 和各种饲料原料，通过实验室和瘤胃瘦管测定各项!fY养

和降解率参数 ， 评价瘤胃能氮平衡状况 ， 进而优化配方结构使瘤胃能氮平衡。 瘤胃能纸平衡

评定方法的计算公式如下 :

瘤胃能氮平衡 (RENB) =用 FOM 评定的瘤胃微生物蛋白质量 (FOM . MCP) 一

用 RDP评定的瘤胃微生物蛋向质量 (RDp . MCP) 

如果日粮的 RENB 为 0，表明平衡良好;如果为正值，说明瘤胃中能量有富余， )但 1'，吁加
日粮中 RDP 供给，如优质的蛋白质类饲料;如果为负值， 说明瘤胃中能量不足， 应用 )111瘤

胃中 FOM供给，如谷物类饲料(如压片玉米等) 。

(2) 日产奶量在 25~30 千克的产奶牛日粮粗蛋白质水平以不超过 17% (十二物质)为

宜 ， 赖氨酸与蛋氨酸比例达到 3 : 1 时，可以减少日粮的粗蛋内质水平 1 个百分点。

(3) 奶牛磷排放与日粮磷水平有很强的正相关，粪磷浓度、粪磷排社lI:、总磷排mt 1.] 11 粮

磷水平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供给超过奶牛需要量的磷将导致磷排泄的线性增加。 |大1 1lt ， 给奶

牛饲喂适宜水平的磷是奶牛场磷减排的最主要的经济且易行的途径。

该技术表明， o. 32%~0. 37 % (干物质)的日粮磷水平能够满足日产 25~30 千克产奶

牛的磷营养需要， o. 18%~0. 3% (干物质)的日粮磷水平能够满足干奶牛和后备牛的仔养

需要。按此标准调控奶牛日粮配方，使日粮磷水平保持在适宜范围内，可以提高日粮磷的利

用率，降低磷排放量。我国目前的 《奶牛饲养标准>> (NY / T 34-2004) 给出的磷需要 ! lt水

平偏高， 有待于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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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敖皮、菜柏、棉柏都是含磷元素较高的饲料原料，这些原料在奶牛精饲料中使用量

极大的情况下，不添加矿物元素磷时一般也不会出现奶牛日粮磷缺乏的情况。

注意事顶: 氮、减排技术应用时奶牛场应已采用 TMR 饲喂的生产方式。 单个饲料和日

'民的 RDP转化为 MCP 的效率按 o. 9 计算。 若采用精粗分开饲喂模式，宿将单个饲料的

阳)p之和转化为 RDp. MCP 的系数进行修正，修正的系数为: MCP / RDP = 3. 6259 -

().84651n (RDN/ FOM) , RDN=RDP/6 . 25 。

适宣区域: 全同范闸内的规模化奶牛养殖场 、 养殖小区等。

技术依托单位:中同农业大学、同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同网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 李胜利，曹志军，姚珉，反建民

联系电话 : 010-62734080 

电子""S箱 : lishengli@ cau. cdu. cn 

(二)粪肥资源化利用技术

A 畜黯养殖粪污沼气能源、生态利用综合技术

技术概述: 随着现代畜牧业的发展，集约化的规模养殖场越来越多 ， 对环境的污染也日

益严重 ， 畜禽养殖粪污沼气能源生态利用综合技术的应用遵循畜禽粪污"资源化" "减革化"

..元害化"的" =::化"原则，有效地解决了规模畜禽养殖场的污染问题，同时开展"二泪"

综合利用，实现了农业物流、能流的生态循环，促进了生态循环农业的发展。 该技术发展已

趋成熟，浙江省的技术应用处于国内先进水平，该技术已经成为浙江省生态省建设和生态农

业发展的最重要技术之一。 其中分项技术"养殖废水高效脱氮除磷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校 2008 年度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畜禽养殖废弃物生态循环

利用句污染减控综合技术" 项目款 2009 年度同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畜禽养殖区域循环经

济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 2007 年度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增产增娘情况: 该技术的应用可降低畜禽养殖污染物排放浓度达 70%以上，沼气可作

为清洁能源使用;泪J!巴作为有机肥使用可以代替部分化肥的使用，并提高农产品品质。 据统

计，目前浙江省年产沼气至少为 8000 万米飞 仅能源效益每年至少为 8000 万元，加上环境

减排效益和l农业节支增收效益， 每年增效至少为 1 亿元。

技术要点: 该技术以庆氧 CSTR 、 UASB、 AF 、 UBF、 ABR 等工艺为核心，采用常温

或中温发醉方式进行，集成先进的高效发酵技术、除磷脱氮技术、资源化利用技术等，因地

制宜采用不同模式和组合工艺，根据处理环节侧重的不同分为"能源生态综合模式" (制取

沼气、根据不同能源与肥料需求，粪尿全进或部分进，沼液部分或全利用)和"能源环保模

式" (制取沼气、沼液按当地环保要求达标处理后排放) 。 配套技术沼气发电、余热增温技术

(沼气发电、热电联供技术) :利用沼气发电机组进行发电与热能利用，开展热电联供技术应

用，提高养殖场沼气工程中沼气的产气率及沼气的利用率。 配套技术"芝沼"综合利用技

术，沼气发电或集中供气，泪液全部用于种植业生产，实现了 "零"排放，达到了农业物

流、能流的生态循环。 配套技术高效厌氧发酵处理技术:根据养殖场不同粪污原料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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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厌氧罐体的处理效率，减少了程投入与运行管理支巾 。 开展干发酵技术、高陆民~'&酵技

术和1m气生物脱硫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产气率， 降低沼气生产成本 。

注意事顶: 该技术的应用必须要和生态农业建设及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以实J见 .， _

沼"综合利用为目标 ， 否则容易造成二次污染 。

适宣区域: 巾同If江以南的农村地区。

技术依托单位 : 惭江省农业生态与能源办公室

联系地址 : 杭州教工路 93 号

邮政编码 : 310012 

联系人 : 黄武

联系电i活: 057 1-88800037 

电子邮箱: zjncny@ 139. com 

B. 奶牛粪污低温发酵技术

技术概述: 新屈地|丘农牧 12(推广阴气t作的最大技术难点是冬季或全年的气ì11lLìl11~ . 不

适于沼气发醉'微生物的生长和l产气，致使沼气池产气不均衡，使用率受到彤H向 . {I:冬禾气温

低的时候产气率较低，达不到使闸的要求。

低捕l沼气厌氧发酵过程是一个多种微生物菌II羊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 和低ìhft' 1二段类似 . 均

有纠杂的微生物菌.jfr参与代谢，有水解性细菌'、乙酸营养型细菌、产甲烧7片菌等。 {E (1 然界中

存在着很多种产甲炕菌的菌种，虫11氢营养型月:1烧杆菌属的菌种、乙酸营养型甲 :脱毛发|呆i);.n (I(]菌

种等。 通过实验室I击'养，选 HI在低撒下产甲;皖量高的菌种，投放入北方产气效率低的 1fi 飞池

rl '. 增加l低泪产甲:皖菌的数盐和种类，达到提高产气量的目的。 在北方寒冷的冬季~. )JII创泪气

池的u温梢施以提高产气量。 将沼气池建在背风向阳和较深的地下， 来缓解温度川农仰的影

川句 。 另外 . 在沼气池的周闸设置一个隔断地温的防寒沟，可在防寒沟咛1填充透气且导热韦小的

材料。 目前 . 研究已在罔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新砸11于|到壁种牛场试验到i 、 兰州综合试!J们I'i 乎"天

津综合试验站均取得成功，研究内容已经获得新蜒维再尔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增产增烈情况: 应用该技术前，在新疆地区 11 月份后 ， 气温降低至 O.C 以 F . 1({气发

酵基本停止;应用 i亥技术后 ， 可在外界气温低于零下 15.C 时依然正常发酵;在夕|、w-削 j主低

于零下 25.(时，产气效率依然达到常榻的 70% 。

技术要点: 选择低温耐受菌种后 ， 将不同纯菌菌株培养后添1m到低泪发酵体系 " ' . {i) 1 究

添JJ[I的功能微生物向身在低温沼气发酵过程中的变化及对沼气池体系中本源微生物盯梢的影

响，以及低温对发酵?也综合体系产气的影响。

注意事顶: 需要在外界气温尚未降低至 O.C之前，提前进行菌种的接种丁:作 . ~1l*A气

温降低至 O.C 以下之后接种，导致发酵时间变长 ， 产气效率下降。

适宣区域:新陋、内蒙古、黑龙江等冬季气掘低于零下 15.C 的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新脑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 新腥乌鲁木齐市农大东路 311 号

邮政编码 : 830052 

联系人: 余 雄

联系电话: 099187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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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 yuxiong8763601 @126. com 

C. 电化学法处理猪场污71<工艺

技术概述:电化学处理法包括电化学氧化还原、电凝聚、电气浮、光电化学氧化、内电

解等方法。 电化学法在猪场污水处理中的应用目标主要包括重金属的去除、生物难降解的有

机质吸附、 污水脱色、 杀菌消毒等作用 ， 从成本角度出发，此法应与其他方法联合使用达到

污水排放和再利用标准。

技术要点:

1.电化学氧化还原法 指电解质溶液在电流的作用下，在阳极和电解质榕掖界面上发生

反应物粒子失去电子的氧化反应、在阴极和电解质榕液界面上发生反应物粒子与电子结合的还

原反应的电化学过程。 电化学的氧化原理分为两类: 一种是直接氧化，即让污染物直接在阳极

失去电子而发生氧化， 在含辄化物、含盼、含醇、含氮的有机废水处理中 ， 直接电化学氧化发

挥了 卡分有效的作用; 另一种则是间接氧化， 即通过阳极反应生成具有强氧化作用的中间产物

或发生阳极反应之外的中间反应来氧化污染物，最终达到氧化降解污染物的 目的。 这种方法占

地面积少、易操作 ; 但是效率低， 影响的因素多 (pH、电解质、电极材料等) 。

2. 电凝聚法 在电f(1lf过程当中， 采用铝质或铁质的可榕性阳极通以直流电后，阳极材

料会在电解过程当中发生榕解，形成的金属阳离子 Fe3+ 和 AI3+ 等与榕液中的 OH- 形成

Fe ( 0 1-1 ) 3和 Al (0 1-1 ) 3等具有絮凝作用的胶体物质，可促使水中的胶态杂质絮凝沉淀，从

而去除污染物。

3. 电气浮法 通过发生电极反应对废水进行电解，在阴极和阳极上分别析出氢气和1氧

气 ， 产生直径很小 ( 20--- 1 00 微米)、分散度很高的气泡， 这些微气泡粘附在胶体或已形成

的絮体上，随着气泡的上升，这些胶体或絮体会随之上升至水面形成泡沫层。 再用机械方法

去除，从而达到分离污染物的 目的 。 可通过调节电流 、 电极材料、 pl-l 和温度改变产气量和|

气?也大小，满足不同市:耍。 电气浮法在处理猪场废水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最 。 它可使粪水或

沼液的脱色率达 94 % ， 去除率分别达 98%和 75% 。 此外，电气浮法还可使水中浮油的去除

率达 95% ，使乳化111:1去除率达 92% ，对不同浓度的平均去除率达到 91. 2% 。

4. 光电化学氧化法 半导体材料吸收可见光或紫外光中的能量后可作为催化剂使用 ，

使废水发生光催化反应从而达到去除抗生素等有害物质的目的。 常用的半导体材料有 Ti02
和 Siω等。 实验研究表明 ， 光催化氧化法对四氯化碳、 4-氯酣 、 苯二盼、p-氨基酸 、 苯等有

机物及 CN 、 S2 、 l 、 Br 、 Fe2+ ， Cl 都有良好的去除效果。

5. 内电解法 利用废水中某些组分易被氧化还原的特点， 当这些不同属性组分相遇且

有导电介质时进行电化学反应的一种废水处理方法。 内电解法处理废水是絮凝 、 吸附、 架

桥、卷扫、电沉积、电化学还原等多种共同作用 、 综合效应的结果。 工业上常用铁屑内电解

法，其原理是利用铁屑巾的铁和炭(或力n人的惰性电极) 构成微小原电池的正极和负板，以

充人的废水为电解质溶液，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形成原电池。 新生态的电极产物活性极高 ，

能与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使其结构形态发生变化，从而实现废水的处

理。 内电解法的优点是以废泊废，能盐1肖耗少，能去除多种污染成分;缺点是反应速度较

慢，对高浓度废水处理比较困难。

注意事顶: 对于不同猪场排污情况和现有污水处理情况及肥水利用需求来综合选择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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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 另外注意，影响电化学法处理废水效果的因素有以下几项:

(1)电极材料 : 电化学反应是随着电荷的移动在电极表面发生的非均相催化反应。 因

此，电荷的移动速率决定反应速率，而电荷的移动速率是由电极的电位决定的 。 电极基体材

料决定电极电位。 在不同的电极材料上发生反应的可能性和速率各不相同。尽管电极类型各

异，但对它们有着共同的要求，即好的导电性和耐蚀性。用 Sb2 03覆盖的 Ti/Sn02 电板是一

种性能优良并适于处理有机工业污水的电极。

(2) 停留时间:停留时间是电化学工艺在处理废水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停留时间越

长，氧化还原作用进行得越彻底。 但停留时间增加会使能量消耗增加，所以停留时间并- 11-:越

长越好。 而且对于不同的废水，因其成分不间，停留时间需做具体调整。 例如，废水的初始

pH 低，停留时间可以相对短一点;相反，停留时间应相对长一点。

(3) 电解质溶液 : 电解质溶液的浓度对有机物的催化降僻速率具有较大的影H向 ， 主要表

现在两方面 : ①电解时， 一般情况下，随着电解质浴液浓度的增加，降解速率增高;但也解

质溶液投入i主增大，费用增加。②电解过程中不同的电解质会发生不同的电化学反应。 例

如，存在 Cl一 时，电解过程中会产生 Clz 、ClO- ，存在 S04 2- 和 C03 2-时，会在阳极被氧化

为过硫酸盐和过碳酸盐，从而增大对有机物的氧化降解能力 。 所以，应根据具体的反应来确

定最佳条件以提高反应速率，降低费用。

技术依托单位:

1.全国畜牧总站体系建设与推广处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陈强

联系电话 : 010-59194606 

电子邮箱 : 13901227835~139. corn 
2. 北京众力缘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南路通广大厦 516 室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 李坚，黄大智

联系电话 : 1390131481 5, 13501062473 

电子邮箱 : Lijian815~126. corn 

飞[. 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一)奶牛养殖与牛奶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A.育机牛奶生产综合配套技术

技术概述: 有机牛奶生产不同于传统奶牛养殖，是从粗饲料种植基地、饲料加工、奶牛

养殖到牛奶加工和销售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该技术严格按照有机认证标准的规定 ， 对生产过程进行严格控制 ， 实现"从农田到餐

桌" 的全程控制 。 技术体系整合了包括农学、饲料栽培、 生态、植保、畜牧等多个学科在内
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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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成果。 在有机奶生产过程中，通过建立有机饲料基地和粪污元害化处理后还田等途

径，解决了传统养殖业中药物残留、环境污染和产品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解决由于大量使用

农药、化肥以及畜用抗生素所带来的牛奶中药物残留问题。

增产增娘情况:通过有机牛奶生产，即种植有机饲料，有机饲料饲喂奶牛，有机原料奶

加工后销售，牛粪、牛尿生产沼气，沼气用于生产和生活;其他部分再加工生产生物有机

肥，用于种植有机饲料、有机水果和有机蔬菜。 改变传统的奶牛养殖理念和牛奶生产与加工

模式，建立"种养加销与粪污沼气化"的循环经济产业实体，最终以达到节本、增效、减排

的目的 。 有效提高奶牛饲养水平，促进奶牛养殖业向环保、高效、健康发展，建立农业可持

续发展模式，实现循环经济。

该技术主要由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归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丰宁缘天然乳业有限公

司共同实施。 综合 2004-2012 年数据 ， 实现有机饲料种植附加值提高 35%以上，养殖企业

利润率提高 50%以上， 1J日工企业利润率提高 30%以上;企业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将有机牛奶

销售获得的利润转移到农民手中 。

技术要点:

1.饲料及饲草种植 有机奶牛养殖需要建立面积足够大的饲料生产基地，以保证充足

的饲料供应。 种植基地的土壤、水质、大气达到有机认证标准规定的要求。 自种青贮玉米，

95%的饲料来游、都必须获得有机认证;牧草选择适合当地气候的品种，不得使用转基因的种

子、种苗;养殖过程中精饲料比例不能超过 60% ，不能使用转基因和克隆产品 。

单位土地范用内(含饲料生产基地)奶牛的饲养头数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氮的排泄

量不得超过 ]70 千克/公顷) ，将污染降到最低水平，尤其是对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

