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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草养鹅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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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鹅业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推动了我

国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且对农业产品结构的调

整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养鹅具有投资少、生
产周期短、见效快等优点,符合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

发展水平和农民增收的期望。目前,在饲养方式上

正由传统养鹅转向种草养鹅,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

的提高。笔者结合种草养鹅的生产实践,将其优点

介绍如下。

1 投资成本少、风险小

鹅是草食家禽,可以放牧,也可以进行以饲喂青

饲料为主的舍饲饲养;而且,其对饲养条件要求不

高,所以基础设施设备投资很少,只需在房前屋后搭

建简单的鹅棚并准备一些简单的食槽、饮水器等即

可。因此,养鹅的资金投入较少,投资风险也较小。

2 经济效益高

人工种植的牧草茎叶营养价值高、适口性好,适
合多种畜禽特别是鹅饲用。如种植紫花苜蓿,每

667m2 产量可达2000kg左右,可提供干物质约

700kg,产值约900元。由此可见,种草养鹅的经济

效益高于种粮食。另外,种草养鹅与外出割野草或

放牧相比,可节省劳动力成本,进一步提高了经济

效益。

3 不与人争粮

鹅作为节粮型动物,消耗粮食少,能利用人类不

能食用的饲草资源生产动物性产品,不与人争口粮。
如以传统的饲养方式养1只鹅需耗精料10kg,而种

植牧草养鹅仅需精料6kg,这对在我国粮食偏缺的

状况下持续发展畜牧业尤为重要。

4 生长速度快

种植的牧草远比野草营养丰富,鹅食用后增重

快,60~70日龄的体重相当于初生重的30~45倍。
一般1只中型鹅饲养60~70d,体重可达3~4kg。
以60~70d为一个饲养周期计算,1a可养5~6批

鹅,见效快,资金周转率高。

5 鹅肉品质优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的饮食要求由温饱型向营养健康型转变。鹅的肉质

鲜美、营 养 丰 富,据 测 定,鹅 肉 中 蛋 白 质 含 量 达

14.0%~22.0%,且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无机盐;正常

鹅肝含脂肪2.4%、蛋白质8.0%、糖7.0%,还含有

大量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另外,鹅抗病力强

于其它家禽,在生长过程中一般不需要大量投喂药

物,称得上是“绿色食品”。不仅能满足市场需求,而
且可以改善人们的膳食结构。

6 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种草养鹅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也可

促进农业从“农、经”二元结构向“农、经、牧”三元结

构转变。通过种草养鹅,可推动农业和畜牧业结构

的优化、促进传统项目向优势产业转变。

7 有利于农业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种草可以保护土壤,提高土壤肥力,防止水土流

失。饲草特别是多年生豆科牧草和禾本科牧草根系

发达,能在土壤中积聚大量有机质;加之,豆科牧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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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系具有根瘤菌,根瘤菌可固定空气中游离的氮,
进而提高土壤中的氮含量,不仅提高了土壤的肥力,
而且增加了后茬农作物的产量。可见,种草养鹅在

农业生态系统中起着不断向系统归还营养物质、减

少水土流失的作用,从而为建立一个良好的农业生

态系统创造了有利条件。

(责任编辑: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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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场自配猪饲料应注意的十大问题

1)选用适宜的饲养标准。在自配饲料时,一定要根据猪的品种、年龄、生长发育阶段及生产目的和

水平,选择适当的饲养标准,把猪的营养需要和饲料对营养的供应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饲料的转

化率,提高饲料报酬。

2)充分利用当地饲料品种资源。选择原料时,应坚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利用自产饲料或当

地营养成分高、价格便宜、来源有保障的饲料,尽量节省运费和劳工开支,降低成本。

3)保证饲料品质。要求选用的饲料要新鲜,严禁使用发霉变质的饲料。对有毒的饲料(如棉籽饼),
要严格控制喂量,并做好去毒处理;否则,即使在理论上符合标准,实际上却保证不了生猪的营养需要,
甚至还会影响猪的生长和饲料利用率。

4)注意适口性。适口性的好坏直接影响猪的采食量。因此,在配合饲料时,适口性好的饲料要多用

些,差的则少用些。对有异味、适口性差的饲料,要由少到多逐渐增加,给猪一个适应过程,并尽量使其

在短时间内吃完。另外,改变饲料品种或比例时,要缓慢进行,骤变会造成猪消化不良,影响其生长。

5)品种要多样化。为了保证饲料营养全面、消化利用率高,最好选用多种饲料进行配合,至少4~5
种精、粗、青料合理搭配,以发挥各种饲料的互补作用,提高饲料的利用率。

6)搭配要合理。在配合饲料时,精、粗饲料搭配比例要适当,配合好的日粮要达到营养合理、体积适

中、适口性好,保证猪吃得下吃得饱,且能满足其营养需要。否则,若饲料体积过大、营养浓度不够,猪吃

得再饱,也不能满足营养需要;若饲料体积过小、营养浓度过大,但猪吃后没饱感、不安静,也会影响

生长。

7)注意饲料的纤维素含量。猪是单胃动物,对粗纤维消化能力差。因此,应按饲养标准的限量控制

饲料中纤维素的含量,仔猪不超过4%,生长育肥猪和种公猪不超过6%~8%,种母猪不超过10%~
12%。

8)配合要均匀。各种原料按照配合比例称好后,先把玉米、麸皮、饼类等数量多的基础料混合均匀,
再加入其他量少的原料,混合均匀。在配合过程中要反复掺拌,特别是添加到日粮中的各种添加剂,要

采取分次预混的方法(即先与少量辅料混匀,然后与更多辅料混合,再混入日粮中反复掺拌均匀),否则

易发生猪中毒事故。

9)加工调制要合理。搞好原料的加工调制是提高饲料消化率的关键,自配饲料一般为粉状饲料,除

麦麸、米糠外,玉米、饼类、稻谷等籽实原料均要粉碎,其细度以1.5mm为宜;豆类饼、棉饼等均要煮沸,
以破坏胰蛋白胺抑制素和棉酚毒素;菜籽饼要去掉芥酸,以提高饲料的消化率。

10)存放管理要科学。自配的饲料应遵循随配随用的原则,一次不要配得过多,因为混合后的饲料

不宜长期保存。一般情况下3~5d左右配1次,时间过长会使某些营养物质损失。存放时要设立专门

库房,室内通风、透光、干燥,切忌潮湿,防止发霉变质,降低饲料的消化率;同时要防污染,存放地点和包

装饲料用具一定要干净、无毒,切忌老鼠乱拉乱咬或与农药、化肥等存放在一起。
来源:猪价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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