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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安全是养猪安全和食品安全的基础,养殖

企业和饲料企业的从业人员必须强化质量安全意识

和责任意识,高度重视饲料安全工作,采取有效的饲

料安全技术措施,促进养猪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饲料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与“健康

养殖”的关系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来,畜牧经济发展很

快,尤其是养猪业和蛋禽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我

国肉蛋产量居全球第一,成为畜禽养殖大国。随着

畜产品产量的大幅增加,畜牧业在满足人们动物食

品需求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养殖业也对环

境(包括土壤、空气和水源)造成了极大污染,为地球

生态带来了巨大压力。
由于部分养殖企业和饲料企业业主一味追求商

业利润,采取非法竞争手段从事经营,如在养殖过程

中和饲料生产中广泛使用抗生素,并乱用药物添加

剂、高铜、高锌、砷制剂、地沟油、皮革蛋白、被污染的

动物蛋白、工业用化工原料(苏丹红、孔雀石绿、三聚

氰胺等)、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等非正常原料

和生长促进剂,造成一系列与饲料安全有关的危害

人畜健康和食品安全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但造成了

严重的经济损失,还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因此,解决畜产品的安全问题和畜牧生产对环境的

污染问题,已成为全球的共同呼声和重要课题,发展

健康养殖、生产无公害或绿色畜禽产品已成为政府

和群众所重视和关注的事情。
现今,规模化养猪呈迅猛发展之势,小规模散养

模式日渐萎缩,如何走出一条健康生态安全养殖之

路是广大从业者面临的重大而严肃的问题,也是前

进道路上的严峻挑战。对此,有责任心的业主不容

回避、不许含糊、不可侥幸,要采取科学、理智的态

度,以前瞻和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研
究并解决问题,切切实实地在健康养殖和饲料安全

方面下力气、用工夫、见行动。
饲料的卫生安全直接关系到饲喂动物的健康和

动物产品的安全,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身体健康。没

有安全优质的饲料,健康养殖就无从谈起。农业部

种猪质量检测中心(广州)经统计发现,2011年猪群

的健康指数不尽人意,其中营养补锌的达14.2%、
中毒的达41.1%、血液分布异常的达80.5%、免疫

异常的达28.3%、健康的达47.7%、免疫抑制的达

22.2%。该中心有关人员认为,母猪发生返情、流
产、子宫内膜炎等大多是由饲料毒素引起的;此外,
抗生素的不当使用,也会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可

见,生猪健康指数的急剧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与饲料

质量安全有关,或者说不安全的劣质饲料在一定程

度上摧毁了猪群的健康,导致其体质下降、免疫力

低下。

2 “饲料安全”和“健康养猪”的概念

2.1 饲料安全的概念

饲料安全是动物性食品安全的保证。所谓饲料

安全,通常是指饲料产品(包括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中不含有对饲养动物健康造成实际危害且不会在养

殖产品中残留、蓄积和转移的有毒、有害物质或因

素,饲料产品以及利用饲料产品生产的养殖产品不

会危害人体健康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产生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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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2.2 健康养猪的概念