使用源于本农场生产的有机肥应经过堆肥、沼气发酵等无害化处理， 维持和提高土壤肥

力、营养平衡和土壤生物活性。 外购商品有机肥应通过有机认证或经认证机构许可。 不使用

农药、 化肥、化学除草剂，主张生物防虫、除草。生产基地要求保护生物多样性。

2. 奶牛养殖 不允许胚胎移植，允许人工授精，提倡自然分娩。 所有引人的奶牛或精

液都不能来自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

维护动物福利，采用散栏饲养。牛舍有卧床保持干净、平整和松软，奶牛自由采食，自

由躺卧，保证每头奶牛都有不小于 25 米z的活动空间，保证奶牛的自由运动。 舍饲条件下，

奶牛采食时允许使用颈夹。

采用 TMR 饲养技术，并通过日粮配方技术加大优质粗饲料的比例，有效预防奶牛瘤胃

酸中毒，保障奶牛瘤胃的健康。

3. 疾病防治 兽药使用严格控制，一些药物残留时间长、对人体危害大的兽药在有机

生产禁止或限制使用;停药期要达到常规生产停药期的 2 倍;养殖过程中， 在严重感染或危

害到动物的生命时，可以使用抗生素，但必须使用有机牛奶生产规定的抗生素，且必须严格

遵守休药期和停药期;有机奶牛养殖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提倡采用改善动物福利 、 营养平

衡达到提高其自身抵抗力的目的。

4. 粪便处理 粪便应经过沼气发醉、堆肥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生产有机肥， 替代化肥，减少化肥生产的资源消耗，改善提高土壤的肥力和有机质含量。

5. 挤奶及加工 所有挤奶设备使用前后彻底清洗，保证在设备和奶制品中没有清洁剂

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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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i刀进行:一次全场地|莉的隐性乳房炎检查 ， 及时了仰奶牛乳房健康状况。 注:吃乳房炎的

奶牛， ftr白愈后 2 俏停药用j满前所产牛奶不得作为有机奶n.~售 。

千l 拟LJJft料奶挤:1\)月. I 't:{主皿过特道输送到JJII T. "二间或使剧奶押i草尽快运1UJII T.厂 ， 从挤

奶产 n~至川于}JII丁.前不屈过 24 小IJ，j- ， 乳温应保持 4
0

C以下 。 力|川.过程小不添)JII任何添加剂。

使川专 门的冷库、怜i战 斗二ill行{的 i歧 ， 冷在i主自己送 。

6. 牛奶品质 有机牛奶 ' 1 '年平均体细胞数不能超过 400 000 个/毫升;细菌数不屈过

100000个/毫升。 辛UH1率二三3. 4 % . 乳:!:I:f rl l员职二三3. 0% ， 作JI行乳 lï'îl体二三8. 5% ，酸j芷::Ç 1 7。丁。

7. 产品追溯 建立光嚼的 ~L >R体系和|质吐f专制追溯l体系 。 从奶牛饲养环境、饲料、兽

药、 JJII r. 与运输的所有环节征'1二产过程小部必须保存详细的 ~L>* ，保证全过程按照有机方式

ill1 i生产 ， 1随时接受认 ilE机构的检查 . ff:. 且-..b!.产品巾出现质监问题 ， nf通过立艳的 ~C >R体

系ili .ì虫找到l问题的原IJ;I 。 小产企业必须获得有机认证和和 ISO 9001 质扯付理体系认证证书。

注意事顶: 必须建亿与千ffJ L奶牛 J{州规模相肌肉己的有机饲料吁:产堪胞， )è只是斤!J.t' : '仁产

J，~J也.保证有机制l饲料的供!但;如j牛养别过程/" 1 :. (1'.)粪抖，必须涵过堆JI巴发酵、阴气等拙·胞ill行

λ::~:化处f咱们.ìf IU ; 千f f)L奶牛产全权不能使HI转J;t; 1大|和克|喔产品;必须经权威部门的有机认证。

适宣区域:自然吧态M、境出奸 . 远离重r.业污染源 . 土壤质拉达到JI可家二级标准，符合

发展有机奶户口业的地Ix: 。

技术依托单位: " "叫农业大学 、 |叫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

联系地J11: : 北京市梅淀 |灭性II 明阮|两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月关系人: 节胜利

联系电讯 : 010-62731254 

I l.!. 于 1111咱自 : lishcngli@cau. cdu. c 

B. 生鲜乳安全生产技术

技术概述: ì生技术JEfl对生f.OnL~L产做: 1\ 剧也性的指导 ， 包时·挤奶方式、设备 . 设施 ，

挤奶操作，挤奶员业:求， '"1τ衅乳冷却 、 fi自行，、运输，设备消洗、维护和' I~.鲜乳柿i川等 。

技术要点:

J. 挤奶方式 也鲜乳生产+'fhll依据饲养规模 、 '(，.I .f{ T. ι 手11发展现戈IJ选择边有的挤奶方

式。 挤奶方式有机械挤奶和l手T.街奶 . 生鲜乳生产J直采用机械挤奶。 特定的环节(问IJ分娩奶

牛、隔离奶牛悖)可使川手下搞切。 机械挤奶分为w桶式和付道式肉和1' . fÏ"道式挤奶义分为

定位挤奶和|厅式挤奶Wj种 。 厅式怖奶主要有鱼骨式 、 并列式和转盘式 3 和1 '类型 。 1"1'小规模奶

牛场可选择定位或厅式挤奶， 规模较大的奶牛场提倡使J+I厅式挤奶。

2. 挤奶设施与环境控制

(1)设施组成 : 挤奶设施包插挤奶厅、待挤区、设备室、储奶间、 更衣室 、 办公室、锅

炉房等。

(2) 挤奶厅位置 : 挤奶厅应建在养殖场的上风处或中部侧丽，距离产奶牛舍较近，有制刊的

运输通道，不可与污道交叉。既便于集巾挤奶，又减少污染。主要避免运奶车直接进入生产区。

(3) 挤奶厅的环境要求和卫生控制: ①地面与墙面 : 挤奶厅应采用绝缘材料或砖石墙，

墙面最好贴瓷砖，要求光滑，便于清洗消毒 ; 地面要做到防滑、易于清洁。②排水 : 挤奶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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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冲洗用水不能使用循环水，必须使用清洁水，并保持一定的压力;地面可设一个到几个

排水口， 排水口应比地面或排水沟表面低1. 25 米，防止积水。③通风矛1]光照 : 挤奶厅通风

系统应尽可能考虑能同时使用定时控制和手动控制的电风扇，光照度应便于T.作人员进行相

关的操作。 ④储奶间 : 只能用于冷却和储存生鲜牛乳，不得堆放任何化学物品和杂物;禁止

吸炯，井张贴"禁止吸烟"的警示;有防止昆虫的措施，如安装纱窗、使用灭蝇喷雾剂、捕

蝇纸和1电子灭蚊蝇器，捕蝇纸要定期更换，不得放在储奶罐上;储奶间的门应保持经常性关

闭状态 ; 储奶间污水的排放口市距储奶间 15 米以上。 ⑤储奶罐 : 外部应保持清洁、千净，

没有灰尘 ; 储奶罐的盖子应保持关闭状态;不得向罐中加入任何物质 ; 交完奶应及时清洗储

奶罐并将罐内的水排净。 ⑥外部环境 : 保持挤奶厅和储奶间建筑外部的清洁卫生，防止滋生

蚊蝇虫害。 用于杀灭蚊蝇的杀虫剂和其他控制害虫的产品应当经国家批准，对人、奶牛和环

境安全没有危害，并在牛体内不产生有害积累。

3. 挤奶操作

(1)健康检查 : 挤奶前先观察或触摸乳房外表是否有红、肿、热、痛症状或创伤。

(2) 乳头预药浴:对乳头进行预药浴，选用专用的乳头药浴液， 药液作用时间应保持在

20~30 秒。 如果乳房污染特别严重，可先用含消毒水的温水清洗干净，再药浴乳头。

(3) 擦干乳头 : 挤奶前用毛巾或纸巾将乳头擦干，保证一头牛一条毛巾 。

(4) 挤去头 2~3 把奶:把头 2~3 把奶挤到专用容器中，检查牛奶是再有凝块、絮状物

或水样，正常的牛可上机挤奶;异常时应及时报告兽医进行治疗，单独挤奶。 严禁将异常奶

1昆入正常牛奶中 。

(5) 上机挤奶 : 上述工作结束后，及时套上挤奶杯组。 奶牛从进入挤奶厅到套上奶杯的

时间应控制在 90 秒以内，保证最大的奶流速度和产奶量，还要尽量避免空气进入杯组中 。

挤奶过程中观察真空稳定情况和挤奶杯组奶流情况，适当调整奶杯组的位置。 排乳接近结

束，先关闭真空，再移走挤奶杯组。 严禁下压挤奶机， 避免过度挤奶。

(6) 挤奶后药浴 : 挤奶结束后，应迅速进行乳头药浴，停留时间为 3~5 秒。

(7) 其他 : 固定挤奶顺序，切忌频繁更换挤奶员 。 药浴液应在挤奶前现用现配， 并保证

有效的药液浓度 。 每班药浴杯使用完毕应清洗干净。 应用抗生素治疗的牛只 ， 应单独使用一

套挤奶杯组，每挤完一头牛后应进行消毒，挤出的奶放131容器中单独处理。 奶牛产收后 7 天

以内的初乳饲喂新生棋牛或者单独储存处理，不能棍入商品奶巾 。

4. 挤奶员要求 挤奶员必须定期进行身体检查 ， 获得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证

明 。 应保证个人卫生 ， 勤洗手、 勤剪指甲、不涂抹化妆品、 不佩戴饰物。 手部刀伤和其他开

放性外伤，未愈前不能挤奶。 建议挤奶操作时，应穿工作服和1工作鞋，戴工作帽。

5. 生鲜牛乳的冷却、储存与运输

(1)储运容器:储存生鲜牛乳的容器，应符合 《散装乳冷藏罐>> (G13/ T 10942-2001)的

要求 。 运输奶罐应具备~温隔热、防腐蚀、便于清洗等'性能，符合保障生鲜乳质盐安全的要求。

(2) 冷却 : 刚挤出的生鲜牛乳应及时冷却、储存。 2 小时之内冷却到 4
0

C以下保存。

( 3 ) 储存时间 : 生鲜牛乳挤出后在储奶罐的储存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48 小IN 。 储奶罐内

生鲜牛乳温度应低于 6
0

C 。

(4) 运输 : 从事生鲜牛乳运输的人员必须定期进行身体检查，获得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

身体健康证明 。 生鲜牛乳运输车辆必须获得所在地畜牧兽医部门核发的生鲜乳准运证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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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具有保温或制冷型奶罐。在运输过程中，尽量保持生鲜牛乳装满奶罐，避免运输途中生鲜

牛乳振荡，与空气接触发生氧化反应。 严禁在运输途中向奶罐内加入任何物质。 要保持运输

车辆的清洁卫生。

6. 挤奶设备及储运设备的清洗

(1)清洗剂的选择 : 应选择经国家批准，对人、奶牛和环境安全没有危害，对生鲜牛乳

无污染的清洗剂。

(2) 挤奶前的清洗 : 每次挤奶前应用清水对挤奶及储运设备进行冲洗。

(3) 挤奶后的清洗消毒 : ①预冲洗:挤奶完毕后 ， 应马上用清洁的温水(35~400C ) 进

行冲洗，不加任何清洗剂。 预冲洗过程循环冲洗到水变清为止。②碱酸交替清洗 : 预冲洗后

立刻用 pH 11. 5 的碱洗液〈碱洗液浓度应考虑水的 pH 矛1]硬度)循环清洗 10 --- 1 5 分钟 。 碱

洗温度开始在 70~800C ，循环到水温不低于 41
0

C 。 碱洗后可继续进行酸洗， 酸洗液 pH 为

3. 5 (酸洗液浓度应考虑水的 pH 和硬度) ，循环清洗 10~ 1 5 分钟，酸洗温度应与碱洗温度

相同 。 视管路系统清洁程度，碱洗与酸洗可在每次挤奶作业后交替进行。 在每次碱(酸)清

洗后，再用温水冲洗 5 分钟。 清洗完毕管道内不应留有残水。③奶车、奶罐的清洗消毒:奶

车、奶罐每次用完后应清洗和消毒。 具体程序是先用温水清洗，7}(温 35 --- 40
0

C ; 再用热碱

水(温度 50
0

C) 循环清洗消毒;最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奶泵、奶管、阀门每用]次，都要

用清水清洗 1 次。 奶泵 、 奶管、 阀门应每周 2 次冲刷、 清洗。

7. 挤奶设备的维护 挤奶设备必须定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 挤奶设备除了日常保养外，每

年都应当由专业技术工程师全面维护保养。不同类型的设备应根据设备厂商的要求作特殊维护。

(1)每天检查:真空泵油量是否保持在要求的范围内、 集乳器进气孔是否被堵塞 、 橡胶

部件是否有磨损或漏气、真空表读数是否稳定(套杯前与套杯后 ， 真空表的读数应当相同 ，

摘取杯组时真空会略微下降，但 5 秒内应上升到原位)、真空调节器是再有明显的放气声

(如没有放气声说明真空储气量不够)、奶杯内衬/杯罩间是否有液体进人。 如果有水或奶，

表明内衬有破损， 应当更换。

(2) 每周检查 : 检查脉动率与内衬收缩是否正常，在机器运转状态下，将拇指伸入一个

奶杯， 其他 3 个奶杯堵住或折断真空 ， 检查每分钟按摩次数(脉动率) ，拇指应感觉到内衬

的充分收缩。 奶泵止回阀是否断裂，空气是否进入奶泵。

(3) 每月检查和保养 : 真空泵皮带松紧度是否正常，用拇指按压皮带应有1. 25 厘米的

张度;清洁脉动器 : 脉动器进气口尤其需要进行清洁，有些进气口有过滤网， 需要清洗或更

换，脉动器加油需按供应商的要求进行。 清洁真空调节器和传感器 : 用湿布擦净真空调节器

的阀、座等(按照工程师的指导)，传感器过滤网可用皂液清洗，晾干后再装上。 奶水分离

器和稳压罐浮球阀:应确保这些浮球阀工作正常，还要检查其密封情况， 有磨损时应立即更

换;冲洗真空管、 清洁排泄阀、 检查密封状况。

(4) 年度检查:每年由专业技术工程师对挤奶设备做系统检查。

8. 生鲜牛乳质量检测

(1) 生鲜乳化验室和检测设备 : 鼓励机械化挤奶厅和生鲜乳收购站设立生鲜乳化验室，

并配备必要的乳成分分析检测设备和卫生检测仪器、试剂。

(2) 检测指标和检测方法:按照 GB 19301- 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乳》 的要求对

生鲜牛乳的感官指标 (气昧、颜色和组织状态)、理化指标(密度、蛋白质 、 脂肪、 酸度 、 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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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非脂固形物、-F物质等)进行检测。 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微生物指标和体细胞数的测定。

9. 生鲜牛乳中抗生素残留的控制

(1)提高饲养管理水平，防止疾病的发生:普及推广科学技术，改善饲养卫生与营养条

件，创造良好的饲养环境，提高奶牛自身的免疫能力，减少乳房炎等疾病的发生率。 同时，

性意挤奶过程中奶牛乳房的清洗、消毒，防止乳房炎的产生和交叉感染。 在加强饲养管理的

同时，各地根据疾病特点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定期预防接种 ， 通过主动免疫，使奶牛对病

源菌产生抗体，达到免疫保护防止疾病发生，从而减少兽药的使用 。

(2) 科学合理用药:建议奶牛场建立使用的兽药清单，包括产品名称、有效成分和存放

位置;不购买和使用假冒伪劣兽药;禁止使用未经批准和禁用兽药;兽药使用必须遵守给药

方式、使用剂盘和l弃奶期的规定 ; 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合理用药，同时做好记录，包括临床

险断、药品名称、用药日期、用药方式、剂量、停药日期等。

(3) 加强生鲜牛乳中抗生素残留监测 : 奶牛在用药期和弃奶WJ所泌的乳不能饮用 ， 应弃

摊。 弃奶期后所泌的乳应进行抗生素残留的测定。 若检测结果为阳性，则表明有抗生素残

留，应延长弃奶期;若检测结果为阴性，表明乳中无抗生素残留，可饮用 。

(4) 生鲜乳中抗生素残留检测方法 : 按照 《牛奶中抗生素残留微生物学快速筛选试剂

盒》 操作说明书进行。 取 0.2 毫升牛奶至检测瓶中， 64
0

C 士 0. 5
0

C培养箱或水浴锅巾培养

2. 5~3 小时，进行结果判定。 若培养基的颜色变为黄色 ， 为阴性，表明乳中元抗生素残留 ;

