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雷少斐

最近，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发布了
《2022 年一季度全国饲料生产分析》（以
下简称《分析》），《分析》显示一季度我国
饲料生产形势总体平稳，猪饲料回落但
仍居历史高位，禽饲料震荡偏强，水产、
反刍动物饲料大幅增长。

从总体生产形势来看，一季度饲料
总产量温和增长，饲料总产量6720万吨，
同比增长3.1%，环比下降14%，整体处于
2018年以来高位水平。

分品种来看，一季度猪饲料产量达
到 3137 万吨，同比增长 1.2%，比 2018 年
增长 21.4%。据调研，养殖户为减少亏
损，大幅减少饲喂量。猪饲料自今年 1
月开始，结束连续 20 个月的同比增长，
近 3 个月增速回落甚至下降，但仍居历
史高位。蛋禽饲料产量为 788 万吨，同
比下降 0.6%，但高于常年水平。肉禽饲
料产量为 1995万吨，同比增长 2.9%。水
产饲料行情好于往年，一季度产量达到
352 万吨，同比增长 37.2%。反刍动物饲
料产量为376万吨，同比增长7.9%。

根据《分析》，预计今年上半年饲料
总产量保持稳中增长态势。猪饲料产量
或在第二季度末或第三季度出现高位回
调，下半年逐渐回归常年水平，家禽饲料
今年开始调整趋稳，水产、反刍动物饲料

将保持较好生产水平。
从饲料原料价格来看，一季度玉米

采购均价 2827元/吨，同比下降 1.7%。4
月，疫情及养殖亏损下，饲企采购需求
减淡，但玉米价格仍处高位。豆粕采购
均价 4223 元/吨，同比增长 13%。近期
国内释放大豆储备，油厂开工率提高，
以及国际市场利空信息频出，进口大豆
集中到港，供应紧张局面缓解，豆粕价
格高位回落。主要饲料原料价格高位
震荡，抬升了养殖成本，一季度每公斤
猪肉、鸡肉、鸡蛋饲料成本分别增加 0.6
元、0.5元、0.3元。

针对当前问题，《分析》提出如下建
议：一是优化进口饲料用粮配额分配和
库存粮饲用拍卖机制，进口饲料用粮配
额按照具备一定规模、资质的饲料养殖
企业年度统计产量占比重新分配；扩大
库存粮食定向饲用销售规模，减少中间
环节，饲料加工企业直接参与库存粮饲
用定向拍卖。二是鼓励饲料粮种植，加
强耕地保护，抓好粮食生产，提高单产水
平，适当增加农民种植补贴，鼓励企业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种植农作物。三是加
强玉米用途管控，优先保障饲用需求。
四是有序增加进口，促进大麦、高粱等饲
料粮进口来源多元化及菜粕、棉粕、葵花
粕、棕榈油等副产品原料进口，充分利用
国际市场货源平抑价格。

一季度全国饲料生产形势平稳
总产量同比增长3.1%

□□ 蒋华山

日前，在河南省虞城县郑集乡阿健
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生态蛋鸡养殖项目
基地，一名饲养管理员有条不紊地管理
着近 1700 平方米、五列六层 6 万羽蛋鸡
的鸡舍。

“这和我们自家养鸡不一样，轻松多
了，我一个人完全够了。”鸡舍饲养管理员
卢保中说，他每天 6时起床，来到鸡舍后
首先要巡视喂料、水线等设备是否正常运
转，然后观察蛋鸡情况，发现异常要立即
处理，下班前还要进行清粪和水线清洁。

一个人之所以能管理这一栋鸡舍，
得益于全自动化的机械设备，包括自动
喂料、自动喂水、自动光照、自动通风、自
动取蛋和自动清粪等，饲养过程不需要

人工来操作，不同于过去传统养殖。“通
过鸡舍的自动监测系统，可以在屏幕上
看到鸡舍各项数据情况，包括温度、二氧
化碳浓度等，一旦超过正常值，我们的通
风系统就会自动启动，不需要人工操
作。”阿健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相关负责
人卢常建说。

据了解，阿健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生
态蛋鸡养殖项目总投资1.21亿元，现已全
面投产，日产鸡蛋 10吨，主要销往安徽、
北京、上海等地。该基地采用现代化、标
准化养殖技术，大幅度节省了人力。

近年来，虞城县郑集乡以科技为依
托，积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
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以生态养殖为
主导，引领更多农户走上了致富之路。