所谓健康养猪,就是根据猪的生物学特性,运用

生态学、营养学等原理来指导养殖生产,为猪营造一

个良好的、有助于快速生长的生态环境,并且提供充

足的全价营养饲料,使猪在生长发育期间最大限度

地减少疾病的发生且个体健康、对养殖环境无污染,
使最终的食用肉品无污染、无药物残留、营养丰富并

保持天然品质,实现养殖生态体系平衡、产品与人和

自然和谐。
健康养猪对饲料品质的要求主要有:营养全价、

均衡,按生理生产需求配齐能量、蛋白质、氨基酸、矿
物质、维生素等营养,以满足猪的需要;饲料品质优

良(核心是安全性能好),确保无污染、无霉变;含有

天然毒素的饲料,必须经过脱毒处理,并要控制使用

量;剩料也需及时清理,以防腐败变质。禁止使用各

种生活废水、生活垃圾喂猪。猪饲料中严禁加入任

何违禁药品及药物添加剂,防止药物残留对人体造

成危害。

3 饲料安全技术及其应用

3.1 控制原料质量

1)严格选择原料。选择原则是营养价值高、适
口性好、来源充足、价格适宜。能量饲料以玉米为

主,辅以小麦、次粉或麸皮。玉米以吉林、内蒙古、辽
宁所产的为好;小麦、次粉以河南、河北所产的为好。
蛋白质原料以豆粕、膨化大豆为主,辅以鱼粉、棉粕

和菜粕等。氨基酸类选用迪高沙、大成等产品均可。
矿物质原料主要有磷酸氢钙、石粉,还有微矿(铜、
铁、锌、锰)等。另外,还要注意产地和品牌的选择,
如维生素类可选择帝斯曼、拜耳、金冠、富朗特等国

内外知名品牌产品。

2)原料质量检验。一是感官检验。通过嗅(嗅
觉———鼻闻气味有无异常)、触(手感———通过摸、捏
判断性状及有无发热结块)、咬(牙咬———感觉硬度

和水分)和看(眼观杂质和掺假情况以及色泽与形状

是否正常)检验原料质量。二是化验检测(实验室检

验)。大中型养殖及饲料企业必须建立饲料质量检

测化验室,至少要对水分、钙、磷、粗蛋白等指标进行

定量检测;对不能自行检测的项目(如霉菌毒素、氨
基酸、维生素、违禁药物和违禁物质等),可委托有关

专职检验机构进行化验分析。任何企业不得盲目购

进和使用不能确定质量安全的原料或成品料。

3)注意事项及关键点。必须避免购买和使用有

掺假、虫蛀、结块、发霉变质、毒素污染的原料及饲

料;控制购买和使用高水分或高杂质的原料及饲料;
购买添加剂和添加剂预混合饲料时,要认真查验是

否有产品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批准文号;严禁使用

违禁药物和添加物;主要原料要妥善保存,做好通

风、防潮、防雨淋、防日晒、防虫蛀、防鼠害等仓储工

作,指定专人负责,切实落实责任;各类原料要分类

整齐堆码,做到有间距、有标识,防止混淆;亚硒酸钠

等药物添加剂,应严格隔离并单独存放,以防意外事

故的发生。

3.2 科学设计饲料配方

1)依据标准定配方。不同品种和处于不同生理

阶段的猪,对各种营养物质的需要量不同。因此,应
根据饲养标准有针对性地设计各类猪群的饲料配

方;不允许多配方互用和一配方多用。

2)营养素的全面与均衡。在制定饲料配方时,
除考虑能量、蛋白质、钙、磷、食盐等营养需要外,还
需要特别注意饲料中必需氨基酸的平衡以及微量元

素、各种维生素的适量添加。能量、蛋白质是基础性

营养物质,必须满足不同阶段猪只的要求;氨基酸的

比例要恰当,过高水平的氨基酸会造成浪费,但氨基

酸缺乏会使猪只采食量下降、生长发育受阻、体质虚

弱;钙、磷对骨骼系统的维持和发育起主要作用,且
具有其他多种生理功能,所以添加比例也需适当;微
量元素参与多种合成代谢过程,是很多生理活性物

质的组成成分,作用重大;维生素主要作为营养代谢

过程中的辅酶,合理的维生素添加量有利于提高生

猪机体的免疫应答和抗应激能力,在现代集约化养

猪条件下可采用维生素优选技术(OVN)。

3)限量或禁止使用某些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原

料,如不卫生的、被污染的肉骨粉和鱼粉,不要选入

配方使用;菜粕和棉粕需限量使用,在种猪和仔猪饲

料配方中不要选择菜粕和棉粕,在育肥猪饲料中从

成本角度考虑可设计3%~5%的配比;玉米胚芽粕

等原料虽然粗蛋白含量较高,但黄曲霉毒素、玉米赤

霉烯酮等含量亦高,不宜选入配方使用。

3.3 使用先进的加工工艺

科学先进的饲料加工工艺是保障饲料安全和健

康养殖顺利推进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

1)先进的配制工艺流程。采用智能化控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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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实现机电一体化作业,实行在线监控,提高配料