若培养基的颜色仍为紫色，为阳性，表明乳中有抗生素残留 。

技术依托单位:

J.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 王加启

联系电话: 010-62815833 

2. 全国畜牧总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刘海良

联系电话 : 010-59194419 , 59194420 

3. 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华中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街 l 号

邮政编码 : Ll30070 

联系人: 王玉莲

联系电话: 027-87287140-81 ] 2 

(二)肉畜养殖与肉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A.安全优质猪肉及制吕产业化开发关键技术

技术概述: 针对现代生猪生产及肉制品加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了商品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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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 HACCP) 体系， 与国际接轨的"云南省安全优质猪肉及制品

有毒有害物质残留地方标准"，生鲜肉肉质评价体系 ; 成功研制了帧胶二甲 l暗 i庄 、 盐内麦克伦

特罗(瘦肉精)残留快速检测试剂盒;研发了优质冷却肉的加℃与保鲜技术 ; 建成集j剖'苦 、

分削、嫩化、排酸、冷藏、包装为一体，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安全优质冷却肉加工基地反销售

示范体系 。 技术成果子 2008 年 6 月通过鉴定，整体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并获 2008 年度

云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

增产增娘情况:在技术研发过程中，边研究边推广，现已应用该技术成功建立了年产

50000 头商品猪的生产基地 1 个， 建设了集屠宰、分割、嫩化、排酸、 冷藏、 包装为一体的

生产线 1 条，生产规模达 1 万吨 ， 目前实际年生产达 2 400 吨， 产值达到 6 720 万元。 恍广

绿色饲料添加剂养猪 30 余万头，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技术要点:参照发达同家标准，结合云南实际情况，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安全优质猪肉

及制品有毒有害物质残留地方标准;参照"中罔优质猪肉评定标准研究"的评定方法，在大

批量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影响猪肉品质的主要肉素，建立了优质猪肉(生鲜肉 ) ~u'dïJi.评

定方法和标准;参照罔家"丸五"攻关成果对云南省主要杂交猪品种进行了品种筛选试驹 ，

证实 DLY、杜滇陆分别为生产冷却肉、鲜销肉的最佳杂交组合;完成了2\南省优质商lvl 猪

生产的 HACCP 体系的建立，有效的控制原料肉的品质;研制出了盐酸克伦特罗检测出;纸和

磺胶二甲基略院检测试纸， 10 分钟内完成检测，重复性和准确率达到 95%以上，产品~质

期 18 个月;初步确定了屠宰的最佳电压;筛选出 2 组抑菌防腐效果较好的复合保鲜剂 : 研

制出以溶菌酶、 Nisin 、 GNa 液等纯天然保鲜材料为主的冷却肉保鲜剂 ， 有效地延长了肉品

的保鲜时间;通过对冷却肉的加工与保鲜技术的研究，建立了先进的冷却肉生产t艺， it -、1.

了生产优质冷却猪肉 HACCP体系。

注意事顶: 在安全优质猪肉及制品产业化生产巾， 要严格执行安全优质猪肉及制品有市

有害物质残留标准，按照优质商品猪生产的 HACCP体系的要求开展猪肉及制品生产 ， 才能

有效保证产品品质。

适宣区域: 乌蒙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滇西边境山区、 ) 11藏区 。

技术依托单位: 2\南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联系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

邮政编码: 650201 

联系人: 葛长荣

联系电话 : 13888837067 

电子邮箱 : gcrzal@ 126. com 

B. 肉莘规模化育肥与优质肥羔生产技术

技术概述: 经过多年的发展，虽然我国羊肉产量和个体产肉能力均得到明显提高，取得

了很大成绩，但在发展肉羊规模化生产中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 : ①对羔羊肉生

产优势认识不足， 经营方式落后; ②缺乏专门化肉羊品种，杂种优势利用面小， 生产力水平

低; ③饲养管理粗放， 舍饲、半舍饲程度低，规模化饲养与育肥比例小; ④羊嗣体小. :1 \ I勾
率低，肉品质差 ， 加工业滞后等。

经过多年攻关研究与示范推广，我国在良种繁育、肉羊生产品种杂交组合筛选 、 繁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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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饲养管理、 羔羊育肥、 疫病监控、不同类型规模化羊场羊舍设计等方面的配套技术实现

了突破， 基本解决了制约肉羊规模化生产中的关键问题， 为实现肉羊良种繁育体系的规范

化、 营养供应和饲料生产的标准化和安全化、 商品肉羊生产的模式化和程序化，大幅提高羊

产品的附加值， 建立起适合不同生态条件和资源条件的优质肉羊规模化生产配套技术体系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增产增煎情况:推广该技术，农民饲养 l 只多胎母羊年纯收入在 1 000 元以上 ， 育肥 l

只羊 70 ，-80 天可获纯利 100 元左右，每只育肥羔羊纯收入 300 元以上 。 另外， 羊的瘤胃 比

较发达，可以利用一些其他畜禽不能利用的作物秸轩'和农副产品，可以变废为宝。秸秤通过

过腹还田，生产大量有机肥，促进种植业节本增效。 力n快肉羊生产发展既是市场的需要 ， 也

是振兴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需要。

技术要点:

(1)优质母羊扩繁技术。 针对目前母羊资源紧张的状况 ， 利用母羊发情调控、公羊生殖

保健、 人工授精 、 提高句羊繁殖力 、 早期诊断等高效高频繁殖与管理技术。

(2) 利用小尾寒羊、湖羊、 洼地绵羊、 鲁北白 山羊等多胎品种做母本 ， 与专门化肉羊品

种进行经济杂交，生产优质肥羔。

(3) 规模化育肥技术。 罔绕规模场自繁自育和异地集中育肥两种技术模式 ， 重点开展羔

羊培育、育Jj巴羊饲料生产与饲喂、 商品肉羊快速育肥、适期出栏、规模化羊舍建设、 粪污无

害化处理等技术推广 。

(4) 规模化饲养疫病综合防制技术。 以规模化饲养场为重点 ， 开展常见病和l重要疫病综

合防制技术推广。 主要包括种公羊兽医卫生保健技术、 母羊卫生保健技术 、 哺乳羔羊卫生保

健技术、 育月巴羊卫生保健技术 、 主要疫病防治技术等。

适宣区域: 适宜于在全国农区及饲草料比较丰富的牧区 。

技术依托单位:

1.山东省畜牧总站

联系地址: 济南市槐村街 68 号

邮政编码 : 250100 

联 系 人:由绪仙

联系电话 : 0531-871989 16 

电子邮箱 : qu1 964@163. com 

2.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桑园路 8 号

邮政编码 : 250100 

联系 人: 王金文 ， 崔树奎

联系电话 : 0531-88612356 

电子邮箱: cui xk1 963@163. com 

C. 淘汰奶牛短期育肥技术

技术概述: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于肉的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猪肉 、 鸡

肉等 ， 牛 、 羊肉的需求量逐渐增加 。 目前我国肉牛牛源出现严重短缺， 牛肉价格一涨再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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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产量已经不能满足国人的需要，淘汰母牛已经成为我国牛肉的重要来源。 我罔每年要淘

汰 210 余万头奶牛，主要包括不良体型、低产、恶癖、泌乳障碍、繁殖率障碍等。 淘汰母牛

主要用于肉用，但目前缺少针对淘汰母牛的育肥技术，淘汰奶牛大部分不经育肥而4接屠

宰，造成日增重和饲料转化率低，肉质差，效益较低。因此，研究淘汰奶牛育肥技术非常

必要。

通过该技术的推广可以解决长期以来淘汰奶牛育肥饲料利用率低、饲养成本高 、 增重慢

等问题。 该技术在我罔北方地区实施，对提高淘汰奶牛科学饲养水平，增加养殖效益具有重

要意义。该技术属于课题研究阶段性成果，未进行成果鉴定。

增产增娘情况:本课题团队对不同能量蛋白质水平对荷斯坦淘汰奶牛生产性能的影H向进

行了系统研究。 试验分两期，每期选择 4 种不同营养水平的日粮 [ 1 组(低营养水平) 、 E

( 中营养水平)、 皿(较高营养水平)、凹(高营养水平汀，结果发现，适当提高日粮能盘蛋

白质水平，不仅能提高淘汰奶牛生长性能，还能改善牛肉品质，日增重由 1. 07 千克提高到

1. 40 千克，相对提高 30. 84%;饲料转化率显著提高，肉牛的料肉比由 10. 36 : 1 降低到

7.86 汀，饲料报酬相对提高 24. 1 3% 。 屠宰率和净肉率分别为 51. 49%和 42. 03 % 。

技术要点 :

(1)淘汰奶牛选择:经产母牛应在 8 岁以下(不超过 6 胎)。要求健康、食欲强、背腰

平直、四肢强健。 有明显生理缺陷、 弓腰或塌背、恶癖和神经质的母牛不适合育肥。 患有痛

风、重度乳房炎、重度肢蹄病、采食困难、难以治愈的胃肠道疾病或全身性疾病的奶牛不适

合育肥。

(2) 重视过搜期饲养，预防疾病:淘汰奶牛进场后应在隔离区，隔离饲养 15 天以 上，

防止随牛引人疫病。经过长途运输的淘汰奶牛第 1 次饮水量应根据体重大小进行控制;第 2

次饮水在第 1 次饮水后的 3~4 小时进行。饮水后可以适量饲喂优质租饲料。 精饲料饲 il段时

间应可根据运输时间和体况恢复决定，一般 2~4 天可以饲喂j昆合精饲料，混合精饲料的 l喂

量由少到多，逐渐添加。 过渡期进行驱虫， 一般可选用阿维菌素， 一次用药同时驱杀体内外

多种寄生虫。根据当地疫病流行情况，育肥前进行疫苗注射。

(3) 育肥技术 : 短期育肥一般在 3 个月左右，采取阶段育肥技术，分前期和后期两个阶

段。 通过调整前后期日粮营养水平提高淘汰奶牛的生产性能。 该技术淘汰荷斯坦奶牛背养水

平建议值:前期日粮营养水平 (DM ) : 消化能 13 ~ 13 . 5 兆焦/千克，粗蛋白质 13. 5 % ~ 

15% ，钙 0.45% ，磷 0. 27% ，精粗比 (40~50) : (60~40) 。后期日粮营养水平 (DM) :

消化能 13. 5~ 13.9 兆焦/千克，粗蛋白质 13. 5%~ 15% ，钙 0. 45 % ，磷 0. 27% ， 精制1 比

(45~55 ) : ( 55~45)。每天饲喂 2 次，自由来食。

注意事顶: 淘汰奶牛大部分患有各种疾病，要剔除不适合育肥的奶牛， 否则影响统济

效益。

适宣区域: 该技术适用于我国北方地区各种淘汰奶牛养殖场及企业。

技术依托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联系地址:河北省保定市灵雨寺街 289 号

邮政编码: 071001 

联系人:曹玉凤

联系电话: 0312-752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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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cyf278@sohu. com 

D. 奶公模直线育胞及屠宰分割配套技术

技术概述: (1)技术提出的背景:我国牛肉消费盘呈现全民化、常态化、年轻化，牛肉

的费量逐年增加，牛肉产量增速放缓 ， 牛肉进口数量自 2012 年开始飞速增长 ， 国内牛肉价

怕连续 14 年上涨， 2015 年略有下降，但是目前仍然在 60 元/千克左右。 我国肉牛存栏量自

2000 年以来在逐年下降，特别是能繁母牛存栏量减少，目前我国肉牛存栏量不足 8 000 万

头，能繁母牛不足 2000 万头，牛源紧张成为制约肉牛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我|玛奶牛业发展迅速，奶牛存栏盐 1 460 万头，每年可以提供奶公棋约 300 万头 ， 国外

lf牛业发达国家利用奶公楼生产小牛肉、牛肉、 雪花牛肉已经实现常态化生产 ， 但是我国目

前奶公银育!但不足 20% ，如何借鉴罔外经验，结合我国的饲料资源特点，研发推广奶公赞

低成本生产高附加值牛肉，对于弥补肉牛产业牛源不足，提高肉牛产业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

琪的意义 。

(2) 解决的主要问题: ①利用奶公棋直线育肥技术生产谷饲小牛肉的饲料配方技术和屠

'在分割技术 ( 9~ 10 月龄出栏屠宰)。②利用奶公领直线育肥技术生产不同等级的大理石纹

牛肉的阶段饲养方式和l阶段饲料配方技术(18~26 月龄出栏屠宰)。③奶公楼直线育肥技术

也产优质牛肉的阶段饲养方式和阶段饲料配方技术(12 月龄出栏屠宰) 。

(3) 成熟程度: 201 2 年 5 月至 201 5 年 5 月连续 3 年的饲养试验证明，利用谷物配合饲

抖直线育肥奶公楼生产小牛肉 ， 80~220 日龄平均 日增重 1. 6 千克 ， 220~360 日龄 ， 冬季饲

养平均日增重 1. 4 千克，春、互、秋季育肥饲养平均日增重1. 6 千克 。 并且在合作攻关的企

业一一哈尔滨常浩清真牧业有限公司巾试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的饲养效果， 在北大荒完达山奶

牛场和 8511 千牧奶牛场奶公楼育肥饲养生产中也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4) 先进性及应用价值: 该技术不仅解决了奶公较低成本生产高附加值牛肉(小牛肉、

大J1IJ石纹牛 肉 ) 的饲养技术，同时也解决了嗣体和鲜肉分割技术以及肉质评价技术。 解决了

奶公锁低成本生产大众消费的优质牛肉饲养技术 。 该技术解决了奶公棋生产小牛·肉、大理石

纹牛肉、 大众消费的优质牛肉的产业链各环节关键技术，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恒阳集团自 20 1 2 年开始发展奶公棋生产小牛肉产业，但是奶公棋育肥生产水平很低，

并且JlliiJ体分割技术落后，分割增值不显著，该技术在肉牛养殖企业 (户)的推广应用方面，

不但可以增加养殖产业的效益，而且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优质牛源，实现 "公司+农户"的经

营模式 ; 同时分割技术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效益。 该技术可以为黑龙江省小牛肉产业的健康发

展挝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采用直线育肥技术育肥奶公楼至 12 月龄，体重 500 千克出栏较目前奶公赞吊架子饲养，

架子牛育肥至 18 月龄体重 500 千克出栏，大幅降低饲料成本和人工费及牛舍折旧等费用，

并且改善牛肉品质， 实现提质增效的目的。

利用该技术直线育肥奶公棋至 18 月龄生产大理石纹牛肉 ， 远远低于日本和牛生产大理

石纹牛肉的成本。

(5) 技术成果鉴定、获奖情况等 : 201 2 年 4 月 10 日 ，"楼牛1同体分割及楼牛肉品质特

点的研究"通过成果鉴定，评审专家认为该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成

果登记证号 : 9232012Y0568) ; "奶公棋直线育肥技术" 2014 年 5 月 10 日通过成果鉴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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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孟庆翔教授、中罔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刁其玉研究员等罔内肉牛行、比如|名专

家组成的评审专家组认为，该技术达到同内领先水平(黑龙江省科学技术厅成果lHL证号

9232014 Y0622) 。

"!牍牛』同体分割及'按牛肉品质特点的研究"获 201 2 年黑龙江省畜牧科技进步奖.等奖，

"奶公楼直线育肥技术"获 20 1 4 年黑龙江省畜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l楼牛川同体分'，I;IJ技术推

广应用"获 2014 年黑龙江省畜牧业丰收奖二等奖。

撰写的两个黑龙江省地方标准 《荷斯坦公牛赞谷饲直线育肥技术规程 )) ((小肥牛JlliiJ体与

鲜肉分割技术规范》 分别在 20 15 年 8 月、 1 0 月通过黑龙江省技术监督局组织的仁-东问J审 ，

目前正在公示中 。

增产增般情况: 采用该技术直线育肥奶公楼 ， 9 月 龄出栏生产小牛肉， 平均 :H尸体重

380 千克 ， 售价 28~30 元/千克活重，养殖效益 1 500~2 500 元/头 ; 12 月龄出栏'1:_/"优质

牛肉，平均山栏体重 500 千克，售价 24 元/千克活重，养殖效益 1000 元/头 ; 1 8 川龄 :~栏

生产大理石纹牛肉，平均出栏体重 700 千克，售价 28 元/千克活重，全罔每年新作)\~:奶公牧

约 300 万头，经济效益约 60 亿元。

技术要点: 核心技术有以下两方面:

