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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共分13章，本着科学性、先进性和系统性的原则，重点论述与畜牧业生产有关的几个组成部分
，包括：动物营养与饲料、动物遗传育种、家畜繁殖、畜禽环境卫生与畜牧场规划、草地管理、养猪
生产、养禽生产、养牛生产、养羊生产、养兔生产、畜禽遗传资源与保护、动物福利与动物保护以及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本教材可供动物医学、农业经济类、农学、水产、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等专业的本专科学生选用，也
可作为畜牧兽医科技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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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三、发展绿色畜牧业的对策20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
，我国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成为一项全局性的战略任务。
我国于2001年4月正式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体系，对农
产品实行从产地环境、投入品、生产过程、加工、贮运到市场准入全过程的质量安全控制，力争用5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食用农产品的无公害生产，保障消费安全，质量安全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或地
区的中等水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采取下列对策：1.建立全面支撑体系建立全面支撑体系，包括建立农产品质
量标准体系、质量监督体系、质量认证体系、科学技术体系、配套服务体系、流通销售体系和法律监
督体系。
建立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动物性食品标准化工作是提高动物性食品质量的重要技术基础，也是动物
性产品规模化生产、外贸出口的重要技术保障。
制定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动物性食品安全标准已成为国家管理及现实生产中的迫切需要
。
在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安全食品（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应有的标准基础上，大
力重视农业标准化工作，并要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标准。
建立质量监督体系：动物性产品质量监督体系主要由动物性产品质量监测体系、动物防疫监督体系、
饲草饲料质量监测体系、兽药疫病监测体系及畜牧兽医器械质量监测体系组成，是我国动物性食品参
与国际市场竞争并有效维护自身利益的基本保障。
建立质量认证体系：为了推动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发展，农业部先后分别组建了农
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和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
目前无公害食品是由农业部委托各省（区）、市农业厅（委）办理认证，绿色食品是由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办理认证，有机食品是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下属的中国有机食品发展中心办理认证，国外一
些有机食品认证机构也纷纷来中国办理认证。
要严格认证前的审查制度，加强预防性监督，对不符合标准的生产经营者不予认证，对违反经营者要
从严从重加以处罚。
建立科学技术体系：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的学科较多，如环境科学、土壤科学、生物科
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属于交叉领域。
仅凭一门学科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所以在科研领域要加强各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建立我国科学的安全食品战略体系。
生产安全食品必须大力推广先进适用的技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同时要针
对各地在生产与加工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过程中的一些难点和问题，组织科技人员进行
攻关，如绿色饲料添加剂和抗生素添加剂替代产品就是一大难题。
建立配套服务体系：“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畜禽，为人类提供安全的畜禽产品”，需要对传
统农业技术和现代农业技术筛选、装配，建立不同类型的生产开发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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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畜牧概论》是全国高等学校农林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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