精度和生产效率,可使饲料混合均匀度较高、变异系

数小于5.0%、配料误差(理论值与实际值)小于

0.3%,以确保产品品质优良。

2)控制粉碎粒度。如用粉料喂猪应尽量粉细,
料粒径应视猪只大小控制在400~1000μm;如用

颗粒饲料喂猪,可适度粉粗一点。

3)采用膨化和制粒技术。膨化和制粒过程能破

坏和抑制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有毒有害物质和微

生物,可改善饲料卫生、提高养分的消化代谢率、减
少排污量。大豆、棉粕和菜粕都可以进行膨化,以提

高使用安全性和价值。猪料的制粒温度应控制在

60~75℃,温度过高会破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3.4 使用绿色功能性添加剂

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生物技术制剂———安全、
无毒副作用、无三致(致畸、致癌、致突变)作用、无残

留的新型饲料添加剂。

1)有机微量元素的使用。使用赖氨酸铜、甘氨

酸锌等有机微量元素代替无机铜、氧化锌或硫酸锌,
养殖效果甚佳。使用有机铬和酵母硒,可以改善育

肥猪的胴体品质和种猪的繁殖性能,效果确实。实

践证明,使用有机微量元素可增强猪只免疫功能、促
进生长,提高微量元素的生物利用率,改善饲料报酬

和胴体品质,有益于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

2)饲用酶制剂的使用。随着基因工程和发酵技

术的不断发展,饲用酶制剂已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

家动物日粮中得到广泛应用,也逐渐被中国部分养

殖企业和饲料企业的经营者所接受。酶制剂可提高

原料的营养价值、补充动物内源酶的不足,从而减少

营养浪费、降低环境污染、节约饲料成本、改善生猪

生产性能,并最终提高经济效益。如植酸酶的作用

就是水解动物饲料中的植酸及其盐,将其中的植酸

磷转变为无机磷供动物利用,同时消除植酸的抗营

养特性,从而降低配方成本、提高饲料转化率,也节

省了磷矿资源,减少了环境污染。

3)肽营养技术的应用。对动物具有特殊生理功

能或生理作用的肽类,大多数可直接通过肠道黏膜

吸收,运转速度快、吸收速率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能够促进动物对矿物质的吸收利用,可刺激泌乳、调
节神经、预防疾病,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十五”
至“十一五”期间,笔者进行过多次生物活性肽饲用

