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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所面临外部形势的变化�质量、安
全、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挑战也日趋严重�尤其是饲料资源问题�已经
成为制约我国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畜牧业突破饲料资源短缺瓶颈的对策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子仪先生访谈录
本报记者 彭电子

　　为了提高饲料资源保障能力�我们必须在增加资源产出与质量的同时�提高对饲
料资源的利用效率。调整传统种植业的结构�即实施三元结构的内涵性改造和外延性
扩张�是增加饲料资源产出与质量的可靠途径。加强对农家饲料资源的科学利用�不
断提高农户养猪生产水平�这是缓解饲料资源不足的重要对策。从宏观上优化畜牧业
生产的技术路线�是与开辟饲料资源有着同等重要意义的挖潜举措。农户散养模式发
生疫情的风险更大�相对抗疫病风险能力较弱。应在“防重于治”的基础上强调“养重
于防”；或在“养防并举”的基础上�向“养重于防”逐步过渡。要给畜禽提供符合正常生
理需求的养殖环境和营养条件�增加人与动物自身的抗逆能力�在“养”字（饲养、营养、
养殖）上狠下功夫�在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原则下�寻求人类和饲养动物长期共存共荣之
路。秸秆的充分饲用可以为缓解我国的饲料资源压力作出一定的贡献�同时还可以减
少焚烧对环境的污染�但从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畜牧业的战略角度分析�我们不能寄
予过大的希望。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肉、蛋生产国�人均肉类占有
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人均含蛋占有量达到发展国家水平�奶类生产与消费也开始进
入高速增长阶段�长期困扰我国的畜产品供应紧缺的局面得到根本转变�畜牧业已经
从农村家庭副业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与此同时�在新世纪前四年�随着我国
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所面临外部形势的变化�质量、安全、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挑
战也日趋严重�尤其是饲料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为
此�本报记者对我国著名的动物营养与饲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子仪先生进行了
专访。

记者：张先生�我国畜牧业在过去20多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目前又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您对未来我国消费畜产品的需求潜力有什么看法？

张子仪先生：2003年全国肉、蛋、奶总产量分别达到6850万吨、2535万吨和1625
万吨�人均年占有各种可食动物性产品总量分别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4～8倍�畜产品
长期短缺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这是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



注意到�全国人均膳食中动物性蛋白质摄取量还不足20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仍然
处于中等偏下位置�仅相当于经济发达国家的1／5左右。从达到全面小康的标准看�
我国人民的膳食结构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再结合人口增长因素�我国畜产品的需求在
未来10～15年内仍然会保持稳步增长的趋势。

记者：饲料是畜牧业生产最主要的投入品。自去年以来�随着我国粮食安全问题
的出现�殃及到饲料原料价格发生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我国饲料资源的自我保障能力
到底怎么样？

张子仪先生：饲料资源问题是我国畜牧业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从2000
年以来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量连年下降�与此对应的是规模化养殖业和许多饲料企业在
亏损的边缘徘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我国的能量饲料、蛋白饲料和优质饲草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短缺�但最严重的还是蛋白质饲料问题。据预测若到2030年按16
亿人人均每日消费动物性蛋白质量仍按25克的保守数字计算�届时全国人民大约至
少需要从肉、蛋、奶及水产品中提供1460万吨可食用的动物性蛋白质。生产这么多的
可食用的动物性蛋白质�若按20世纪末期的最佳饲养技术�以饲料蛋白质的转化效率
为20％计算�则最少需要从种植业或饲料工业提供7300万吨可饲用粗蛋白质（约相
当于1．82亿吨豆粕中的粗蛋白质含量）。根据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种植业的生
产成绩分析�从谷实类、饼粕类、糠麸类、糟渣类等农副产品类以及动物性饲料资源中�
总计仅能提供3000万吨饲用粗蛋白质�即大约只能满足需要量的一半�这还是一个乐
观的估计值。最近几年�我国的大豆和豆粕进口量逐年增长�已经超过国内产量�这反
映了饲料资源紧缺的问题。