河南虞城县
蛋鸡养殖走向自动化标准化

近年来，山东省阳谷县寿张镇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党员示范服务+脱贫户”模式，
引导农民发展水蛭养殖，形成集种苗繁育、养殖、加工、销售的一体化产业链，助推乡村
振兴。据了解，水蛭俗名叫蚂蟥，是一种中药材，是中国传统的特种药用水生动物，其干
制品泡制后中医入药，具有治疗中风、高血压等功效，市场潜力巨大。图为近日，在寿张
镇蒋海村党支部领办的扶贫养殖示范基地，工人在分拣水蛭。 李贵波 摄

山东阳谷县
水蛭养殖助农增收

□□ 刘利玲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操戈 邓卫哲

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
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热科
院品资所）畜牧研究中心发布2022-2023
年度科技产品目录，产品覆盖热带反刍
动物饲料生产和饲养过程中，市场所需
求的粗饲料、精饲料和发酵剂产品。

中国热科院品资所此次发布的 8款
产品已经全部投放应用，先后在海南海
口、澄迈等地的大型养殖基地投入使用，
节本增效效果明显。其中，发酵型全混
合日粮产品在冬季效果较为显著，海南
省内大型山羊养殖场多以颗粒料为主，
还需补充少量草料，采用这款产品后则
不用再补充草料和调节添加剂，综合成
本可降低约 10%-20%。同时，可以有效
促进饲料本地化产业的发展，大大降低
饲料安全风险，对建设热带特色养殖产
业具有积极影响。

据了解，2017 年中国热科院品资所

畜牧中心启动热带特色饲料产品研发工
作，团队以解决热区产业问题为使命，坚
持“原料配方”“添加剂配方”“促发酵与
保存剂配方”三条线路齐头并进，秉持

“重产业，抓技术，提效益”的研发理念，
按照“边设计，边试验，边推广，边改良”
的研发思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多年来，该中心立足海南，以妊娠
期、育肥期反刍动物为重点攻关对象，集
中精力解决热区牛羊舍饲过程中饲料短
缺、饲料发酵和饲料保存的 3 个技术问
题，定位以王草、玉米秸秆、木薯茎叶为
首的主要粗饲料原料体系，配合全岛农
业副产物和废弃物的饲料化评价与利
用，立志打造一个引领世界热区的山羊
养殖产业群。

据悉，中国热科院品资所畜牧研究中
心今后每两年将发布一次产品目录，通过
科技创新，致力于热区特色健康饲料产品
研发及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研究，为建设具
有自贸港特色的动物养殖模式与饲料加
工技术贡献智慧和力量。

中国热科院品资所
加大热区特色饲料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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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豆粕减量替代进行时

□□ 王希录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李杰

“2018 年以来，我在河北康宏牧业有限
公司认养了2头奶牛，每年分红4000元！”日
前，河北省故城县武官寨镇北半屯村农户马
书林非常高兴。故城县打造龙头畜禽企业，
推动畜禽产品加工流通，形成了产销一体
化，2021年畜牧产业产值达19.8亿元。

近年来，故城县建成了规模化奶牛养殖
场、肉鸡肉鸭养殖场、优质生猪养殖场 100
多家。2021年，全县奶牛存栏2.6万头，生猪
存栏 24.1 万头，出栏 44.56 万头。肉羊存栏
15.1 万只，出栏 20.1 万只。禽类存栏 786.5

万只，出栏2400万只。
在做大规模的同时，故城县还通过打造

龙头企业做强产业链，并推动畜禽产业空间
布局由“平面分散”转向“集群发展”。

据故城县乡村振兴局局长刘坤瑞介绍，
故城县正依托总投资 28亿元的康宏牧业奶
牛养殖项目，打造奶牛养殖、牧草种植、饲料
加工、乳制品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条。目
前，康宏牧业存栏奶牛 1.1 万头的一期项目
已于 2014 年建成投产，投资 5.15 亿元的 1.4
万头奶牛二期项目已于 2020年投产。在农
业农村部《2021年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等遴
选核验结果和变更名称的通知》中，康宏牧

业被遴选为国家奶牛核心育种场。今年，公
司投资 6.3 亿元新建年产 18 万吨液态奶加
工厂项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故城县通过“租赁土地+订单农业+招
录就业+奶牛托养”等方式，让更多农户深度
融入产业发展链条中，通过奶牛代养带动
778户农户户均增收4000元。