试验,用0.1%~0.4%生物活性肽取代1.0%~

4.0%进口鱼粉的效果甚佳(生猪生长速度无差异,
饲料成本降低50~180元/t)。

4)其他完全取代或部分取代抗生素的制剂的使

用。酸化剂、益生素(微生态制剂)、寡聚糖、大蒜素

等,也是配制低污染高效安全饲料、促进健康养殖的

有益添加剂。酸化剂、益生素和寡聚糖都具有调控

动物肠道菌群平衡,促进有益菌增殖、抑制有害菌繁

衍,降低消化道pH 值,提高消化酶的活性,提升营

养物质消化率和动物机体的免疫力,以及改善动物

健康状况、提高其生产性能的功效;大蒜素则具有抗

菌消炎(可抑制痢疾杆菌、伤寒杆菌繁殖,对葡萄球

菌、肺炎球菌等有明显的杀灭作用)、健胃、增进食

欲、促进消化、改善饲料适口性、改善养殖产品的食

用风味等功效。使用这类添加剂可以减少抗菌药物

的使用甚至可不用抗菌药物,是很好的有效的功能

性添加剂,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5)生物发酵饲料技术的应用。生物发酵饲料是

现代高科技生物技术产品,是使用有益微生物(如乳

酸菌、芽孢杆菌、酵母菌、粪链球菌等)加入一定的能

量饲料和蛋白质饲料经过一定时间的发酵制作而

成。生物发酵饲料不但适口性好,而且能增强猪只

抗病能力(生猪生物发酵饲料中的有益微生物能够

抑制病原菌的繁殖,维持猪体内微生态平衡,增强机

体的免疫机能)、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饲养成本,是
有机畜牧业的组成部分,值得推广应用。从近3a
湖北健丰牧业有限公司区域试验数据看,用生物发

酵饲料饲喂生长育肥猪效益显著(生长速度快、饲料

转化率高、抗病力较强)。

6)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的合理使用。中草药饲料

添加剂因具有安全、毒副作用小、残留极少、无抗药

性等优点,同时也具有防疫保健、促进猪只生长、提
高饲料转化率的作用,日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和重视,
在生猪养殖中已被较多的人接受使用。湖北健丰牧

业有限公司用得较多的是免疫增强剂(如复方黄芪

多糖、甘草酸等)。

7)严格执行政策法规,限制抗菌药物的使用。
在饲料中必须严格控制抗菌药物的使用,坚决贯彻

落实国家已经出台的法规和标准。国家十分重视饲

料安全问题,先后颁发了一系列法规和管理办法,如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卫生标准》、
《饲料标签》、《允许使用的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无公害食品—生猪饲

·3·养殖与饲料2013年第2期 行业论坛



养饲料使用准则》、《兽药管理条例》、《食品卫生法》、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禁止在

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绿色

食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及《绿色食品兽药

使用准则》等,这些法规和标准都是养殖企业、饲料

企业必须遵守的。

4 结 语

饲料安全、养殖安全以及食品安全是复杂的系

统工程,也是养殖企业、饲料企业及科技界所面临的

重大问题,需要举全社会之力、发挥千千万万人的智

慧和方方面面的力量来解决。广大从业者首先要更

新观念,树立法律意识、安全意识、健康养殖意识和

社会责任意识,不能搞“短期行为”,更不能见利忘

义;其次要见诸行动,不可等闲视之、淡然处之,一定

要从源头把关,从过程控制做起,花大力气做好饲料

安全工作;最后要在养殖中要注意环境的控制与优

化,强化预防保健和疫病防控工作,做好每一环节的

精细管理,提升猪群的整体抗病力,实现高效、健康、
生态、安全养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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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将由“标委会”全权负责

今后,屠宰及加工技术、品质检验、屠宰加工工艺设计、屠宰及肉制品加工设备、非食用产品处理等

领域的国家标准制定及修订工作将由新成立的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
负责。

笔者从全国屠宰加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了解到,全国屠宰加工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由来自政府机构、科研院所、高校、检测机构、企业及协会的45名委员组成。
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表示,标委会的成立是我国屠宰行业管理工作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屠宰加工行

业标准工作步入组织化、专业化的轨道,对于规范屠宰行业管理、保障食品安全、促进屠宰行业发展和推

动国际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标委会要集中屠宰加工行业专家智慧,积极履行工作职责,推动我国屠宰

加工行业标准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为促进屠宰加工行业科学、健康、有序发展及进一步提高肉品质量

安全保障水平作出贡献。
标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标委会成立后将重点抓好3项工作:一是尽快推动制定及修订一批屠宰加

工行业管理工作急需的标准,特别是保障肉品质量安全的标准,清理整合旧的、重复的、内容上有冲突的

标准;二是要练好内功,注重标委会内部建设,必须始终将工作质量放在首位;三是要充分调动各委员单

位的积极性,广泛征求专家意见,集中全行业智慧。
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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