1.核心技术之一 利用奶公楼生产不同类型牛肉的饲养技术，饲养技术特点挂刷据奶

公棋不同生理!阶段消化系统的生理特点 ， 划分饲养阶段，结合饲料资源营养成分特点 . 战照

生长目标，利用饲料配方技术和营养调控技术设计不同饲养阶段的饲料配方，做到tMIII化饲

养，同时有效预防饲养过程中营养代谢病。

直线育肥奶公啦 ， 9 月龄出栏体重 280 千克以上， 屠宰率 54% ， 产品为谷饲小牛肉 。 育

肥饲养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 1 阶段是 60 (常规断奶棋牛) ~ 150 日龄， R 粮何j 中Il !t 为

8. 5 : 1. 5 ，粗蛋白质 (CP) 含量 18. 0% ，消化能 (OE) 13. 5 兆焦/千克，此阶段平均1-1增

重 1. 6 千克 ; 第 2 阶段是 151 ~ 270 日龄 ， 日粮精粗比为 8 : 2 ， 粗蛋白质( CP) 介量

16. 5% ，消化能 (OE) 12. 5 兆焦/千克，此阶段平均日增重1. 7 千克以上。

直线育肥奶公棋， 12 月龄出栏体重 500 千克，屠宰率 54 % ， 产品为优质牛肉 。 ff Jl巴饲

养过程分为 3 个阶段 : 第 1 阶段和第 2 阶段的饲养与 9 月龄出栏的饲养方法一致，第 3 阶段

为 24 1 ~ 360 日龄，日粮精粗比 7. 5 : 2 . 5 ，粗蛋白质 (CP ) 含量 13. 0% ， 悄化能( ()巴)

1 2.0 兆焦/千克，日粮中增加青贮和酒糟类多汁饲料，平均日增重1. 2 千克以上 。

直线育肥荷斯坦阉牛 (4 月龄以前去势) ， 1 8 月龄出栏体重 700 千克，屠宰卒 56 . :, % , 

产品为大理石纹牛肉。育肥过程是在直线育肥 12 月龄的基础上又延长 6 个月育!吧!别.即

13~18 月龄 ， 日粮精粗比 7. 5 : 2 . 5 ， 粗蛋白质 (CP) 含量 1 1. 5% ，消化能 (OE) D. :i 兆

焦/千克 ， 日粮中添加适量的青贮、酒糟类饲料，平均日增重 1. 1 千克。

2. 核心技术二 借鉴欧洲小牛嗣体分割技术， 结合我罔小牛肉烹饪需求 ， 研发 :1 \ .i!2用
于我国的 10 月龄出栏的小肥牛朋体及鲜肉分割技术和谷饲小牛肉品质特点，按照该技术分

割小肥牛恫体，因为是带骨分割，分割产品出品率(占1同体重)可以增加 7% 。

优质牛肉的朋体分割技术按照、目前企业分割标准执行， 直线育肥至 12 月龄出栏的价斯

坦公牛优质肉块出品率为 74% (占嗣体重) ; 大理石纹牛肉的朋体分割技术按照日水平11牛 JJ~J

体分割技术标准执行， 直线育肥至 18 月龄出栏的荷斯坦阉公牛优质高档肉块出品率 72%

(占嗣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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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公楼直线育肥技术"中的谷饲小牛肉饲养技术与"收牛恫体分割及赞牛肉品质特点

的研究"以及两项地方标准 ， 组装为"利用奶公楼和谷物配合饲料生产小牛肉的配套技术体
展 .， 。

注意事顶 : 屠宰企业需根据企业产品定位选择对应的饲养技术和炯体分割技术 。

适宣区域:国内奶、肉牛养殖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联系地址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368 号

邮政编码 : 150086 

联系人:孙芳

联系电话 : 18745738564 

电子111 11箱 : hljxmsf@163. com 

1世.畜牧设施设备技术

(一)规模畜禽场设施设备应用技术

A.我国南方、申原地区育肥牛舍建筑污案

技术概述: 我国南方、中原地区夏季炎热 ， 冬季寒冷，牛舍环境控制以降温为主同时也

也考虑冬季极端天气的保暖要求;开放式大空间牛舍有利于夏季通风降温;也可在冬季根据，

实 Il，f， 'h'f出适当添加外罔护提高牛舍保温性能，既降低了建筑成本又方便养殖管理。

仔 JI巴牛合饲养密度高，饲喂、清粪t作量大，建议采用机械清粪和l饲喂方式以提高

Yji)J效率，减少人工投入成本，响应国家标准化养殖的号召 。 因此在设计牛舍时应考虑、

为机械化养殖配套基础设施和建筑上的条件 。 新型育肥牛舍通过借鉴日本育肥牛舍的工

乙. 生占什多年国内肉牛舍建筑及工艺设计的经验，形成了适于南方地区和巾原地区的牛

舍ili筑方案 。

目前新型育肥牛舍己经在广西桂林使用，在湖北随州、江西高安、河南驻马店、广

东湛江、安徽毫州等地推广 。 通过对使用效果的调研，该技术已经改进得较为完善。 该

技术对降低肉牛生产成本、提高肉牛福利有重要意义，且可实现性高， 应用价值高，值

得推广 。

增产增娘情况: 新型育肥牛舍的设计适用于我同南方、中原地区气候 ， 舍内环境易于控

制在肉牛较舒适的范围内，且易于机械清粪、饲喂，可将生产效率提高 10%以上 。

技术要点: 牛舍为双坡样式，牛舍主体跨度为 12 米，山墙柱距米、侧墙柱距 4 米或 6

米 ， 柱顶标高为 3. 6~4 . 5 米 。 如果采用群养 ， 两侧 4 米的运动场附设小型屋架 ， 故可视为

20 米跨度(图 1) ; 若采用拴系式饲养，可不设运动场。

牛舍的屋顶材料选用彩钢夹芯板或单层彩钢板下铺保温隔热板 ; 对于选用单层彩钢板或

石棉瓦等材料的牛舍须提高屋面高度。运动场部位的屋顶冬季可以采用塑料膜覆盖，牛舍檐

下留有 10......__ 15 厘米宽的通气缝(图1)，夏季南方牛舍可加 2 米宽的遮阳网，其他季节将网

膜去除;牛舍内各个季节的采光均不受运动场屋顶的影响。 牛栏内地面铺设垫料时不需建造

粪尿沟，地面无坡度。 若地面不铺设垫草，则牛床需设置圆弧形粪尿沟，牛床坡向粪尿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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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舍管理采用 TMR 机械11段料或小型机具送料，铲车机械清粪。 通过牛舍内行fj l)}J 吁'栏的

旋转和开关， 可以将肉牛关闭在半侧牛栏内，对另外半侧牛栏实现铲车机械清粪 . 小i，'f :)1告时

每栏肉牛的活动区域为整个牛栏。

牛舍不同平面布置方式下的饲养工艺参数见表 1，详细说明如下:

方式 1. 如阁 2 所示的牛舍平面布置方式:B 和 E 轴线上的柱子上安装活动栏杆 . 通过

活动栏杆的旋转和开关，可以形成清粪通道，方便清粪。在形成清粪通道的状态下 . 牛栏的

尺寸暂时变为 4. 0 米 X 4. 0 米。

表 1 南方肉牛舍各种平面布置方式的饲养工艺参敛

牛舍平而 柱距 跨度 牛栏尺寸 每栏牛头数 每栏饮水梢 l刘牛采食位 占栏而积 2'1 米[(牛

布1t方式 (米) (米) {长×宽)(米×米〉 {头〉 数fic (个〉 宽度 (毫米 ) (米2/头) 合 '1' f'~数

4 20 4 X 8 6 667 5. 3 12 

2 4 20 12X8 18 667 5. 3 

3 6 20 6X8 9 667 5. 3 日

6 20 12X8 18 667 5. 3 

方式 2 : 如图 3 所示牛舍平面布置方式 ， B 、 E 轴线和 1 、 4 、 7 轴线交叉的村子".安装

活动栏杆 ， B 、 E轴线和 2 、 3 、 5 、 6 轴线交叉的柱子上安装固定栏杆， 通过活动栏杆的旋

转和开关， 可以形成清粪通道 ， 方便清粪。在形成清粪通道的状态下，牛栏的尺寸轩fI才变为

12. 0 米 X4. 0 米。

方式 3 : 如图 4 所示牛舍平面布置方式 ， B 、 E 轴线和 l 、 2 、 3 、 4 、 5 轴线交叉的柱子

上安装活动栏杆，通过活动栏杆的旋转和开关，可以形成清粪通道，方便清粪。在形成清粪

通道的状态下，牛栏的尺寸暂时变为 6. 0 米 X4. 0 米。

方式 4 : 如图 5 所示牛舍平面布置方式 ， B 、 E 轴线和 1 、 3 、 5 轴线交叉的柱子上安装

活动栏杆 ， B 、 E轴线和 2 、 4 轴线交叉的柱子两侧各 2. 0 米处安装附加柱子，附加柱子之

间安装固定栏杆，通过活动栏杆的旋转和开关，可以形成清粪通道 ， 方便清粪。在形成清粪

通道的状态下，牛栏的尺寸暂时变为 12.0 米 X4. 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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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也
阁 4 牛舍平而布咒方式 3

4 和l'牛舍平面布置方式其剖面阁基本一致 (罔 1) ，最好，将活动栏杆与柱子通过俐位flti拉

结 。 C 和 D 轴线之间为饲喂走道，饲n畏走道标高为 O. 300 米 ， C 和 D 轴线外侧的牛 j水标高

为士0. 000 米 。 饲槽宽度为 O. 600 米，槽底标高为 O. 200 米 。 A 和 B 轴线之间 、 E 和IF 轴线

之间的运动场上面的屋顶在气候适宜的季节可以不敷设屋顶材料， 冬季可以徨荒塑料脱 . 夏

季可以覆盖遮阳网，为减少选价，也可以将运动场的屋架取消 ，运动场常年为豁Jêj孟动场 。

注意事顶: 牛舍内要定期清洁，对牛舍内的各转制1部件要定期进行维护，做|坊锈、润滑

处理。

适用区域: 适用于我同南方和中原的育肥牛场。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农业大学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 100193 

联系人: 刘继军

联系电话 : 010-62732763 

电子邮箱 : Liuj ijun@ca u. com. cn 

2. 北京国农基业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北路 158 号众鼎商务 4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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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 5 牛合平面布Y1:方式 4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 : 周俊生

联系电话 : 010-5 1557182 

电子邮箱 : 15910892579 @9 139. com 

B. 山革适度规模高床舍饲配套技术

技术概述: 围绕山羊生产的"种、料、养、 管、防、阁、 沼气利用"等关键环节，为南

方山区养羊提供一种"家庭小草园+高床舍饲+适度规模、放牧、 补饲精料养羊+疫病综合

防治+粪便开发为沼气作为农村能源利用" 的高效生态养羊模式。

技术要点: 主要是以建造商床舍饲为核心的"一改五推一防"的山羊高效生产综合

技术。

( 1 ) "一改"， 即改山羊放养、散养、地养为标准高床舍饲羊圈饲养技术。

( 2) "五推"，即推广南江黄羊 、 波尔山羊等良种及其与本地山羊的杂交改良技术，推广

优质高产牧草种植和秸秤氨化(或微贮)技术，推广饲喂优质牧草 、 舔砖、补饲混合精料为

主的科学饲养管理技术，推广每户养殖1O~20 只种羊生产优质商品羊适度规模技术，推广

羊粪利用与沼气开发技术。

(3) "一防"，即山羊生产中主要传染病和胸膜炎、 羔羊荆疾、体内外寄生虫等综合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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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注意事顶: 根据饲养规模有计划地种植优良饲料牧草，有计划地制作青贮制料 ， }J1I 1虽天

然草场改良和人工种草，解决饲草短缺问题。

适宣区域: 主要在规模养殖场和养羊专业户中推广 。

技术依托单位:

1.重庆市畜牧技术推广总站

联系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68 号

邮政编码: 40 1] 2] 

联系人:范首君

联系电话: 023-89133671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草业与畜牧中心

联系地址:海南省份州市宝岛新村

邮政编码: 571737 

联系人:周汉林

联系电话: 0898-23300414 

C 家黯养殖场含内环境自动监测与智能化调控技术

技术概述: 开展畜禽场舍内生态环境、 空气环境的自动化监测， 实时竿握禽舍J;f~}J~质量

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指导禽舍环境控制工作的实施。

增产蜡烛情况: 该技术投资少，能够规范、提高畜禽场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J(拧街禽

场环境质量，促进畜禽场自身的持续发展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发展。

技术要点 :

(1)技术背景和意义 : 家禽养殖场舍内环境对家禽健康生长的影响很大，已成为各 lF殖

场关注的焦点 。 向动通风、 1显帘等环境控制设施已较为广泛地应用于家禽养殖场牛产'1 ' . 但

由于设备选择的适宜性、使用的科学性等问题，致使相关设备并没有发挥最大的作j十j . 以致

禽舍环境中温湿度超标、 宅气巾细菌总数、总悬浮颗粒物超标现象依然普遍存在。 |大|此 . 画

过对德清源、华都峪口禽业等大型家禽养殖企业以及 128 家规模化蛋鸡 、 肉鸡养ii'[ ~，Ç地的现

场调研，研究、开发一套适合在规模化家禽养殖场推广的禽舍环境智能化监测控制系统.在

实现对禽舍环境进行自动化监测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日龄肉鸡、 不同周龄蛋鸡对泪温度、 Yt

照度、有害气体等的需求及耐受性，在预先设定控制参数临界值的情况下实现对风机、 ?扭

干i子、清粪等环境控制设计及生产设施的智能化控制， 实现对舍内环境超标情况及设施运转故

障情况的报警。

(2) 技术成熟程度 : 该技术目前已完成了软件技术的开发及主体技术的选定应川J . )f: tE 

3 个区县的规模化家禽养殖场进行了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体技术已相对成熟。

(3) 关键技术: ①禽舍生态环境、空气环境中相关参数的传感装置选定。②禽千;干环城 l二l

动化监测及环境控制设施(设备)智能化调控软件开发。③禽舍环境标准化管坷的参数

预设。

注意事顶: 该技术有手动和智能两种使用状态，按照操作规程进行现场操作即可。

适宣区域: 全国各地均适合推广。
• 530 • 



技术依托单位: 北京市畜牧业环境监视IJ站

联系地址:昌平区超前路 21 号

邮政编码: 102200 

联系人:王全红

联系电话 : 010-80102723. 13683351302 

电子邮箱: quanhongw@gmail. com 

D.B超娃赈诊断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十一、畜牧兽医。

技术概述: B超娃振诊断技术的主要优点表现在通过开展早期虹赈诊断，该断准确率

高，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空怀的发生，较少无效饲养，提高经济效益 。 母猪配种输精后

18~2 1 天内以探到胎盘判断娃振，准确率较高 。 22 天后 ]00 %可探到胎蝇 。 2 5 天以后，

可见胎体反射。 40 天后可分辨胎体部位，胎心及胎动。 50 天时胚胎 l夭 8 毫米 。 娃振巾后

期在下腹部可以大范围探到胎儿。 B超探查可以判断是着床失败，还是早期流产 。 怀胎少

于 5 头， 胚胎死亡和l胚胎l吸收都影响诊断的准确率。 根据胎提变化可以监视IJ胚胎早期死

亡和胚胎吸收。

增产增娘情况: B超作定期娃赈检测，以及早识别空怀母猪而减少饲养油费，增加经济

效益 。 使用 B j埋进行早孕监视IJ后诊断娃嫩的准确率至少提高了 9 个百分点，及时检出了未

孕母猪，避免了"无效饲养"。 按 600 头母猪计算，可减少 50 头左右母猪的非生产天数， 每

头母猪按 1 个发情周期 21 天、每年 2 胎次计算，可节约饲料，每头母猪每天采食 2. 7 千克

计算，每千克饲料按 2. 6 元/千克计算，年可节约 5000 元。 B 超监视IJ可及早准确掌握娃振

母猪头数，起到保证均衡生产的作用。

技术要点:

