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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简要从当前我国畜牧养殖业的环境污染、畜产品质量安全角度分析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必要性

和重要性，进而在阐述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内容的基础上，重点探究如何采取措施实现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有效

推广，认为要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行政管理、建立第三方技术推广机构，形成稳定的、有效的推广机制，建立

专门化绿色饲料原料基地，做好疫病防治，提高畜产品质量等推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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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畜牧养殖业面临着养殖业环境污

染、畜产品质量安全的突出问题。这一突出问题也

是今后长期畜牧养殖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内容和

不可回避的环节。要有效破解这一难题，必须从技

术、生产方式转变、行政管理、法律等层面，运用绿

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有效推广为我国畜牧养殖业的

健康、稳定、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绿色畜牧养殖

技术是指在畜牧养殖过程中，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生产出来的畜禽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主要

包括生产管理技术、畜禽粪污、有害气体无害化处

理技术和饲料、兽药、疫苗投入品质量保障。

我国大力支持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推广，在资金、政

策、项目和行政管理等方面都给予引导、扶持，也制定

了一些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并加以技术规范管

理。但是，我国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有效推广程度依然

比较缓慢，养殖业环境污染和畜产品质量安全两大难

点没有根本解决，存在推广深度不够、技术含量不高、

缺乏系统化的行政管理等诸多问题。因此，我国畜牧养

殖业要高度重视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应用。

1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推广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

在我国畜牧养殖业快速发展进程中，畜禽粪便、

污水以及产生的二氧化碳、氨气等有害气体对环境污

染带来的危害也在逐步加重。据统计，我国畜禽粪便

的总体土地负荷警戒值已经达到 0.49（小于 0.4为

宜），而且每隔 10年将会增加 1～2倍，畜禽粪便污染

已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根源。同样，兽药、激素、霉菌

毒素、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在畜产品中的残留，对

人类的健康也已构成威胁。另外，饲料、兽药和疫苗使

用不规范，疫病防治技术落后，动物性产品存在兽药

残留，饲料中添加“瘦肉精”等违禁物质的违法现象依

然存在。比如，养殖场户不规范使用抗生素和严格执

行休药期制度，导致兽药残留严重超标；大剂量使用

高铜、高锌及其他金属元素（砷、铬、铅等）等添加剂，

造成排泄物中矿物质含量超高而影响土壤生态。因

此，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是发展现代畜牧业

和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

改善环境、转变生产方式的需要。

2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主要内容

发展绿色养殖，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养殖

环境污染，提高经济效益，提供质量安全的畜产品。

要实现这些目的，离不开绿色养殖技术。绿色畜牧

养殖技术内涵广泛，涉及层面较多。从养殖技术角

度来看，主要包括养殖场地址的选择和基础设施建

设，饲料、兽药的使用管理，饲养生产技术，畜禽疫

病防治技术，病死畜禽和粪便污水无害化处理技

术。比如一个规模化养猪场，要实现绿色养殖技术，

就要考虑养殖场的地址选择，水质、空气和周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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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污染源，环境要符合国家标准；饲料、兽药的使用

是否遵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和《兽药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尤其是在饲养管理和疫病治疗

中是否违规添加有害物质，兽药使用是否执行了休

药期制度；动物疫病防治是否遵守《动物防疫法》、疫

病防治技术规程等，生猪粪污的无害化处理设施是

否健全并投入使用，排放的污染物是否达标，饲料管

理技术是否采取无公害畜产品生产管理技术等。

3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措施

有效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是一项综合工程，

需要给予政策、资金和法律等方面的支持，建立系

统化、体系化的稳定推广机制，严格监督执法，规范

饲养管理行为。

3.1 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行政管理

当前，我国对畜产品质量安全高度重视，管理严

格，然而，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还存在

大量添加违禁物质的违法行为，存在技术应用不深

入、不全面、不到位而导致生产管理落后，技术手段跟

不上绿色养殖的需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行

政管理不到位有关。因此，必须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

术的管理。一是要建立健全基层绿色畜牧养殖技术体

系，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技术推广。二是政府要加大

项目支撑，投入资金，利用项目拉动技术推广力度。三

是要出台文件，针对绿色畜牧养殖企业在土地流转、

环保设施建设、无害化处理等方面进行引导、支持。

3.2 建立第三方技术推广机构，形成稳定的、有效

的推广机制

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推广中，我国还没有建立

真正的有效机制，尤其是在基层中出现技术断层和

技术框架问题，很多技术应用都是粗线，技术含量不

高，应用效果不显著。要解决这一现状，需要有一个

稳定有效的推广机制。可以考虑建立第三方绿色畜

牧养殖技术服务公司，参与到技术市场竞争中，引入

竞争机制。比如，对某项技术的推广，政府在组织第

三方机构同等条件下参与其中，公开竞标，规范竞争

秩序。政府重点监督好资金项目的运用成效，定期评

估。也就是建立第三方、政府部门和养殖企业、饲料

兽药生产经营企业多方参与的推广机制。

3.3 建立专门化绿色饲料原料基地

饲料和兽药是影响畜产品安全的关键因素，而

我国在饲料和兽药方面的监督检测机制仍然不健全，

无法保障畜禽产品的安全。建议建立专门化绿色饲料

原料基地，由养殖企业与饲料基地进行联合，实行种

粮养畜，过腹还田，合力发展生态循环畜牧业，确保饲

料原料的安全。通过科学配方减少污染，特别是使用

安全无残留的新型绿色添加剂代替抗生素和其他合

成药品，开发微生态制剂、酶制剂、酸化剂、调味剂、中

草药制剂等绿色饲料添加剂，并在生产中推广，同时

大力整顿和规范兽药市场秩序，强化对兽药、饲料的

质量监管，为绿色畜牧业的发展推波助澜。

3.4 做好疫病防治，提高畜产品质量

规模养殖场的最大风险在于疾病。规模越大，疫

病的风险性也随之加大，加强防范尤为重要。养殖场

应树立“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理念。在现代技术条

件下，疾病的确诊已经进入分子学研究阶段，而我国

多数养殖企业不具备这样的诊断技术，导致疾病的误

诊率增加。在畜禽疫病的监测方面，忽视抗体水平监

测，无依据地使用疫苗现象普遍存在，轻视药物敏感

试验，造成细菌和病毒产生耐药性等。要始终把握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突出综合防治措施，避免使

用含有激素的药物。保证防疫、检疫质量，杜绝病害畜

禽产品上市。各级财政应当安排必要的疫病防治和药

品储备专项资金，以加强兽医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疫

病防制体系，提高防制水平。抓好无规定疫病区建设，

建立和完善动物疫情测报网络，提高诊疗手段，重点

抓好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制，依法强化防、检、监工

作。加强对畜牧生产的监管，将安全措施落实到生产、

加工、贮运、销售全程中，把好饲料生产、屠宰加工、批

发市场、进出口等几道关口。

4 总 结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有效推广需要破解当前

存在的机制不稳、推广力度小、项目资金少等问题，

认真对待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做好每一个环节，重

点加强项目资金支持，建立第三方机构，形成稳定

的有效推广机制。在实际生产中，运用好饲料管理、

疫病防治等绿色畜牧养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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