记者：根据您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饲料资源压力非常大�您认为提高饲料资源保障
能力的可靠措施有哪些？

张子仪先生：为了提高饲料资源保障能力�我们必须在增加资源产出与质量的同
时�提高对饲料资源的利用效率。调整传统种植业的结构�即实施三元结构的内涵性
改造和外延性扩张�是增加饲料资源产出与质量的可靠途径。在内涵性改造方面�重
点是适当增产大豆�发展高蛋白质玉米、双低菜籽�因地制宜发展无腺体棉籽棉花�解
决棉籽中高棉酚、高环丙烯问题。如果在2010年以前将全国年产玉米预计总产量的
一半（约6000万吨）改造成为高赖氨酸玉米�将常规玉米中的赖氨酸含量从0．21％提
高到 OPQ 玉米的0．44～0．66％�那么即相当于在全国广大农村建立了15～30座万
吨级氨基酸厂（目前只有4～5家）。多年来�我国已引进并培育出适合不同地区的高
蛋白玉米、高赖氨酸玉米�建议应抓紧普及推广�这是让农民直接享受科研成果的战略
举措。当然�在普及过程中需要妥善解决优质玉米的标准化与优质优价问题、有效成
份现场快速检测技术（近红外光谱分析技术）问题�订单农业的政策支撑问题及产品质
量标准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应是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障碍。

外延性开发方面�重点是挖掘非竞争性农业资源中──光、温、非耕地以及种植业
中的时空结构潜力�增产饲料作物、豆科牧草的生物量等�如早春播种黑麦草、紫花苜



蓿及紫云英�秋收后抢种饲用油菜�增产营养体生物�改农村被动地采集野生饲料为主
动地增产与养殖业对路的营养体生物量�无疑在解决饲料不足问题方面有着巨大的增
产潜力。据任继周（1998）预测�在我国可以用于发展生产植物营养体的土地面积约有
281万平方公里�有230多种豆科牧草或绿肥作物可以开发后供作饲料�这是一大宗
不与粮、棉、油争地�而且与农区种植业互补性很强的饲料增产措施�应当不断挖潜�不
断探索。

记者：那么在提高饲料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呢？
张子仪先生：我国养殖业主要在农区�而农区养殖业的3／4是养猪业�农户养猪产

出已成为我国农村仅次于粮食的第2宗大商品�预计在中长期内“猪为六畜之首�农户
养猪为主”的生产模式在我国仍将持续下去。农户养猪模式存在生产效率低、先进的
科学技术难以及时普及应用、形不成规模、不易及时调控供求矛盾、疫病感染和传播风
险高等缺点�但农户养猪用粮仅为规模化养猪的1／2～2／3�其中饲料蛋白质的70％～
80％来源于青粗饲料（如萝卜叶、甘薯秧等）及农家饲料（如剩余饭菜、家庭食品制作的
边角料等）�虽然生产效率不如规模化养殖业�但可以充分利用农村闲散劳力及构不成
商品的农家饲料资源�既可增肉、增收�又可通过猪多－肥多－粮多的途径变“废”为
“宝”�养地增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维护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千家万户养
猪短时间不能一并丢弃�而要加强对农家饲料资源的科学利用�不断提高农户养猪生
产水平�这是缓解饲料资源不足的重要对策。

当前我国配合饲料总产量中猪饲料约占43％�对全国猪肉总产量的贡献率约为
20％�全国80％的猪肉主要是依靠农家饲料解决的。从近20年来�我国饲料工业生
产的猪饲料产品的用户对象分析�基本上是面对规模化养猪业�而不是根据农家饲料
的营养背景配制。经验证明�如能查清农户养猪日粮中的养分盈缺规律�供给适合于
不同养猪日粮类型的饲料添加剂或蛋白质浓缩料�用现代科学养猪技术加以引导�即
使不用改造成为规模化养猪形式�也完全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再增产480～640万吨猪
肉�这个增产量约相当于节约了1700～2000万吨饲料粮�约相当于近年来我国每年平
均粮食增产量的1～2倍。可见�从宏观上优化畜牧业生产的技术路线�是与开辟饲料
资源有着同等重要意义的挖潜举措。

