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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动物营养学导论》是卢德勋博士10多年前，在国内道德倡导将系统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应用
于动物营养学研究领域，即提出“系统动物营养学”发展战略以来介绍该新学科的一本“导论”性学
术专著。
《系统动物营养学导论》已获200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并被列为中国农业出
版社本年度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系统动物营养学导论》涉及的领域几乎包括对传统动物营养学学科体系、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各
个方面，接触到了世界动物营养学的几乎所有的前沿领域。
有些观点还带有研究性和探讨性，有些方法还有待于更多的科学实践。
《系统动物营养学导论》不是提供最后的绪论，而是为新的思考和探索提供线索，希望能吸引更多的
有志之士来进行新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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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德勋，男，汉族，1937年6月出生。
内蒙古呼和浩特托县人。
中共党员。
　　1959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后在该校师从我国著名的老一辈动
物营养学家杨胜教授，攻读硕士学位；1964年3月毕业后，留校任家畜饲养学助教。
1978年调入内蒙古畜牧科学院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研究员。
1982年赴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师从RJMoir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于1986年底学成回国。
现任内蒙古畜牧科学院动物营养学研究员，动物营养研究室主任，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历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届理事，常务理事，秘书长，副
会长；现任全国动物营养学分会会长，全国“动物营养学报”常务副主编。
　　长期从事猪和反刍动物营养研究，致力于将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动物营养研究领域，在
猪和羊的蛋白质营养，放牧绵羊营养检测、营养调控理论和技术反刍动物营养调控型产品研制等方面
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现代反刍动物营养研究方法和技术》及《反刍动
物营养调控理论及应用》两部技术专著。
先后获农业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
到目前为止已培养出博士四名，硕士三名。
他本人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自然科学基金铜奖获得者。
1989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人员奖；1991年获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称号，是内
蒙古自治区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1999年获内蒙古自治区优秀科技工作者一等奖表彰。
2001年被授予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2000年补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该同志历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届理事，常务理事，
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现任全国动物营养学分会名誉会长，全国《动物营养学报》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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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前言第一篇 绪论第一章 系统动物营养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第一节 系统动物营养学的定义和性质一
、动物营养系统是系统动物营养学的研究对象二、现代系统科学思维方式是系统营养学学科整体思维
方式三、实现营养调控是系统动物营养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四、系统动物营养学边缘科学性质第二节 系
统动物营养学与传统动物营养学的区别一、研究对象二、学科整体思维方式三、学科体系和研究内容
四、研究方法第二章 系统动物营养学的整体思维方式第一节 学科整体思维方式的重要性第二节 系统
动物营养学整体思维方式的特点一、传统动物营养学的思维方式二、系统动物营养学的思维方式第三
章 系统动物营养学的产生和发展第一节 系统动物营养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一、动物营养学的发展历史
概述二、系统动物营养学诞生于动物营养发展的关键时期第二节 系统动物营养学的发展和展望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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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营养系统的定义和特征三、动物营养学研究对象的战略性转变第二节 动物营养系统的结构一、
结构的一般概念二、动物营养系统的结构组成分析三、动物消化道在动物营养系统结构中的特殊位置
四、肝脏在动物营养系统中间的核心位置第三节 动物营养系统功能一、能量流动和利用二、营养物质
的循环、转化和利用三、信息传递第五章 动物营养系统内物质转化和利用第一节 含氮物质第二节 葡
萄糖和短链脂肪酸第三节 脂类的转化和利用第四节 水的循环第五节 矿物质的转化和利用第六节 动物
营养系统内各种营养物质转化和利用的整体观第六章 动物机体自我营养调控功能第七章 动物营养系
统的调控第三篇 系统动物营养技术概述第四篇 动物营养工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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