故城县肉鸡产业也正在蓬勃发展。“总
投资 103 亿元的衡水正大肉鸡全产业链项
目，全部建成后年产值将达 197亿元。”正大
食品衡水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姜勇说，目前公
司有饲料厂 1 座、种鸡场 5 座、孵化场 1 座、
肉鸡厂 25 座，从饲料种植、肉鸡养殖、屠宰

加工到营销推广上布局全产业链，生产出高
品质好鸡肉。

故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秦立燕表示，全
县重点培育特色养殖产业，打造康宏牧业、
正大肉鸡、新希望和天邦生猪、健加乐肉鸭
等龙头企业，带动整个畜禽行业发展。今后
将全面强化自主创新，突出主导品种选育提
升，提高育种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应用能
力。以国家畜禽核心育种场为依托，全面强
化育种体系，支持畜禽种业企业做强做大、
做专做精，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研发能力、产
业带动力的领军企业，提高企业品牌影响力
和市场竞争力。

河北故城县：龙头企业推动畜禽产业集群发展

在水产饲料行业研发推行豆粕减量替代技术，
通威集团是最早开始的。据集团技术总监张璐介
绍，2021年，通威集团外销的 300多万吨水产饲料全
部采用低豆粕技术，集团自有的 20多万亩水面也全
部使用低豆粕水产饲料进行养殖。

通威集团起家四川，四川人爱吃菜籽油，菜籽粕
供应量大。在20世纪90年代末，通威已经开始使用
菜籽粕，进行豆粕减量替代。

“当时的想法是把四川菜籽粕以及新疆棉粕等
国内自产原料用起来，性价比高，供应量也相对较稳
定。”张璐表示。

以玉米、小麦、豆粕等原料为主，产出的水产饲
料颜色浅，而用菜籽粕等产出的饲料偏黑色，还带有
黑色点状的菜籽皮。

让张璐记忆最为深刻的是 1999 年，通威集团在
广东投建第一家饲料厂。在这之前，广东区域水产
饲料配方中没有使用菜粕、棉粕。

“这是什么东西？”“这种黑乎乎、味道奇怪的饲
料也能养出鱼来？”整个广东水产养殖业内人士不了
解、不相信、不接受。

面对这样的局面，通威集团采取了让大家咋舌
的策略：饲料可以先拿去用，养一造鱼出来后，再根
据养殖效果决定应该给多少钱。就这样，通威集团
一下子将几千吨料、上百万块钱铺到了市场上。

结果一造鱼养下来，一袋料比其他本地料多出
2-5斤鱼，一口鱼塘一年就能够多赚1000多块钱。

市场一下轰动了，颜色黑也好、味道怪也好，同
行和养殖户都接受了，饲料厂当年便实现了满产满
销。接下来几年养殖户选购饲料时，反而认为饲料
不黑就不好。

为啥一袋饲料能多出几斤鱼？张璐解释，豆粕
替换成杂粕，一吨饲料大概会减 100-200 公斤左右
豆粕，豆粕在饲料中占比能下降 10%-20%。饲料中
还会增加很多抗营养因子促进消化吸收，鱼的采食
量也会下降。通过技术手段来搭配调整，补充调节
可消化氨基酸水平，调节鱼料的口味，减少、消除抗
营养因子，使饲料营养达到鱼的最适需求，这样才能
一袋料多出几斤鱼。

“不论是菜粕、棉粕、DDGS（干酒糟及其可溶物）、
还是花生粕、葵花籽粕，芝麻粕等，国内大概有十几种可
选择的替代原料，通过国际贸易还有更多替代原料，替代豆粕是完全可
行的。通威集团在农牧板块每年保持1-2亿元的研发投入，持续减少
豆粕依赖，希望覆盖更多的养殖品种。未来目标是储备好无豆粕饲料
技术，把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摆脱大豆定价体系。”张璐说。

张璐正在牵头做前瞻性研究，试验效率更高的新型菌体蛋白、
藻类蛋白、昆虫蛋白等，希望能够推动工业化量产，把成本降下来，

“接下来还要做水产饲料豆粕减量的团体标准，还有很多工作，得几
条腿同时走路才行。”

本栏目文字稿件作者为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崔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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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黄羽肉鸡养殖领头羊、生猪养殖龙头企
业，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黄羽肉鸡饲料
成本控制上有很强的竞争优势。早在几年前，温
氏集团就在做低蛋白低豆粕配方技术研发。