记者：今年的禽流感危机显示�农户散养模式发生疫情的风险更大�您对提高我国
千家万户养猪业的抗疫病风险能力有什么建议？

张子仪先生：对于疫病控制问题�我们首先要正视人类认识自然规律的滞后性�逐
步采取从“防养并举”到强化“养重于防”的对策。对于重大传染性疾病�靠“治”（治疗）
当然不可能�早期号召“防重于治”�这也是对的。但养殖业发展到今天�我国家禽和大
中家畜的年饲养量已分别达130多亿只和10多亿头。试想全靠“防”（打防疫针、消
毒、隔离）需要建立多大规模、多少品种的疫苗产、供、销体系？要培养多少卫生防疫队
伍？更有甚者�如果对付人畜共患病�那么又事先需要建立类似于防治 SARS 那样专
用的不同疫病对象的人的“ICU（加强监护治疗病房）”的技术储备和相关基础设施�为



保障这些技术措施�国家需要多少投入？谁来管理�如何管理�都是难以想象的。
人类是万物之灵�但彻底消灭所有传染病是不可能的。据史料记载�纪元前1500

多年前在埃及便曾发生过黑死病�到14～16世纪�大约经过3000多年后�又卷土重
来、肆虐欧亚�死数千万人�一直到1994年在印度又突然流行。还有许多传染病都是
时隐时现的。因为�“人”在明处�“病”在暗处。一方面随着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人类
的抗病能力在不断地下降�而“病”的攻击能力却随着药物的滥用而不断增强。因此�
用烧光、活埋的办法只能是权宜之计。解决的途径首先是人类要管好自己�要耻“暴殄
天物”�要崇“厚德载物”�人类不仅要解决对肉、蛋、奶不断增长的需要�同时还要树立
以开源与节流并重的科学消费观。首先在“防重于治”的基础上强调“养重于防”；或在
“养防并举”的基础上�向“养重于防”逐步过渡。要像防治“SARS”时期提出的号召那
样�要改善人居环境、要普及科学营养膳食知识、增强人体自身免疫能力等。同样的理
念也适用于现代化养殖业中的疫病防治决策方面。要给动物以友好的舒适饲养环境�
减少“应激源”�要给畜禽提供符合正常生理需求的养殖环境和营养条件�增加人与动
物自身的抗逆能力�在“养”字（饲养、营养、养殖）上狠下功夫�在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原
则下�寻求人类和饲养动物长期共存共荣之路。

记者：我国农区有大量秸秆�以此为基础发展草食动物养殖业对缓解饲料资源压
力的潜力有多大�哪些技术可以使秸秆的利用价值得到显著改善？

张子仪先生：我国农业“三大秸秆”（玉米秸、稻草、小麦秸）的年总产在4．2亿吨以
上�从我国农民对秸秆的实际利用习惯分析�可饲用量大约为1．5～2．0亿吨。从营养
价值的角度看�秸秆的粗蛋白质含量低�而且可消化性差�因此对大家畜而言只能作为
“维持用能量饲料”。秸秆的充分饲用可以为缓解我国的饲料资源压力作出一定的贡
献�同时还可以减少焚烧对环境的污染�但从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畜牧业的战略角度
分析�我们不能寄予过大的希望。

近20年来�国内外在反刍动物饲养技术方面�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
如非蛋白氮利用技术、氨化秸秆技术、收获后玉米秸的黄贮技术等均已普及�应该大力
推广。近年来由于焚烧麦秸�污染环境引起国家各级领导的重视。与此同时�在社会
上也有各种秸秆处理技术出台�真伪难辩。为此�农业部畜牧兽医司发出了《关于秸秆
微生物处理技术推广问题的通知》的文件�重申了“各种微生物处理秸秆技术在推广应
用前均须报请农业部全国饲料评审委员会审评批准�否则�一律不要推广�以免造成不
应有的损失”�这一文件的发布是正确的、及时的。所有秸秆处理技术的推广一定要以
不损害农民利益为原则�持慎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