(1)保定 : 母猪一般不需保定，只要保持安静即可。 姿势是侧卧最好，爬N， 站立或采

食时均可。 个别难于接近的母猪，可用抓猪器、口绳或用门棍等挤于墙角进行探查。 规模化

养猪的条件下，可在限饲栏内进行。直肠内探查时，母猪则市站立保定 。

(2) 检查部位 : 体外探查一般在下腹部左右，后肋部前的乳房上部，从最后一对乳腺的

后上方开始，随娃赈增进，检查部位逐渐前移，最后可达肋骨后端。 猪被毛稀少，探查时不

必剪毛，但要保持探查部位的清洁。 刮除泥土和1污物，探查时涂布丰i乌合剂 。

(3) 探查方法 : B 超可以对怀孕母猪进行娃赈珍断。①娃赈险峰fr时间:母猪娃振 21 ~ 

28 天、 35~ 42 天进行两次班振诊断，娃振诊断准确率能够达到 99%以上。②娃赈诊断位

置 : 经产母猪腹舰IJ后端倒数第 2 对乳头至第 3 对乳头之间、母猪乳基部起外侧 5~10 厘米 ;

后备母猪腹侧后端倒数第 1~2 对乳头乳头上方、母猪乳基部起外侧 5~ 10 厘米。③娃振诊

断方法 :B超开启后，务必在探头顶端涂上适量的制合齐Ij (超声波诊断专用密封剂， 有利于

探头与皮肤的充分接触) .将探头与猪的皮肤贴紧，在孕检部位小角度移动，观察设备屏幕 ，

看有没有明显的黑点或带有空洞的黑圈，判断是否娃振。 探头接触猪的皮肤之前必须确认皮

肤上是否有脏物，如有脏物会影H向诊断结果。④娃赈诊断的判定:民|像直观，生i看到黑色的

孕囊暗区或者胎儿骨锵影像即可确认早孕阳'性;当屏幕上显示一特别大的带有空洞的黑罔，

有时接近占据整个显示屏， 则为膀脱; 猪体右侧诊断为阴性时，在左侧进行重复检测，如均

为阴性，可初步判别该猪为空怀母猪; 子宫内膜炎母猪在屏幕显示上为娃嫌，但与娃燎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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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所差异，熟练后可分辨出 。

注意事顶: 严格按照 B 超使用规程操作，能够保证母猪良好的配种分娩率和产仔数 ，

降低母猪非生产天数，同时可以降低母猪的淘汰率以及降低成本。

适宣区域 : 全国各地均适合推广。

技术依托单位:中荷培训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前章村西

邮政编码: 100194 

联系人 : 在庆利

联系电话 : 0 10-8247 5593 转 8039

电子邮箱: mqIl977@ 126. co 

E.奶牛圈舍温室气体吸附剂及配套服附装置

技术概述: 奶牛温室气体不仅对环境造成危害，目前畜牧业产生的温室气体已经超过了

机动车排放的温室气体盐，治理畜牧业温室气体已经迫在眉睫，另外奶牛粪污释放的硫化氢

和氨气也会对奶牛机体产生影响。

该技术以物理l吸附为主要途径，筛选出价格低廉、吸附能力强的高分子材料作为温室气

体吸附剂，该吸附剂能有效l吸附奶牛罔舍中的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且能通过技术手段进行

再生，降低了使用成本。 试验中吸附剂最高吸附比例为 67. 76 % 。

目前，为了适合规模化养殖场的各种机械化作业条件，该吸附剂已经配套开发 0'-1 : 相应的

吸附剂吸附装置，包括挂壁式、悬吊式、 立柜式等多种式样 ， 可以根据各牛场的实际情况进

行改动 ， 方便机械化作业。

技术要点:

(1)吸附剂使用方法 : 在北京时间 11 时打开所有门窗进行通风，进行第 1 次吸附 . 在

牛舍中央通道的塑料布上均匀铺撒 10 千克、面积约为 8 米2 、 厚度约为 0. 8 毫米的吸附剂，

并在 10 分钟内铺撒完毕。 夜间可进行第 2 次吸附， 一般在第 3 次挤奶并饲喂结束后进行，

在牛舍中央通道的塑料布上均匀铺撒 10 千克、面积约为 8 米2 、 厚度约为 0. 8 毫米的 l监附

剂， 并在 10 分钟内铺撒完毕。

吸附时间: 一般为 4~8 个小时。

吸附剂回收 : 可直接将塑料布上吸附剂进行替换。

吸附剂装置设计与安放 : 根据牛舍实际跨度进行设计。

(2) 吸附剂效果评价: 每间隔 15 分钟读取一组气体浓度数据， 每 1 小时记录 1 次室温、

相对湿度，试验密闭测定至 20 : 00 时， 持续 8 小时。 采样点的选取方法为 : 在舍内南北通道

上的同一平面均匀取 5 个点，在垂直方向各取 3 个点 ， 分别在距地面 0. 8 、1. 6 和 3 . 0 米的

高度进行读数 ， 然后计算整栋牛舍 C陀 、 α)2和 NH3浓度的平均值。

由各气体浓度计算各自质量时，均根据实测温度算出各气体体积的膨胀系数后再进行

计算。

用下面公式计算 1 千克吸附剂 GY-1 对 C町 、 CO2 和 NH3 8 小时的吸附质量:

• 532 • 

(C。一CI) V X273. 15 
M (克) = /~;;~ ， ~ I 

(273. 15+ T) mX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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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一-1 千克 GY-18 小时吸附 CH4 、 CO2和 N凡的质量(克) ; 

Co一一对照试验牛舍中 C凡、 CO2和 NH38 小时的终浓度(毫克/米3 ) ; 

C，一一一吸附试验牛舍中 C町、 CO2和 NH3 8 小时的终浓度(毫克/米3 ) ; 

V一一一气体实际占有的空间体积(米3 ) ; 

T一一测定 8 小时终浓度时的室温 CC) ;

m一一吸附齐ljGY寸的用量(千克) ; 

273. 1 5一一o.C时的开尔文 (K) 。

将 ppm 换算为毫克/米3 (l ppm C矶、 CO2和 NH3的换算系数分别为 0. 716 2 、1. 964 7 

和 0. 760 3 毫克/米3 ) 。

适宣区域: 适宜在新砸、内蒙古、东北等奶牛主产区域。

技术依托单位:新砸农业大学动物科学院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沙区农大东路 311 号

邮政编码: 830003 

联系人:余雄，邵伟

联系电话: 18999119394 

电子邮箱: 467696000~qq. com 

F. 肉鸡立体养殖(笼养)成套工艺技术

技术概述: 立体养殖是指具有一定数量规模、饲养设施和合理的环境场所，运用先进科

学技术和规范经营管理制度的现代肉鸡养殖模式。 即对一定数量规模的肉鸡，采用全自动饲

养设备，进行集约化密闭式饲养，通常采用 3 层以上层叠式立体设备进行养殖。 标准化立体

养殖肉鸡场具有现代畜牧业特征，实现了集约化、专业化、 产业化、规模化、机械化的生

产 ， 实施了养殖规模化、 饮水自动化、供料自动化、环境控制自动化 (通风、温度、湿度、

光照、消毒等)的养殖。

增产增娘情况: 采用该成套工艺技术建设成本为 60 元/只鸡位，较全套同外设备工艺节

省 100 元/只鸡位，投资 2. 5-3 年收回成本。 与平养相比，料肉比提高 0. 03-0. 05 ， 每只

鸡增加利润 0. 2-0. 5 元;供暖费用至少节省 60% ， 每只鸡增加l利润在 O. 5 元;人t费用节

省 50%，每只鸡增加利润在 O. 2 元;药费至少节省 50% . 每只鸡增加利润在 O. 5 元 ; 与地

面平养比较，每只鸡垫料能节约 0.3-0.4 元;出栏天数可减少 10% . 均匀度提高 10%。立

体养殖与平养比较，净利润增加门 . 5-2. 0 元/只 。

技术要点:肉鸡立体养殖超越传统的给鸡加药、加水加料、清理鸡粪难题等。 跨越到

管理者对通风系统、供泪系统、笼具系统等系统操作的管控 ; 立体养殖超越传统的经验

型养殖，实现以团队高效的系统管理，团队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系统包括从地面建筑、

设备安装、机电保养、自动运行、管理在线实时监控等。实现在行业内具有优势核心竞

争力的生产指标和利润指标。 土地、人工、能耗(水、电、煤)节约化，充分利用立体

空间，立体养殖的密度是网面上养殖的 3 倍;全自动化标准化饲养设备，科学的饲养管

理流程，环境舒适、料位充足、水位合理、密度适宜，肉鸡成活率提高， 发病率降低，

残次率降低，为肉鸡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每个农场的饲养量在 20 万~40 万羽规模

化养殖，每栋舍饲养 4 万羽，单位面积密度 20 只/米2 ，每立体单层单栏饲养 15 只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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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养密度是钳立方米 6 只 。 分栏管理提高饲料报酬，均匀度更好 。 能及时发现病残雏鸡

方便向汰，降低了肉鸡群流动传播疾病的风险 ; 环保安全 ， FI 动输送清粪系统使鸡粪不

落地，及时消理鸡粪杜绝了氨气等有害气体产生;有利于疾病的控制 ， 杜绝药残 . 食品

安全。

注意事顶 : T乙设施达到技术标准，实时在线管理，系统集成到位 。

适用范围: 适时于全|司肉鸡一条龙养殖。

技术依托单位:

J.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困明同网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 : 张宏相

联系电话 : 010-62818910 

电子邮箱 : zhanghongf u@caas. cn 

2. 山西大象农牧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LLI jJlf省 l i 梁市文水县胡兰银大象村

邮政编码 : 032100 

联系人: 杨文超

联系电话 : 0351-56J 11 35 

电子1111\箱 : dx _ ywc9@ 126. com 

回. 革业技术

(一)牧草高效生产与利用技术

A. 青藏高原权草生产及利用技术

技术概述: 肯藏高原是4毛牛、藏羊等主要生产区域， 推广牧草高效生产和利用技术，对

于保障牛羊安全越冬、提高生产效率和可持续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 适宜的多年生牧草有老芒

麦、 J鸪观草 ， 二者生产上特点基本一致;海拔略低的区域可还种植首稽。一年生牧草主:些是

煎麦和l箭誓豌豆 ， 二者?昆播更好。

增产增娘情况: 应用该技术，老芒麦鲜草产址提高 1 5%以上，达 1 800~2 000 T克/

商;青号 I 1 号燕麦在 日 l喀则地区、拉萨市比对J!f!每亩增产 30% ; 箭害豌豆在花期的粗蛋 l气

质含量可高达 26.8% 。

技术要点:

1. 选地 多年生牧草应选择亚高 山平坝或土层深厚的地段。 紫花茵稽在日均温 1 5~

20.C最适合生长，高温高j显对生长不利，适宜排水良好、 土层疏松、 中性或微碱性土嚷， 在

含盐量小于 0. 3%轻度盐渍化的土壤也可种植。 饲用燕麦选择土壤较肥沃 、 交通方便的地

块 ， 最好具备灌概条件。

2. 整地 除灌 、 除杂 、 翻耕松土，粗细整平。 种植茵稽尽可能深翻至 30 厘米 。

3. 施基肥 施农家肥 1 500~3 000 千克/亩。 茵宿施用 10~ 1 5 千克/亩饵 ， 也可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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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播种

(1 ) 老芒麦一般 5~6 月中旬春播，亦可 9 月中旬至 10 月巾旬秋播。 方式有单捕或?昆

捕。 lT!播行距 30~40 厘米、播种量1. 5~2 千克/亩，撒播可略多 ; 条播深 1~2 厘米。 与茵

指 、 虹=叶、红豆草等1昆播时，禾本科豆科牧草按 7 : 3 混合 。 免耕补播市除去双子n十杂类

草，雨后用重把划破草皮，播种盐老芒麦 1~ 1. 5 千克/亩 ， 捕后用牛羊粪撒施盖种或赶羊群

践踏盖种。

(2) 茵稽应用根瘤菌剂拌种 。 地温 5
0

C以上时播种，西藏 6 月底播种最佳。 可条播、撒

播、保护播种和混捕，播种盘为1. 5 千克/亩左右。 行距 20~40 厘米，插深 O. 5~2 厘米 。

(3) 燕麦与箭啻豌豆播前晒种 1~2 天 。 条播或撒播均可，条播深 3~4 厘米 。 燕麦单播

1 0~ 1 8 千克/亩， t昆播时燕麦 9 千克/亩，箭窑豌豆 6 千克/亩。 两藏农区 4 月 巾旬至 5 月底

播种;海拔 4 000 米以上的 5 月份播种 ， 没有灌溉条件的雨季播种。 种植燕麦的熟地施磷酸

二锁 4~5 千克/亩做种肥。 播后轻把、覆土 ， 埔情差的地块进行镇压。

S. 田间管理 及时除杂。 苗期随时观察土壤埔情，适时灌苗期水，保证幼苗监壮生长。

老芒$:单播草地分膜期追施纯 N 2 千克/亩， Pzü s 3 千克/亩; )(IJ剖后追施复合肥 5 千克/

亩。 JHE麦拔节期结合灌7)(追肥 l 次， 以氮肥为主，追施纯 N 5 千克/亩 。

6. 收获 老芒麦可在开花期至槛浆期又IJ割 。 茵稽第 1 次收割在初花期 (植株有 10%开

花) ，以后每隔 30~35 天割 1 次，最后一次)(IJ害。应在 9 月末进行. 留在 5~7 厘米，以利于

越冬和第 2 年高产。 饲用燕麦一般抽穗期)(IJ割 。 收获前半个月要停止用农药。

7. 加工与储藏 高海拔地区一般以加工背干草为主，放牧、 青饲更奸。 低海披热量够

的地区，可青贮。 干革作为冬春季节防抗灾饲料或母畜、弱畜的补饲料 . 要草棚储存 ， 避免

雨淋造成营养损失甚至每变 。

注意事顶: ①整地要细碎、平整 . 基肥要足。 ②要选择正规种子公司当年生产的优良

品种。

适宣区域: 四川西北部，西藏农区、 半牧区、 高寒牧区。

技术依托单位:

1.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草业科学研究所

联系地址:拉萨市夺底路 56 号区草业科学研究所

邮政编码: 850009 

联系人 : 拉巴

联系电话: 0891-6384415 
2. 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

联系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辄县红光锁国宁西路 368 号

邮政编码: 611 743 

联系人 : 李达旭

联系电话 : 028-87843361, 15928123979 

8. 亚热带热带优质牧草生产技术

技术概述: 南方推广牧草型狗牙根、象草、牛鞭草等多年生牧草， 多花黑麦草、高丹草

等一年生牧草，对解决饲草料短缺问题，十分必要与迫切。

• 5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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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草型狗牙根适合夏季有灌溉条件或降水较好地区生产干草或放牧，营养价值非常尚 ;

桂牧 1 号象草属热带多年生牧草，适应性强，产量高，成为南方草食畜禽养殖 ， 特别是牛、

羊养殖中的当家背饲料。

多花黑麦革是越年生禾本科牧草，粗蛋白质含量高，品质优良，是南方地区冬季单食畜

禽的主要青饲料来跟;高丹草(高粱与苏丹草杂交种)为优质高产一年生牧草，是南方反秋

季的重要牧草饲料。

增产增娘情况:

(1)牧草型狗牙根通常用于 4 月中旬至 1 1 月届降前放牧或生产干草，期间即使不补充

其他饲料，肉牛每天都能够增重 0. 2 -0. 4 千克。 6 商地可以放牧 2-3 头带辍奶牛或 2~ 5

头 200-300 千克重的肉牛。 干革产i孟可达 0. 8- ]， 7 I吨/商。 7J<月巴适宜可得到和茵精相同的

总可消化养分 (TDN) ，不过可消化蛋向质略少。

(2) 桂牧 1 号象革表现适应性极强，耐府、耐旱、 抗寒，适宜各种土壤种植，面鱼'f.ï单:产

量 20-30 吨。 桂牧 1 号象草因产出高而耗肥盘大，采用畜禽粪污还田和11草，能有效减少粪

污污染，形成 "畜一沼一革"生态链。 应用高产栽培技术，可新增纯收益 ] 000 元。 f?湾耐

象草产革盘比桂牧 l 号象革提高 20%以上，亩增收益能达到 2000 元以上 。

(3) 雅安扁穗牛鞭革可产 8 11i~鲜草，甚至更高。 其叶量丰富，茎叶柔嫩，营养成分含量

高。 每亩毛手IJ 1 600- 2 400 元，远远离于种植玉米。

(4) 刷黑麦草养肉牛，不仅可使肉牛生挺快，而且可节约精料，肉牛每增重 i 千克仅需

税1. 83 千克精料;可使奶牛每天多产奶 5 千克 ; 每 21 和 24 千克黑麦草鲜草，可使草 ((1.与

鹅分别增重 l 千克 ; 养猪用黑麦草替代 30%精料，每天每头猪多增重 18 克，挝早 6 天

出栏。

( 5 ) 高丹草抗旱性强、耐热、较耐寒，为光周期敏感型植物，晚熟特性好、营养生 K时

间长， 土壤适应性强，沙性、微酸性和轻度盐碱土均可种植。 分藤及再生能力强，最高自产

鲜草 13 吨左右。 营养价值高，糖分尤高，适口性好，消化率高，适于青饲 、 青贮 ， 可ú接

放牧，也可调制干草。

技术要点:

1.整地与施肥 整地前应重施粪肥，既能大量消纳养殖粪污，又能有效提高草产 lii: 。

牧草型狗牙根、 多花黑麦草、高丹草亩施用量 3 000-5 000 千克;桂牧 1 号象革亩施川ihl:

6000-8000 千克。或者每商用复合肥 30-40 千克施用基肥后采用机械耕翻整地，牧草1型

狗牙根、雅安扁穗牛鞭草、桂牧 1 号象草宜深耕，耕翻深度不少于 30 厘米，多花黑主'草、

高丹草耕翻深度 20 厘米左右，翻耕后整细、祀平。 冬闲田种植多花黑麦草也可选择免耕

播种。

2. 播种和用种量

(1) 多花黑麦草在长江以南地区最低温度不低于 10.C 时播种为宜， 一般在 9 月巾旬，

最晚 12 月上中旬;亩播种量 1. 5-2 千克，冬闲田免耕播种，播种量要增加至 4 千克/商;

以条播为好，行距 30 厘米，播深 1-2 厘米，播后浅盖土;也可撒播，播'后破土盖种。

(2) 高丹草适宜播种期 4 月上中旬，为保证背饲料的均衡供应，可在 4 月至 6 月下何分

期播种;亩播种量 2. 0 千克;条擂，行距 30-35 厘米，播深1. 5- 3. 0 厘米，播后盖种。

(3) 牧草型狗牙根撒播播种量为 0.8-1. 5 千克/亩;可用条播，行距 o. 5 米 ， 播种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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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克/亩， 播深应控制在 5 毫米 ， 不能太深。条播最好播在干燥的苗床上，可在灌溉 、 轻把

后种植， 以利除去已发芽的杂草 。 播种后须轻灌 ， 保证土壤表面不结壳且种子有足够水分

萌发。

(4 )象革需要留种过冬建植无性繁殖材料。 桂牧 1 号象草一般在 3 月上中旬育苗 ， 4 月

上巾旬移栽 ， 按行距 80~90 厘米、株距 50~ 60 厘米定植，每商栽植基本苗 1 000~ 1 500 

株; 一般|海雨前或阴雨天气时栽植， 栽植后土壤干燥时要浇定根水，成活率能达到 100% 。

(5) 雅安扁穗牛鞭草 3~9 月播种为宜，采用茎段抨捅无性材料扩繁 ， 用来l'茎栽培。 取

拔节或孕穗期地上茎 ， 切成 30~40 厘米段 ， 每段具 2~3 节 ， 顺放 ， 但乡J放倒 。 以行距 30

厘米开沟条栽，深 10 厘米，以 8~ 10 厘米株距、 与地而成 45。角斜放种茎， 沟泥用紧和l '茎

1~2 节，外露 1~2 节。 每平方米和l'茎应在 100 株以 t (每亩 300~400 千克) 。

3. 田间管理

(1)苗期管理 : 施)J巴时要保证l汁面干燥，以免灼伤幼苗。 多花黑麦革和高丹革在 3~5

片叶时亩施 3~5 千克尿素。 象草栽植苗成活后 5~7 天可宙追随尿素 5~6 下克 。 牧草型狗

牙根每年每亩;后 23 千克有效刻，分 3~4 次施人 ， 初次施)J巴应在 3 月初返青时，末次施肥应

在 9 月底 。 雅安扁穗牛鞭草进入拔节期每亩追撒尿素 5 下克 。

多花黑麦革在分藤初期巾耕 l 次;高丹草和象革是春播牧草 ， 在苗踉j易发生杂草危害，

要进行 1~2 次中耕锄杂。 巾耕时可结合施壮苗肥，亩施尿素或复合肥 5~6 千克。

(2) 肥水管理 : 多花黑麦革在苗知l易发生秋旱，高丹草、佳牧 1 号象革在夏季高温-F早

天气，要及时灌溉。 以排水沟放跑马7}(为好，也可浇灌l哇面; 有条件的灌概时可1m人泪被等

JJ巴料。

多花黑麦草 、 高卅草和l象草在生长期均要保持土壤温润 ， 但不能积水。要J-F奸排水沟 ，

保证排水通畅 ， 以免根系腐烂，造成减产。 牧草型狗牙根每年每亩的总销水量为 170~

200 米3 。

(3) 适时)(IJ割 : 多花黑麦革供革期为 12 月至翌年 5 月，丰产期为 3~5 月 。 )( IJ菁IJ革层高

度一般在 30~60 厘米，以 45 厘米左右最为合适 ， 阳在高度 3~5 厘米。 最低气温低于 5
0

C

时禁止)(IJ剖， 以免发生冻害。

高丹草 、 象革在株高 1 50 厘米时)(IJ削利用，阳在高度 3~5 厘米，可取得较奸的鲜革产

盘与质盐 ， 井可消除高什草巾氢低酸对革食畜禽生长的影响。 高丹草 、 象草利刷刷均在 5~

1 1 月，年可又IJ割 6 ...... 7 次，初箱前完成最后 l 次)(IJ制 。 象草在冬季时腐熟粪肥覆盖根兜，既

可保护宿根越冬 ， 又可作为来年的肥料。

牧草型狗牙根 、 雅安扁榕牛鞭革在 60~80 厘米时可)(IJ 害IJ 利}-H ，留在高度 3~5 厘米.每

年可)(IJ 害。 4~6 次 ， 最后 1 次应在降箱前。

每次)(I J害IJ后，结合中耕，追施肥料 ， 面施尿素或复合肥 10 千克，或沟槛 1 000......2 000 

下克沼液 ， 清理排水沟，保证排灌畅通 。

(4) 病虫害管理: 多花黑麦草生长期间气温较低， 病虫害发生概率较低，主要有锈病等

病害和勃虫、膜虫等虫害 。 高丹革主要虫害是野虫。

加强水肥管理， 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适当增施磷、 例肥 ， 提高

植株抗病性，是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措施。一旦发生病虫害，如症状不严重 ， 可用及时)(IJ削 、

杀虫灯等物理防治措施，避免病虫害的发展与蔓延 ， 尽量不使用化学药剂 。 如前使用化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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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必须选择高效、低毒无残留的药剂。 例如，锈病防治常用药剂有粉锈宁、速保利、 广枯

灵、 3%广枯灵水剂等;黠虫防治可用 2. 5%敌百虫效果很好;蟆虫防治常用药剂一般为

50%杀螺松乳油、 25%杀虫双水剂等;蜻虫防治主要用抗蜘戚或氧化乐果。

药品要战药品说明要求使用，特别要注意休药期限，以免造成畜禽中毒。

注意事顶: ①整地要细碎、平整 ， 深挖排水沟。 施足基肥。②种子要选择正规种子公司

当年生产的优良品种。③多花黑麦草、高丹草条播时要浅盖种;象革则要注意盖土 ， 监免种

茎外露。④及时中耕除杂，保持l哇面湿润但不积水。⑤适时){IJ制，多花黑麦草冬季低温时期

注意保苗。

适宣区域: 牧草型狗牙根、象草、扁穗牛鞭草主要在长江以南地区和11植，黑麦草、高丹

草在全同各地均可种植。

技术依托单位:

1.北京侣青源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吉庆里蓝筹名座 B 座 1 单元 602

邮政编码: 100020 

联 系 人: 李继伟

联系电话 : 010-65518916 , 82609543 

2. 江西省畜牧技术推广站

联系地址 : 江西农业综合检测大楼 712 室(南昌市东湖区文教路 359 号)

邮政编码 : 330046 

联系人: 刘水华

联系电话: 0791-88556365 , 88500970 

3.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联系地址: 重庆市荣昌县昌州大道 770 号

邮政编码 : 402460 

联系人: 张健

联系电话 : 13638304969 

4. 湖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长挪路 8 号

邮政编码: 410131 

联系人:孙 靡

联系电话: 0731-84615352 

(二)草牧业生产经营监测技术

技术概述: 监测是现代化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内容。 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全程的监测，

能掌握每个环节的运行参数和关键数据， 实现对生产经营活动的高效管控，保障安全稳定生

产，提高生产效率。草牧业经营主体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监测， 是建立现代企业生产制度的

重要内容，体现出企业的科技与管理水平，是草牧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过程。 该技术主要进

行两方面的监测 : 一是监测草畜系统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 为提高草畜生产水平、促进

种养结合发展服务; 二是监测经营主体生产效益和劳动生产率，为提质增效 、 培育新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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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服务。

增产增般情况: 通过监测和对比分析，可在草种选择、草地建植与管理、牧草收获加

工、畜禽品种改良、饲草料调配、 饲养管理等各环节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 一般每个环节能

提高 3%~5% 。

技术要点: 主要任务时监测企业、合作社、农牧户的饲草生产利用、饲用作物种植、牲

畜生产、生产收支等情况，计算生产效率与效益。 具体包括:

1.监测饲草生产情况 每次割草或轮牧后调查牧草生产利用情况，包括放牧草地、改

良种草、人工种革的面积、单产情况，以及制作青贮、调制干革的数量等。每年调查饲用作

物的种植生产情况，包括种植面积、单产 、 自用盘、秸轩利用盘等。 划区轮牧草地测定单产

水平时， 应使用移动罩笼，在每次放牧后罩笼内测定， 每次测定后移动罩笼。

2. 监测畜禽生产情况 每年监测繁育母畜、公畜的体重和年末存栏盘，商品畜禽的出

栏盘与出栏体重、年末存栏量与体重，死亡畜禽数量;购人畜禽的数量、 单价等。

3. 监测生产成本、收入情况

(] )饲草生产成本 : 包括: 每年平均的地面整理、罔栏、 作业通道、机具、草窑(棚) 、

灌溉设施折旧成本，每年土地流转租赁费用，每年种子、肥料、机械作业、水电油、除草剂

等种植成本，每年平均设施机具维护、水电油、肥料、农药、 青贮材料等管理成本，年工资

戚本。

折旧成本=折旧率×土地设施总投资额

折旧率(% ) = (1一预计净残值率)+预计使用寿命(年) x 100 

预计净残值率一般为 5% ，管理用房、草窑(棚)预计使用寿命最低为 20 年，地面整

理以利用年限计， 其他最低为 10 年。

(2) 养殖成本:包括: 每年养殖设施、辅助设施及配套设备折旧成本 ， 设施每年土地流

转租赁费用，每年牛羊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每年精料、秸秤购置量与成本，每年设施维

护、配种、疫病防治、水电油等管理成本，年工资成本。 计算折旧成本时，养殖设施、 辅助

设施的最低预计使用寿命为 20 年，养殖配套设备为 10 年 ; 生物资产折旧预计净残值率为

60 % (种畜 ) ~80%，预计使用寿命为 3~7 年 。

(3) 收入:包括:鲜草、 干草、青贮等饲革年销售量和收入，年畜禽销售收入，以市场

价格计算的年增繁育畜禽收入 ， 畜禽加工品收入，粮食秸秤、粪肥、外出务工、补贴等销售

与服务等其他收入。

4. 监测劳动力使用量 监测每年劳动力使用总量和本地劳动力使用量。

5. 计算土地产出率 汇总饲草种植面积、总产草草、出栏畜总产肉盘 ， 计算亩均产革

量和亩均产肉量。计算饲草种植面积时，放牧草地、 改良草地面积按照单产水平折算为人工

种草面积，人工草地以禾本科豆科 7 : 3 棍合为标准。

6. 计算草肉比 按照饲草、精料总消耗量和总产肉量计算草肉比，精料数量按照价格

折算为禾本科豆科 ( 7 : 3) 混合饲革盘。

7. 计算单位劳动力 GDP GDP 由各项收入中扣除设施折旧 、 维护和投入品成本后计

算。单位劳动力 GDP 能在整体上反映草地畜牧业现代化水平。 同时，可计算经营主体年生

产效益。

注意事顶 : ①抽样监测区域情况时，企业、合作社数量均应不少于 7 个(总量少于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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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监视1]) ，按照生产规模取小型 2 个、中型 3 个和大型 2 个;农牧户数量应不小于 13

个，按生产规模取小户 4 个、中户 6 个、大户 3 个。②计算 GDP 扣除生产成本时， 不应扣

除土地租赁费用和工资。

适宣区域: 全同 。

技术依托单位:全国畜牧总站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530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赵恩、泽

联系电话: 010-59194731 

1X.动物疫病防控技术

(一)棘球拗病综合防控技术

技术概述: 棘球蝴病又名包虫病，是由寄生于犬、狼、狐狸等动物小肠的棘球练.1!.巾缘

期一棘球锄感染中间宿主而引起的一种严重危害人与动物共患寄生虫病。 棘球蝴寄生于牛 、

羊、猪、马和骆驼等家畜及多种野生动物和人的肝脏、肺脏和其他组织器官内 。 依据包虫病

流行和传播的规律，通过以"切断病原循环链"为方针，制定综合防控策略。 该技术的原则

是切断缘虫蝴和成虫在中间宿主(牛、羊等家畜)和l终末宿主(家牧犬)之间的传播，由于

终末宿主的数量远远少于中间宿主，犬的数量仅占家畜数量的几十分之一，因此对包虫病的

防控工作切人点应该放在对终末宿主的控制上，控制棘球蝴成虫在犬体内的寄生是我|叫包虫

病控制的主攻方向，对家牧犬进行成虫期前驱虫即 "单相灭绝病原体"的控制策略，利用能

为广大农牧民乐意接收的、驱虫疗效确切的犬用新兽药槟挪碱及其新制剂，结合传统的犬用

毗l璧酣对试点区全部家牧犬实行无污染性驱虫，制定"犬犬投药、月月驱虫"的驱虫规程和

犬粪便生物发酵等无害化处理措施，由于环境〈水源、 草场) 中虫卵的长期存在 ， 要依据包

虫病感染循环的周期，及虫卵一幼虫一成虫一虫卵循环的生理周期，确定合理长效的川药机

制，逐步净化控制包虫病;同时集中屠宰场所，牲畜屠宰检疫和病变脏器无害化处理!来均达

到 100% ，彻底切断包虫病传染途径;在流行区县、乡、村级干部、 宗教教职人员 、 '1 ' 小学

生中开展防治知识培训，提高包虫病流行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和牧区群众预防包虫病的知识

技能。

增产增娘情况:国际上，抗动物寄生虫药物历来居于所有兽药销售额的首位 ， 其市场潜

力巨大。 目前国内兽用抗寄生虫药物的市场需求为 40 亿元左右，其中抗练虫、 l吸.1!.纠物约

占 1 5 亿元。氢澳酸槟椰碱进行产业化开发后，至少可占有 60%的抗畜禽练虫病冉到j市场，

可达到年销售额 8亿元以上，实现年销售利润1. 2 亿元。 i亥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可保障流行区

受威胁的 6 600 万人口安全; 每年减少患包虫病的家畜在 5 000 万头以上，挽回因家奋死亡

和脏器废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逾 30 亿元。

技术要点:

1.宣传 加强健康教育， 宣传、普及包虫病知识。宣传工作很重要，要按照逐级分类

培训的原则，开展包虫病防治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包虫病防治人员的业务水平，向群众普

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的防病意识，在生产和生活中加强个人防护 ， 避免感染，人与犬、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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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动物接触时，应注意个人卫生，严防感染，培养"饭前便后要洗手、远离虫卵不玩狗" 的

良好习惯，包虫病是影响兽医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传染病，除做好上述技术工作外，最重要

的是加强政府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增加政府投入，加强能力建设，提高防治水平;同时特