农业农村部动物营养与饲料学重点实验室
主任、温氏股份饲料营养中心执行总经理谭会泽
介绍，目前，温氏集团在猪、鸡、鸭饲料中全面推
广应用低蛋白低豆粕自产饲料。2021 年，温氏
集团饲料总产量约 1300 万吨，覆盖猪 1321 万头、
鸡 11.01 亿只、鸭 5643 万只。配方中豆粕用量占
比仅为 8%，其中猪料豆粕占比为 5%、肉鸡饲料
豆粕占比为 10%。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温氏采用了豆粕减量
替代技术和低蛋白多氨基酸平衡配方技术。“这
两条路线结合，实现最低造肉成本和经济、社会
等多方面效益。”

“豆粕减量替代的核心是精准的饲料原料数
据库，凭经验去试是不行的，如果数据库不精
准，用其他原料去取代肯定会出问题。”谭会泽
举例说，比如用菜粕来取代豆粕，两者的营养价
值、消化利用率等都是不一样的，需要准确知道
菜粕在生猪、肉鸡饲用上的营养和消化率，才能
保证做配方后效果稳定。

从 2008 年开始，温氏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北
京畜牧所、中国农业大学等团队合作，研发构建
替代原料在不同动物饲料、不同品质情况下的动
态营养价值参数数据库，测各种原料的有效能值

和消化利用率。基于大量动物试验结果，明确了
各种饲料原料在不同动物和饲养阶段的有效营
养成分和适宜添加量。然后，在替代原料具有价
格优势时，在生产中全面推广应用。

研究结果发现，肉鸡料综合使用小麦、高粱、
玉米、葵花粕等替代部分豆粕，不仅不影响生产
性能，还能提高肉鸡肌胃重，改善肠道健康。

“可能因为不同原料互搭配营养更平衡，杂
粕纤维含量更高些，利于肠道健康。”谭会泽说。

从 2018 年开始，温氏启动研究肉鸡低蛋白
多氨基酸平衡技术。谭会泽介绍，在氨基酸保持
平衡的基础上，粗蛋白下降 1-2 个点，生产成绩
比较稳定，成本也会明显下降。经过一系列试
验，理想蛋白模型氨基酸由 5 种增加到 7 种，已
发布了黄羽肉鸡低蛋白日粮参考标准。

双管齐下，目前，温氏肉鸡养殖豆粕用量已
经低于 5%，是行业平均用量的 1/3，减少蛋白原
料使用量 10-20 万吨，每吨配方成本降低 15-30
元。通过多种替代原料组合使用和氨基酸平衡
技术，中大鸡已经实现了无豆粕配方。

此外，应用低蛋白多氨基酸平衡技术能够有
效减少氮排放，通过使用植酸酶，还能提高饲料
中磷的吸收利用率，减少了磷和重金属排放。

下一步，温氏将继续构建饲料原料氨基酸消
化率、钙磷消化率等有效营养参数数据库，细化
动物营养需要量，提高饲料配方精准度，减少营
养浪费，减少氮磷排放。

温氏：两种技术带来最低造肉成本

目前，猪价低迷，饲料原料价格不断
高涨，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却能有效
控制养猪成本，秘密武器之一就是低蛋
白日粮技术。

牧原集团副总裁褚柯经常会到猪舍
看看，了解猪的采食状态、健康状况、饲
料显性浪费和隐性浪费等情况。

传统观念认为猪吃得越多长得越
快，但我们就不会让猪多吃。为啥？猪
长得快，还要看长的是瘦肉还是脂肪。

褚柯介绍，品种决定猪瘦肉最大生
长潜力，健康影响最大生长潜力发挥，而
营养供给满足生长需求即可。过量摄入
的蛋白质会以尿氮或粪氮的形式排出，
不仅造成蛋白质浪费，还会影响猪群健
康，同时增加环保压力。

“所以一定要减少饲料浪费，保障满
足猪的需求即可。现在猪价低，更需狠
抓饲料节本。”褚柯说。

牧原针对不同猪群探索最适营养需
要，通过混合技术将高浓度氨基酸日粮
和低浓度氨基酸日粮按比例混合，实现
营养精准供给。

2021 年，牧原生产低蛋白低豆粕饲
料约 1587 万吨，供全国 1700 多个自有养
殖场使用，覆盖生猪超 4000 万头。通过
全年推行低蛋白低豆粕日粮，使养猪豆

粕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2015—2021 年
牧原养猪豆粕平均用量占比为 8.4%，最
低时可降至6.6%。

