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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市肉羊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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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2012年诸暨市存栏肉羊19100只,其
中山羊17500只、湖羊1600只,与2008年相比增

加了41.5%。近5a来,诸暨市肉羊产业取得了一

定的发展,存栏100只以上的规模养羊户从2008年

的7家增加到2012年的17家,其中存栏500只以

上的规模养羊户从无增加到5家,规模最大的达到

存栏2000多只,并已形成5000只的生产规模;与
此同时,湖羊养殖从无到有,发展趋势看好,有望发

展规模化养殖。然而,诸暨市肉羊产业发展过程中

还存在很多问题,制约着肉羊产业的快速发展。

1 存在的问题

1.1 草资源利用率低

诸暨市的草山、草坡及退耕还林面积较大,加之

农村荒废的良田也已开垦成了牧草地,而且还有大

量的各类农作物秸秆。但是,这些资源只有少量用

于肉牛、肉羊养殖,且青贮或微贮技术也应用得很

少,而当前青粗饲料缺乏、肉羊营养不平衡的养羊户

却很多。

1.2 规模化程度较低

全市825家养羊户中,除5家存栏500只以上

外,其余820家均为500只以下的发展规模,且多为

散养户,因而全市还没有形成适度规模养殖,养羊综

合效益不高。

1.3 饲养方式落后

诸暨市大部分养羊户仍采用传统的粗放饲养模

式,缺乏科学养羊意识,不仅饲养成本较高,而且还

浪费了大量的饲草资源。

1.4 疾病防治滞后

由于散养户对羊病的防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以致肉羊寄生虫病、产科病、传染病等时有发生。
而且,多数养羊户还没有形成“防重于治”的观念,而
是等发病后再乱投医,以致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2 对 策

2.1 转变养殖方式

长期以来,诸暨市养羊业的生产方式落后、规模

化程度不高,主要原因是农户将养羊作为家庭副业,
仍以靠天养羊为主。在舍饲条件下,肉羊生产可以

人为控制,既可改变肉羊的择食性,又可控制其运动

量,不仅能降低无益消耗,还能提高营养物质的利用

率。而且,舍饲养羊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推广,有利于

生产管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发展规模化养殖,还有

利于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同时,舍饲养羊可以

使大量的农作物秸秆得以充分利用,秸秆先过腹、后
还田,不仅能大幅提高秸秆资源的利用率,而且能提

高土壤肥力、增加农作物产量,从而加快诸暨市从资

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

2.2 实施早期断乳和集中育肥

对羔羊实施早期补料,将其哺乳期缩短至40~
60d。同时,利用羔羊在4月龄内生长速度最快这

一特性,将早期断乳后的羔羊进行强度育肥。即:选
用全价配合饲料,采用超常规育肥技术,使营养和环

境条件满足肉羊生长发育的需要,促其充分发挥生

产潜力,在较短时间内实现预期育肥目标。

2.3 合理利用饲草料资源

诸暨市各种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但浪费较为

严重。如果应用青贮、微贮等技术对各种农作物秸

秆进行加工处理,可显著提高其品质。因此,最大限

度地开发秸秆资源,提高其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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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快肉羊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另外,退耕还林

还草应改变“林草分家”的旧习惯,实行林草套种、粮
草轮作,并提倡人工种植牧草,全面保障肉羊饲料来

源,促进肉羊产业快速发展。

2.4 推广全混合日粮

全混合日粮营养均衡、适口性好,能有效避免肉

羊挑食,有助于其快速生长发育。与传统精、粗料分

开饲喂相比,饲喂全混合日粮可加快肉羊体内益生

菌的生长和繁殖,促进营养物质的充分吸收,从而提

高饲料利用率;还可有效解决营养负平衡时期(如冬

季)的营养供给问题;同时可加快肉羊的生长速度,
缩短其养殖周期。

2.5 推广适时出栏技术

适时出栏对保障养羊生产的经济效益起着重要

作用。因此,要利用羔羊早期生长快、饲料报酬高、
收益多等优点,抓住秋季草多、质优的时机,对羔羊

和淘汰种羊进行短期强度育肥,采用4~6月龄集中

育肥、6~8月龄适时出栏技术,推广羔羊当年出栏;
同时,尽量少喂或不喂大龄膻羊,既可加快羊群周

转,提高出栏率和产肉率,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又
可避免羊群越冬渡春期间因草料缺乏而掉膘或

死亡。

(责任编辑: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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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褐变的危害与对策

饲料在加工过程中或长期贮存于湿热环境下,其所含的氨基化合物(如蛋白质、氨基酸等)、醛、酮等

与还原糖相遇,经过一系列反应生成褐色聚合物的现象,称为褐变反应,简称“褐变”。动物消化道内缺

乏能水解褐变产物的酶,所以褐变产物就失去了营养价值。但如控制适当,可利用褐变反应使某些焙烤

的饲料产品(如宠物饼干等)具备良好的外观色泽和适口的风味。

1 饲料褐变的过程
一般把褐变反应分为3个过程。首先是饲料中所含还原糖的羰基与赖氨酸的ε-氨基进行反应后,

分子重新排列。因动物缺乏水解缩合物的酶,使饲料褐变后由于赖氨酸的利用率下降而直接影响利用

价值。最常见的是用褐变的大豆粕、棉籽粕、菜籽粕、葵花籽粕等植物性高蛋白质油粕作为饲粮的主要

蛋白源,其危害更为明显。其次是由于进一步反应可生成数以千计的化合物,可影响到饲料的气味和风

味。从实践效果看,一般虽不能对畜禽采食量造成明显影响,但会因日粮消化率下降而影响畜禽生产力

的发挥。最后因分子缩合、聚合形成类黑素。

2 饲料褐变的危害
使用褐变饲料可使3~7周龄的肉用仔鸡生长发育停滞,与同龄正常鸡的体重相比要差7~10d;可

使蛋鸡产蛋率下降近20%,而且蛋重明显降低;可使母猪产奶不足,补料消耗增加;可使仔猪增重速度

下降;也可使育肥猪增重速度呈下降趋势。据调查,各饲养场的反映基本相似,一般在用褐变饲料约2
周后出现上述情况。其主要原因是饲料褐变反应导致鸡第一限制性氨基酸、猪第二限制性氨基酸———
赖氨酸不足,造成畜禽生产性能大幅度下降。

3 饲料褐变的对策
饲料加工机械的设计如能减少加工物的升温将对控制褐变有益;需焙烤的饲料也应注意温度控制

要合理,水分含量要尽量低,半湿型、湿型饲料及罐头饲料也要注意这点。饲料原料及成品均应合理贮

存、避免露天存放,库内要求干燥、通风良好,还要挂笼帘以防阳光直射升温。饲料原料要力求新鲜,宜

现用现粉碎,先配料后粉碎的加工方式更为可取,应先对比分析后确定。饲料生产最好以销定产,使产

品不积压。用户也应注意饲料取运和贮存的方式,一次进料的数量宜冬季多些、夏季少些,建议以7~
10d的用量为宜。目测大豆粕发现呈褐色或粉褐色的,就不要买入;棉粕、菜籽粕等深色高蛋白原料目

测较为困难,基本无法观察到变化,但要注意其新鲜度。
来源:中华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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