别要强调多部门协作，特别是与卫生部门、公安部门的协作。

2. 患畜的脏器无害化处理 包虫病必须采用综合性防制措施，加强卫生法规建设和卫

生检疫，强化群众的卫生行为规范，严禁用患畜的脏器喂犬及任意抛弃， 应销毁或深埋处理

以防被犬或其他肉食兽食人，加强对屠宰场和个体屠宰户的检疫，及时处理病畜内脏(对病

市内脏，建议国家制定合理的赔偿制度，统一收购销毁， 尽量减少农牧民的损失，技术推广

才能落到实处) 。 不到污染的草地上放牧，保障定居点农牧民及家畜饮用水安全，有条件的

地区供水到户，条件尚不具备的地区供水到集中供水点 。

3. 终末畜主一一犬的药物防治 对流行区家犬和牧羊犬统一管理， 开展驱练虫新药氢

出酸槟挪碱片剂的推广应用，结合传统药物H比l璧自同进行驱虫示范，依据粪便虫卵等犬练虫病

的诊断检查结果，制定驱虫规程，保证每年每犬驱虫 6~8 次，并收集犬驱虫后 48 小时内排

除的带有虫体的粪便采取发酵等无害化处理，除恶务尽，不会引起二次感染，驱除了终末宿

E的练虫，并把缘虫污物 (虫体、虫卵及粪便)无害化处理，如掩埋、 火烧等，终末宿主再

不会排出孕卵节片污染环境， 家畜及人接触不到缘虫卵， 自然就不会得包虫病， 要控制包虫

病就要打破循环，阻断传播途径，配合环境消毒和粪便生物热处理 ， 对降低发病率甚至根除

i在病有重要意义 。

~.瘦苗预防 目前我国尚无商品化的疫苗，可采用研究单位中试产品或进口疫苗。

(1)中间宿主(羊)的保护性疫苗 : 国外将体外培养细粒棘球缘虫六钩蝴的排泄或分泌

It物作成抗原， 给绵羊接种可获得抗细粒棘球缘虫卵的高度免疫力 ， 已证明六钩蝴能产生所

有的宿主保护性抗原。 目前应用 EG95 重组蛋白质疫苗防治细粒棘球蝴感染中间宿主(羊)

)1:取得较理想的结果。 在阿根廷和我国完成的试验结果表明，在第 2 次接种疫苗后，获得的

高度免疫至少能持续 1 年，这种免疫可以由预防接种的母体经乳汁传输给幼体。

(2) 终宿主(犬) 的保护性疫苗:由于牧犬的数量远小于牲畜的数量 ， 对终宿主(犬)

实施疫苗预防更经济，更有利于实施。 用射线照射、冷冻干粉等不同方法处理后的原头蝴抗

原免疫犬，免疫次数不同和l犬龄不同的犬所获得免疫力亦不一致 ， 成年犬的免疫效果优于幼

犬，免疫次数与免疫效果呈正相关性。

注意事顶: 驱除犬体内的成虫也不是一蹦而就的事情，要依据棘球蝴病(包虫病)感染

循环的周期，及虫卵一幼虫一成虫一虫卵循环的生理周期，应用该技术要有长效促进机制，

卫生部、农业部等相互配合，各主管部门确定牵头单位 ， 常抓不懈，连续几十年 ， 一定能在

我同控制并净化包虫病。

适宣区域:西北的新疆、 青海、 甘肃、宁夏、西藏以及陕西、 山西、河北、四川同部和

青藏高原等省份，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44% 。

技术依托单位:

1.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125 

联系人: 李文合

•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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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010-59194304 

电子邮箱 : shichunma16@yahoo. com. cn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93 

联系人:朱鸿飞

联系电话 : 010-68919855 

电子邮箱: biocl ub@vip. sina. cn 

3. 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

联系地址 : 甘肃省兰州市磁沟沿 335 号

邮政编码 : 730050 

联系人 : 张继瑜，周绪正

联系电话 : 0931-2115278 

电子邮箱 : infzjy@sina. com , zhxuzheng@163. com 

(二)鸭黄病毒病综合防控技术

技术概述: 鸭黄病毒病是鸭的一种新发传染病，又称坦布苏病或出血性卵巢炎， 首先在

我国浙江省发生，之后疫情迅速蔓延到包括上海、福建、广东、广西、 江西、安徽、江苏、

山东、河南、河北和北京等主要养鸭、鹅省份。 鸭黄病毒主要感染各品种和日龄的11鸣 ，产蛋

鸭感染后主要表现为产蛋率低下，恢复后所产种蛋的孵化率和受精率出现下降， 前i III~"II士l鸭也

可感染 ， 11伍床上可见仰翻 、 侧翻鸭，产品合格率降低。 该病现已成为危害我罔和东南、眼国家

养鸭业的重要疫病之一。 由于鸭黄病毒病是新发传染病，对病原的生物学特性、致病机制、

诊断方法和疫苗等均处于研究阶段。 因此，该技术主要进行鸭黄病毒病诊断技术(州理学、

病原学、 血清学等)和防治技术(疫苗免疫)的推广，指导养鸭或鹅企业或相关行业人员对

该病进行准确诊断并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以期尽最大可能减少疫情的传播。

增产增娘情况: 产蛋鸭由于继发感染或饲养管理低下等因素死亡率可达 5%-20% ，商

品肉鸭继发感染后出现最高为 ] 5%-30%的死淘率，该技术的推广可以对鸭黄1ìXì .，(j;病进行

及时确险井有效控制该病的发生， 从而提升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养鸭水平 ， 促进养11鸣企业和

养殖户增收，减少经济损失，提高产品品质，保障北京鸭和全国鸭产业的健康发展和生产 ，

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技术要点:

1.临床与实验室诊断要点

(1)临床诊断 : 发病鸭群主要表现为采食量降低 、 产蛋量急剧下降， 生产性能低下。 商

品肉鸭死淘率增加和出栏率降低。

(2) 病理学诊断 : 黄病毒感染鸭的眼观病变 ， 主要表现为卵巢变形和出血， 肝脏、脑、

心脏、肾脏一般看不到明显的病变。 镜检病变，主要为急性卵巢炎、间质性肝炎、 间质性肾

炎和非化服性脑炎。

(3) 免疫组化试验 : 用抗黄病毒的单克隆抗体进行免疫组化染色，若在感染鸭组织I-j-I存

在病毒， 则说明鸭出血性卵巢炎病毒在被检鸭体内复制 。 具体步骤如下 : 石蜡切片脱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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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二甲苯 1 ， 1 5 分钟→二甲苯 n ， 1 0 分钟→100%~70%酒精，各 5 分钟→0. 0 1 摩尔/升

竹除酸缓冲液抗原修复→PAP笔沿着组织周围划阁，滴加 3% H2 02阻断剂灭活内源性酣→

~ZjJJOill 口羊血清工作液进行血清封闭→滴加稀释的一抗工作液(] : 100 稀释) ，滴加 PBS 于

~J1性对f!~→PBS 冲洗 5 分钟， 3 次，搞j加 HRP 标记的山羊抗小鼠 !gG 抗体工作液→配制

1)八B 显色攘，显微镜下控制显色→切片入水淋洗终止显色→苏木素复染→脱7)(→树胶封

Jl →镜检。 结果判定:组织切片内如果出现褐色或棕黄色颗粒即判定为阳性，否则为阴性。

(4) 病毒分离鉴定 : 采集发病鸭血液，分离血清，进行病毒分离来确诊。 具体操作如

F : 经翅下静脉采血，分离血清。 鸭血清以一定剂量接种 SPF 鸡胚后，置 37
0

C条件下继续

孵化，将一定时间内死亡鸡胚且病毒核酸检测阳性判为病毒分离阳性。

( 5 ) 聚合酶链反应 CRT-PCR) : 根据 GenBank 上登陆的多株黄病毒 NS5 基因序列，设

ì l出一对黄病毒通用引物，并对 RT-PCR 反应条件进行了优化，建立的检测鸭黄病毒核酸

In-PCR 方法特异和敏感，可以检出约 3 000 个 ELD50 的鸭黄病毒。 操作步骤如下:依据

T rizol ì式剂盒说明书进行病毒尿囊液的 RNA 提取。 反转录时依据 TaKaRa R NA PCR Ki t 

( AMV) Ver 3 . 0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得到的 cDNA 产物使用黄病毒属扩增 NS5基因

的引物进行 PCR 扩增， PCR 产物取 5 微升进行 1 %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在 988bp 位置出现

清晰条带即判为阳性，再则而为阴性。

(6) 隅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 采用以纯化的黄病毒科病毒为包被抗原的 EL1SA 检

测试剂盒对采集的血清样本进行检测。 依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血清样品检测，并根据说明书

提供的结果判定方法进行判定阴性、阳性还是可疑。

(7) I缸凝抑制 (Hl) 试验 : 采用血凝抑制试验抗原和阴、阳性血清测定发病鸭的 Hl 抗

体，迸行1(ll清学诊断。

2. 瘟苗预防 '1鸣黄病毒病国内外目前还没有商品化的疫苗。 现在国内多家单位正在研

制疫苗，包括灭活疫苗、弱毒活疫苗和基因工程苗等。 目前研制的鸭出血性卵巢炎灭活疫苗

( HB株)已通过临床表明有较好的保护效力 ， 通过颈部皮下或肌内注射二次免疫 1 ~4 周龄

鸭或 4 周龄以上鸭，用于预防l间出 币1性卵巢炎，免疫期为 5 个月 。

注意事顶: 对 '1鸣黄病毒病的诊断和防治， 要注意和l饲养管理控制综合进行，如饲养密

度、环境通风、养殖场布局等。

适宣区域: 适用于全国各主要养鸭地区 。

技术依托单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联系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团中路 9 号

邮政编码: 100097 

联系人:刘月焕，刘立新

联系电话: 010-51503475 

电子邮箱: liuyuehuan@sina. com , liulixinsun@ hotmai l. com 

(三)艳牛寄生虫病防治技术

技术概述: 该技术利用阿维菌素类药物对多种内寄生虫和外寄生虫同时有效的原理，对

寄生虫病同时防治技术;用丙硫眯l哇对多种蠕虫病有效的原理， 有效防治蠕虫病的危害 ， 弥

补阿维菌素类药物的不足;采用澳辄菊醋、瞒净 、 氯i!'i\腆柳胶制、腆硝酣等药物的药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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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弥补阿维菌素类药物在防治外寄生虫病方面的缺陷，最终达到配套防治多种内1{)-也虫病

和外寄生虫病的目的。 控制降低牛主要寄生虫的危害 。

增产增颊情况: 2010→2012 年，在区域试验点和生产示范点开展经济效益测定，幼年

牛保活率提高1. 46% ，牛毛产量增加 O. 02 千克/头。幼年牛实现新增总产值 20. 56 Jï元/万
头 ， 新增纯收益 19. 85 万元/万头。 3 年间，青海省共推广幼年牛 556 . 63 万头，约济效益

1 959. 84万元。

技术要点:

(1)冬季对牛使用一次阿维菌素类药品防止胃肠道和l呼吸道线虫春季高潮，控制牛皮蝇

姐病的危害，同时采用降低主要吸血性外寄生虫病危害的新技术，达到了牛多种内、外寄生

虫病同时防治的作用。

使用剂量 : 0.2 毫克/千克。

投药时间 : 12 月至翌年 1 月 。

配套技术 : 在练虫严重地区，于 7~ 9 月使用 5~ 10 毫克/千克剂量的丙硫咪l吵~\IX除缭

虫 ; 在吸虫感染严重地区，在感染季节 (6~ 9 月)使用 20 毫克/千克剂量的内硫眯l些或

5 毫克/千克剂量的硝氯酣驱除l吸虫 。

(2) 根据外寄生虫的不同种类、不同感染季节、不同感染地区，采用澳f1(菊酣、蛐i争等

药物开展药淋辅助措施的防治技术，解决区域性外寄生虫感染危害严重的问题。

①澳辄菊酶防治方法 :

防治对象: I(ll虱、毛虱 、 蝉 、 蚤、所瞒。

使用剂量 : 药淋采用 12. 5 毫克/升 (250 毫升/吨)的浓度， 即在 l 吨水中加入 5%的澳

frR菊酣 250 毫升 。

防治时间 : 7~8 月进行药淋。

喷雾 : 应用 30 毫克/升的浓度， 即在 15 千克水中加入 5%的澳辄菊醋 9~ ] 0 毫升 。

灭蝉 : 灭蝉时剂量为 75 毫克/升，即 15 千克水中加入 25 毫升。在泰勒虫病流行以使用

该方法，不但起到杀蝉的作用，而且可防治泰勒虫病。

②瞒净(二嗦农)防治方法 :

防治对象:挤蜗、蝉、踊l虱、毛虱、蚤。

使用剂量 : 药淋应用 250 毫克/升的浓度 ， 即在 1 吨水中加人 25%的瞒净 1 000 毫升 。

涂擦 : 冬季蠕形蚤感染严重地区也可涂擦防治， 主要在尾根部、臀部、 颈部(颈静脉沟

周罔)、肩部和前腿部、胸部(胸霄'部)、股内侧涂擦杀虫。

防治时间:对于大部分外寄生虫，药淋一般在 7~8 月进行;涂擦时间主要在该市 ' 1 :.虫

感染严重时期，蠕形蚤一般在1l~ 12 月至翌年 1 月上旬，草原革蝉一般在 3~4 月。

注意事顶: ①对艳牛寄生虫防治工作进行大力宣传，从药物防治和轮牧环节抓起，才能

得到有效防治。②加强技术人员培训， 掌握规范的防治技术。

适宣区域: 适合青海省放牧牛毛牛及其他牛种。

技术依托单位:青海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系地址 : 西宁市胜利路 69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联系人: 蔡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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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 13909715162 

电子邮箱 : cjshlyf@163. com 

(四)兽医卫生规范技术

A.畜禽批发市场兽医E生规范

技术概述: 活畜禽的交易、运输与动物疫病暴发、流行有着紧密的关系，由于在畜禽批

发市场存在某种疫病的大量易感动物，加之动物运输应激、抵抗力下降， 交易市场卫生条件

差等因素， 一旦出现病原， 暴发动物疫情井大量扩散的可能性极大。 以小反鱼兽疫为例 ，

2013 年 11 月传入我罔以后，迅速波及 23 个省份。 根据调查 ， 疫情的起因在于跨省份调运

病羊，而这些病羊就是从牲畜批发交易市场调出的。鉴于以前的经验教训 ， 该技术从布局 、

设施设备、清洗消毒、应急处置、动物桶利等方面对畜禽批发交易市场提供动物防疫指导 ，

旨在规范市场经营，减少畜禽应激反应，消除或减轻经交易市场传播动物疫病潜在风险。

增产增娘情况: 畜禽交易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尽管有传播动物疫病的风险但是有大量

的现实需求，目前，这种市求还不能完全依靠加强动物产品的调运来满足。 因此，该技术的

推广将能有效规范市场经营，减少畜禽应激反应，消除或减轻经交易市场传播动物疫病潜在

风阶，保障养殖户和1养殖企业的利益。

技术要点:

1.布局 市场周罔有实体罔墙，与周边相对隔离，且有消毒池。 市场管理区 、 畜禽交

易区、隔离区、清洗消毒区、废弃物堆放区、无害化处理区应当顺着当地夏季主风风向依次

建造且相对独立。 畜禽交易区内不同种类动物交易场所相对独立;地面需致密坚实，防滑，

便于清洗和1消毒。 ?舌禽专业批发市场内水禽经营区域与其他家禽经营区域要相对隔离 。 市场

内，应在交易区附近设置清洗消毒的区域，对推车、笼具等物品进行集中清洗消毒。 并应设

置死亡动物和畜禽粪便、饲料垫草等废弃物的存放区(室) ， 需要自行处理废弃物的还需在

堆放区(室)附近设置无害化处理区(室) 。

2. 设施设备 有相应的排水排污设施、 排水排污方便且符合罔家相关规定。 有清洗、

消毒设施， 清运粪污等废弃物的设备，灭火器、防护服等应急处理设备，有灭蝇、灭蚊、灭

鼠等设施设备 ， 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车辆、笼具等的清洗、消毒设施设备，有畜禽装卸的

设施设备，畜禽|临时存养和l隔离的设施设备，有死亡畜禽收集、废弃物清扫和堆放的设施设

备 ， 有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 。 在室内进行交易的市场， 室内应设有排风及照明装置，墙面

(裙)和台面应防水、易清洗。

3. 防疫要求 交易的畜禽须持有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猪、牛、羊须佩戴畜禽标识。

保持场区内清洁卫生。 定期清洁饲1喂及饮水设施。 定期对门口、道路和地面清扫消毒。 定期

灭蝇、灭蚊和灭鼠。 定期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有应急预案，能够及时处置突发问题。

从事畜禽经营的人员要符合卫生部门的要求，掌握基本防护知识，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根

据市场需求调整进货数量，避免畜禽大量滞留市场。 对于人场当日不能完成交易的，应给予

畜禽充分的躺卧、转身、活动空间，具有攻击性的畜禽应有单独的笼具或围栏。 禁止随意丢

弃畜禽尸体和废弃物，应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市场应建立畜禽人(出)场登记记录、购

销台账、消毒记录、元害化处理记录、患病动物隔离监管记录、畜禽发病死亡记录、疫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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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记录等。