褚柯讲述了牧原研发应用豆粕减量
替代技术的整个过程。

时间回溯到1992年，当时牧原刚刚起
步，就开始开展低蛋白日粮试验。经过8
年探索，最终内部形成统一认知：低蛋白
日粮不会影响猪的生长性能，健康和生产
管理是影响猪群生产性能的最大因素。

2000 年，牧原开始推广应用低蛋白
低豆粕日粮。河南南阳是中原粮仓，小
麦产量高、价格便宜。饲料中使用了小
麦作为原料，来降低豆粕用量。当时集
团董事长秦英林在行业交流的时候和大
家分享，大家都疑惑，用小麦能养猪？

不管同行怎么看，牧原仍旧走在精
准供给和低蛋白日粮的路上。“当时推广
过程非常艰难，一出现生产成绩下降，大
家就会质疑低蛋白低豆粕日粮：品种、环
控、饲养管理、人员能力等各方面都好，
为什么生产成绩这么差？”褚柯回忆道。
牧原团队想尽办法寻找生产成绩下降的
原因，多次排查发现，根源并不在低蛋白
低豆粕日粮上，而是猪群疾病所致。

2008年，褚柯去美国农场考察，看到
猪舍内没有料槽，饲料直接撒在地上让

猪自由采食，这让她大吃一惊，“这样不
是很浪费吗？”对方回答：“没关系。”

“他们不在乎，为啥？因为资源丰富，
但我们不能这样，每个国家资源情况不
同，我们要依据本土资源灵活使用各种饲
料原料。玉米豆粕型日粮不一定是好日
粮，提升养猪利润的日粮才是好日粮。”

2008年，牧原进入最低成本优化期，
探索猪群生长真实营养需要量，把饲用氨
基酸用到极致，进一步降低豆粕使用量。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推荐公斤增
重可消化赖氨酸需要量是 19.5 克，我们
的生产数据表明只要 15.8 克，推荐标准
高估赖氨酸需求 23%。为了降低营养隐
性浪费，我们细分猪群阶段，设置了合适
的营养标准。”褚柯介绍。

确定了科学合理的营养标准后，下
一步就是使用饲用氨基酸，来补充豆粕
降低后缺少的氨基酸。而在 2010 年，一
些氨基酸种类，如缬氨酸和异亮氨酸在
饲料行业并未使用。

“我们预判饲用缬氨酸未来市场价
值大，在成本适度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启
用缬氨酸，推动规模化生产、技术进步。”
此后，牧原又整合资源，推动异亮氨酸研
发和生产，进一步降低饲料豆粕用量。

“我们做过测算，玉米豆粕型日粮通

过添加饲用氨基酸，豆粕用量可降至 5%
以下。如果突破异亮氨酸生产技术，增
加供应量，牧原可实现无豆粕日粮。”褚
柯表示。

应用低蛋白低豆粕日粮配方有啥好
处？褚柯掰着手指头算了几笔账。

先看经济效益，应用传统玉米豆粕
型日粮配方，出栏一头猪约需 54.8 公斤
豆粕，按豆粕价格每吨5000元测算，头均
豆粕成本274元；应用低蛋白低豆粕日粮
后，豆粕头均消耗量为 30.3公斤，头均豆
粕成本152元，降低的豆粕可用玉米和合
成氨基酸补充，综合以上饲料成本，光一
头猪成本就节省50元。

再看社会效益，相比行业，牧原养一
头猪可少消耗豆粕 24.5 公斤，折合大豆
31.4 公斤。“若推广到全国，按约 6.5 亿头
出栏计算，能节省大豆约2000万吨，按大
豆亩产 132 公斤测算，相当于节约了 1.5
亿亩土地资源。”褚柯盘算着说。

此外，还有生态效益，豆粕占比从17.7%
降至9.8%，日粮蛋白降低2.82%，每头猪氮
排放就减少1.5公斤，大大减少环境污染。

“不论是从成本效益、环境保护角度，
还是从行业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角度考
虑，豆粕减量都很有意义，这是公司坚定
不移长期推行的战略理念。”褚柯表示。

牧原：低蛋白日粮实现营养精准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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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豆粕是我国重要饲料原料，近年来，大豆进口量居高不下，价格持续上涨。农业农村部提出大力推进玉米豆

粕减量替代行动，积极开辟新饲料资源，通过“提效、开源、调结构”等方式，减少对进口饲料粮的依赖，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推动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期特推出专栏，关注行业主体是如何推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的，

以资从业者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