4. 休市 常年营业的畜禽交易市场应该实行休市制度。实施整体或不同交易区域轮流

休市。每月至少固定休市 2 天，实施市场区域轮休的市场每个独立区域至少每月休市 2 天。

休市期间， 关闭休市区域并进行彻底清扫、清洗 、 整理和消毒。 遇到发生疫情等突发情况

时，要实行临时休市， 终止交易。

5. 清洗消毒 批发市场经营区域内所有可能被污染的场地环境、设施设备、畜禽运载

工具等都要进行清洗消毒。饲喂、管理、交易、清扫等人员宜采取淋浴、紫外线照射、 1肖奇

液浸泡洗手等方法消毒。 衣、帽 、 鞋等可能被污染的物品， 宜采取消毒液浸泡、 高温高压灭

菌等方式消毒。 办公、饲养等工作人员的宿舍、公共食堂等场所，宜采用低毒、无剌激的消

毒药品喷雾消毒。 畜舍、场地、车辆等宜采用消毒液清洗、喷洒等方式消毒。 金属设施设备

宜采取火焰、喷洒、 熏蒸等方式消毒。

消毒频次:批发市场畜禽交易区、禽类批发市场宰杀区的场地、摊位、 笼具 、 宰杀二" . -6苦

具等设施设备要每日清洗消毒。运载车辆每次进出场区应进行消毒或清洗。 隔离观察l兰 、废

弃物堆放区、无害化处理区的设施设备每次使用后应进行清洗消毒。 消毒药应安全、高效、

低毒、低残留 、 配置方便井有专人保管，应购置 2 种以上消毒药，交替使用，并定期更换。

6. 无害化处理 待处理的废弃物和动物肉尸应收集存放于废弃物堆放区 ， 并在当天进

行处理。 有条件的地区，可将废弃物处理纳入当地市政环卫处理系统， 统一处理。 在条件不

具备的地区，日常污染的饲料、垫料、粪便等，按 GB 7959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 执行。

批发市场污水污物的排放要达到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要求。 动物肉

尸处理按照 GB 16548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和农业部 《病死动物

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处理。 建成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的， 可以集中处理， 但基层做好

消毒。

7. 动物福利 保证畜禽有足够的清洁饮水、饲料和新鲜空气， 保持干爽清洁，础'免过

强照明 。 在笼具或圈舍内，给畜禽留出适当的活动空间 ， 避免拥挤。 隔离畜禽的隔栏和l装载

畜禽的笼具表面应该平整光滑，隔栏间距应该可以调整。做好防暑与保暖。

8. 畜禽运载注意事项 运输车辆应当与所运动物个体大小数量相适应 ， 运输笼具Jf<.年

厢围栏要坚实牢固、无棱角突起。 运输车辆不能全部封闭， 要保持装载和运输过程巾的通

风， 井保护动物不受极端天气条件的影响。不同来源同种动物在装车前应事先I昆合在一起，

使之熟悉。 有角动物和无角动物以及不同品种动物不能混合，或者用结实的隔板将动物分

开。 怀孕后期、体弱多病或受伤的畜禽不应运输。装卸中应避免产生噪声 ， 避免伤害性驱赶

及装卸，同时应做好防滑及照明工作。

9. 应急处置 畜禽交易市场发生畜禽异常死亡或出现可疑临床症状时，市场管理人员

和经营人员要立即向当地兽医部门报告，井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 从业

人员出现发热伴咳嗽、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 应立即送医疗机构就诊， 并说明其从业情

况。 卫生部门要及时诊治、排查和报告。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立

即停止畜禽交易 ， 关闭市场，实施隔离。 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提请

启动应急预案，按 《动物防疫法))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和 《动物疫情报告管理办法》

等规定处理。

注意事顶: 适用于专营或兼营猪、牛、羊、马属动物等家畜和鸡、 鸭 、 鹅、鸽等家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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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市场。 建议批发市场最好为经营单一动物种类，不要畜禽混合。

技术依托单位: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适宣区域:适用于全国各地区，可根据当地可获得的消毒药种类进行选择。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20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25 
联系人 : 如j兴国，赵婷

联系电话 : 010-59194751 

电子邮箱 : 458015753~qq. corn 

8. 种鸡场动物卫生规范技术

技术概述: 种禽是养禽业的源头，其健康状况对下游的生产水平和产业风险影响巨大。

种鸡场的动物卫生管理涵盖内容广、范围宽 ， 专业性强，种鸡场动物卫生标准的高低直接影

响到种鸡的健康状态和生产水平 ， 更决定着一个国家养鸡业的整体水平。 因此 ， 该技术对种

鸡场的选址和布局、设施设备、免疫、监视IJ 、检疫、无害化处理、投入品控制、内部管理以

及鸡只福利等提出了真体的要求，有利于种鸡场和孵化场提高生物安全水平，有效降低动物

疫病发生风险。

增产增娘情况: 种鸡场的动物卫生水平同疫病发生流行情况直接相关，良好的动物卫生

水平能显著降低动物疫病发生风险，因此，该技术的推广有利于种鸡场提高生物安全水平，

规范养殖水平以及科学饲养能力，有效降低动物疫病发生风险，从而提升动物健康水平和养

禽业水平，提高养殖效益。

技术要点:

1.种鸡场的选址和布局技术要点

(1)场址应选在地势较高、干燥平坦、背风朝阳的地方。

(2) 选址应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城镇居民区 、 文化教育科研

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 1 000 米以上 ; 距离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

理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动物诊疗场所 3000 米以上。

(3) 选址不应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 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 以及

山谷洼地等易受洪涝威胁的地区。

(4) 场址应水源充足、 7)(质良好。

(5) 场内布局应考虑工艺流程合理、空气流通适当的原则。

(6) 场内应划分管理区、生产辅助区 、 生产区和隔离区，各区之间应严格区分， 井有明

显物理隔断。 隔离区应处于各区下风向，主要包括兽医室 、 隔离禽舍利无害化处理场地。

(7) 污道与净道分开，互不交叉 。

(8) 管理区位于场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处及地势较高处 。

(9) 生产辅助区位于管理区下风向处或与生产区平行。

(10) 生产区位于生产辅助区下风向或与辅助区平行，主要包括孵化室、 育雏舍 、 育成

舍和成年鸡舍。

(1 1 )孵化区如设在种鸡场内，应处于整个生产区上风向，孵化区内人员 、 物品应单向

流动，并按照单向运送蛋和初孵雏的原则进行隔离分区，依次分为:工作人员更衣室、淋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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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卫生间，种蛋接收和储存间，孵育间，孵出间，检雏、雌雄鉴别、装雏间，蛋箱、初孵雏

箱等物品储存区， 雏鸡存放间，洗涤和废物处理间 ， 工作人员办公区 。

2. 设施设备配备的技术要点

(1)场区周围应建有回墙。

(2) 鸡舍应尽量选用光滑的防渗透材料、其他区域采用混凝土或其他防渗透材料 ， f亚于

清洁及消毒。

(3) 鸡舍、 储存饲料和鸡蛋的场所有防止野禽、 H自由动物和节肢动物入内的设施。

(4) 在场区门口设置消毒池，生产区出人口应设置更衣室、消毒通道或消毒室，鲜栋鸡

舍门口设有消毒池或消毒垫。

(5) 兽医室应配备必要的检测设备。 祖代以上鸡场应具备相应疫病抗体检测能力 。

(6) 场内建有与饲养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污水污物等处理设施。

3. 免瘦的技术要点

(1)按照同家强制免疫计划要求实施免疫。

(2) 对于强制免疫计划以外的其他疫病，应根据本地禽病流行情况和生产需要制定和|实

施相应的免疫计划 。

(3) 免疫鸡只按规定建立免疫档案。

4. 监测的技术要点

(1)应接受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的监测。

(2) 应根据本地禽病流行情况和本场鸡群免疫情况制定和实施相应监测计划 。

(4) 应开展禽白的1病和鸡白嗣等垂直性传播疫病监测净化工作。

( 5 ) 应开展沙门氏菌监测，方法如下 :

①样品采集:随机采样，保证采集样品的科学性和代表性;种鸡场可采集新鲜粪便(至

少 l 克)、死淘鸡，初孵雏还需取鸡盒衬垫;孵化区可采集人场种蛋、胎粪、壳内死句ft:和淘

汰雏鸡;环境样品可采集环境试子、垫料、绒毛和尘埃等;采样时应详细记录采样信息;样

品在送达实验室前应在 1~40C保存，保存时间不得超过 5 周 。

②采样频率 : 育雏群在 1 日龄和转人产蛋舍之前 3 周各采 1 次样 。 若种鸡不是从育喻，舍

直接转入产蛋舍，转移前 3 周时应再采 1 次样;产蛋种鸡在产蛋期间， 每月至少采样 1 次 。

饮用水及种蛋应每天采样;孵化器、孵化间过道、储蛋室、出雏器、出雏室过道 、 放J唯

室每周采样 1 次;人场种蛋在熏蒸消毒前后各采 1 次样。

③细菌控制标准 : 孵化器、孵化间过道、储蛋室、出雏器、出雏室过道、放句fl:室，片J营

养琼、脂平板放置采样部位暴露 15 分钟，培养 24 小时，菌落总数应少于 50 个 。 人场种蛋在

熏蒸消毒前后，用棉拭子涂抹 30 秒，培养 24 小时，菌落总数应少于1. OX 103个/厘米2 。 每

批雏鸡采集 O. 5 克绒毛与 50 毫升元菌蒸馆水混合，取 1 毫升倒在营养琼脂上，培养 24 小

时，菌落总数应少于1. OX 104个/厘米2 。

5. 疫情报告与处置的技术要点

(1)养殖场户发现鸡只染疫或疑似染疫时 ， 应当立即向当地兽医部门报告，并采取隔

离、消毒等控制措施。

(2) 应遵守国家有关动物疫情管理规定，不得随意发布疫情信息，不得瞒报、谎报、迟

报、漏报疫情，不得授意他人瞒报、谎报、迟报疫情，不得阻碍他人报告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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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遵守当地政府依法做出的有关隔离、扑杀的规定。

6. 检瘦的技术要点

十一、畜牧兽医。

(1)人场种鸡或者供孵化的种蛋，应持有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证明 。

(2) 孵出雏鸡在出场前 3 天应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3) 雏鸡、种蛋以其父母代检疫结果为判定依据。

(4) 省(自治区、直辖市) 内调运种鸡或种蛋的检疫应按照农业部 《家禽产地检疫规

程》 的相关要求进行，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调运种鸡或种蛋的按照农业部 《跨省调运种

禽产地检疫规程》 相关要求进行。

7. 消毒的技术要点

(1)种鸡场应建立定期消毒制度，人员、车辆进出应严格消毒。 场内环境每 2 天消毒 1

次，必要时每天消毒 1 次，鸡舍内环境每天消毒 1-2 次。

(2) 鸡舍清群后，应及时清除粪便和垫料，并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

(3) 种蛋应用消毒过的蛋托和蛋箱或者一次性新的蛋托或蛋箱运送到孵化区 (厂) ， 每

次运送前都要对运输工具进行清洗和消毒 。

(4) 初孵雏应用消毒过的雏鸡盒或者一次性新的雏鸡盒运送， 每次运送前都要对运输工

具进行清洗和消毒。

(5) 工作人员应淋浴后更换消毒过的工作服、 鞋帽，方可进入孵化区(场) 。

(6) 处理不同批次出雏鸡之前， 工作人员应更换新的工作服及鞋帽。

(7) 收集的种蛋应经消毒后方可入库，并在人孵前再次进行消毒 。

( 8 ) 种蛋、孵化器以及孵化用具的消毒方法 :

①消毒方法 : 高锚酸梆熏蒸消毒。 熏蒸室温度应保持在 24- 38
0

C ， 相对湿度维持在

60%-80% ， 每立方米空间用 14-42 毫升的福尔马林加入 7-2 1 克高锚酸钥':i进行熏蒸 。 操

作时，容器巾先加入高锚酸饵，再加福尔马林。

②入场种蛋的消毒:入场和11蛋应在密闭的消毒间内熏蒸消毒 ， y肖毒 20 分钟后，方可

选蛋。

③孵化机内种蛋的消毒:种蛋入孵后 12 小时内，并且保证泪度和湿度在正常工作水平

内，进行熏蒸消毒。 消毒时关闭入孵器的门和通风口 ，开启风扇 。 熏蒸 20 分钟后 ， 打开通

风口，排出气体。 已孵化 24-96 小时的种蛋不能进行熏蒸消毒，再则会导致鸡胚死亡。 孵

化 18 天的种蛋从入孵器转移到出孵器后，在 10%的雏鸡开始l琢壳前应进行熏蒸消毒。 消毒

室保证出孵器的温度和湿度在正常工作状态，进行熏蒸消毒 。 消毒时关闭通风口 ， 开启风

扇 ， 熏蒸 20 分钟后，打开通风口，再将盛有 1 50 毫升福尔马林的容器放入出孵器内 ， 自然

挥发消毒，在出孵前 6 小时将其移出 。

④孵化器、出孵器及孵化器具的熏蒸消毒 : 孵化器、出孵器及孵化器具在使用后应进行

清洗，并将孵化器具装人孵化器内，进行熏蒸消毒 ， 熏蒸消毒 3 小时(最好过夜) 。 孵化器 、

出孵器及孵化部具在熏蒸剂残留消除后， 方可使用。

8. 无害化处理的技术要点

(1)粪便、废水等废弃物应进行元害化处理。

(2) 染疫鸡只及其排泄物、染疫禽产品，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鸡只尸体，运载工具中的

鸡排泄物以及垫料、包装物、容器等污染物 ， 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元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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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不得随意处置。

(3) 孵化过程中的死蛋、孵化废弃物等应做无害化处理。

(4) 经检疫不合格的鸡只、种蛋，应当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监督下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

部门的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5) 未使用完的疫苗、使用过的疫苗瓶、注射器、针头、过期疫苗以及检测试剂等应按

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9. 投入晶控制的技术要点

(1)不得使用未取得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证书的新饲料、新饲料添加剂以及禁剧的饲

料、饲料添加剂 。

(2) 应当按照产品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使用饲料。 在饲料或者动物饮用水中添加|饲料添

加剂的，应当符合饲料添加剂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的要求，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

定的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3) 使用自行配制饲料的，应当遵守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自行配制饲料使用

规范，井不得对外提供自行配制的饲料。

(4) 兽药的采购、储存、使用及过期药品的处理，应符合 《兽药管理条例 》 及有关规

定，井有相应记录。

( 5 ) 不得在饲料和饮用水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和兽医部门规定的其他禁用药品。

(6) 不得将人药用于鸡只 。

(7) 不得将原料药直接添加到饲料及动物饮用水中或者直接饲l喂鸡只。

10. 内部管理的技术要点

(1)制度建设:种鸡场应建立动物卫生质量保证体系相关制度 ， 包括岗位责任制度、疫

情报告制度、防疫制度、疫病监测制度、?肖毒制度、 兽医室工作制度、 无害化处理制皮等 ，

并有效实施。根据本场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动物疫病净化制度，井有效实施。

(2) 人员管理 : 种鸡场应配备一名具有兽医师以上职称，熟悉国家动物防疫法律法规政

策的业务场长，主管本场的兽医卫生工作，并配备与其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医人员，兽

医人员应熟悉防疫、检疫、 兽药、诊疗等业务知识并具有一定操作技能。 饲养人员应具有禽

只饲养、禽只福利方面的知识。 饲养人员和兽医人员没有人与禽间传染病，并取得 《健康

证》后方可上岗 。

(3) 流动管理 : 工作人员只能在本责任区内活动，不能在生产区内各禽舍间随意走动 ，

非生产区工作人员不得进入生产区。场内物品的流动方向应为小日龄鸡只饲养区流向大日龄

鸡只饲养区，正常饲养区流向患病隔离区。 各鸡舍之间不得串换、借用工具。

(4) 档案管理:建立鸡群饲养全过程的相关记录档案。档案应包括生产记录、防疫记

录、 种鸡质量记录、销售记录等。其中，生产记录应包括饲养期信息 、 生产性能信息 、 饲料

信息等 ， 防疫记录应包括日常健康检查信息、预防和治疗信息、免疫记录、消毒记录 、 无害

化处理信息等。档案信息应准确、真实、完整、及时，并保存两年以上。

11. 鸡只福利的技术要点

(1)鸡只有足够的空间以满足其站立、展翅 、 蹲卧等。

(2) 鸡只能获得充足 、 洁净的饲料和饮水(有限制饲养要求的除外) 。

(3) 对不适宜种用的淘汰鸡应采用适当方式进行处理或快速无感觉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