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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科技正处在一次新的革命性变革的前夜。
人类迫切需要创新发展模式和发展途径，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开发新的资源。
这样的需求和矛盾，强烈呼唤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而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经济、产业格局的大变化，很可能会加快新科技革命的到来。
学科创立、成长和发展，是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基础，是科学知识体系化的象征，是创新型国家建设
的重要方面。
深入开展学科研究，总结学科发展规律，明晰学科发展方向，对促进学科的交叉融合并衍生新兴学科
，继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速科技革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科协自2006年开始启动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活动，连续完成了每个年度的学科发展研究系列
报告编辑出版及发布工作。
2009年，中国科协组织中国气象学会等27个全国学会分别对大气科学、古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
、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系统科学与系统工程、青藏高原研究、晶体学、动力与电气工程、工程热物
理、标准化科学技术、测绘科学与技术、烟草科学与技术、仿真科学与技术、颗粒学、惯性技术、风
景园林、畜牧兽医科学、作物学、茶学、体育科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学技术史、土地科学、
智能科学与技术、密码学等26个学科的发展研究，最终完成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和《学科发展报告
综合卷（2009-2010）》。
　　学科发展研究系列报告（2009-2010）共27卷，约800万字，回顾总结了所涉及学科近年来所取得的
科研成果和技术突破，反映了相关学科的产业发展、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等，集中了相关学科领域专
家学者的智慧，内容深入浅出，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前瞻性，有助于科技工作者、有关决策部门和社
会公众了解、把握相关学科发展动态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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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精神，促进畜牧
学和兽医学学科发展，提高畜牧兽医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发挥学会在引导学科发展研究中应有的作用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组织专家学者开展了畜牧学和兽医学
学科发展研究活动，并编撰了《2009—2010畜牧兽医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在2007～2008年的畜牧兽医科学学科发展研究中，确定了猪学、牛学、羊学
、禽学和马学作为畜牧学学科的研究重点，把兽医免疫学、兽医微生物学、兽医传染病学、兽医寄生
虫学和兽医卫生检疫学作为兽医学学科的研究重点。
在本期学科发展研究中，将动物遗传育种学、动物繁殖学、动物营养学、家畜环境卫生学列为畜牧学
学科的研究重点，把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学、兽医产科学、中兽医学、兽医公共卫生学列为兽医学
学科的研究重点。
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的主持下，由各学科分会负责本领域的研究活动和报告编制。
研究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常信先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先生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审定学
科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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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用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手段深入研究养分的功能、代谢及其分子机制，构建分子营养学原理，揭
示养分生物学功能和养分互作规律与代谢网络，为整体营养提供理论支撑和新调控思路。
营养代谢过程受神经体液的调控，动物营养研究重点是体液调节。
激素及其作用信号传导途径中的信号分子的表达与功能及其与营养的互作关系是营养代谢调控的研究
重点。
此外，采食量的调控也是营养代谢调控的重要内容。
现代动物营养代谢与需要研究已经开始从静态向动态、从局部向整体、从群体向个体转变。
营养需要或饲养标准正向动态模型发展，最终构建精准营养和精准饲养技术，以最大限度发挥动物的
生产性能、提高饲料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现代动物生产面临着资源、环境、健康和安全多方面的压力。
仅仅依靠传统营养的研究内容和手段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未来动物营养学将与其他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形成如营养与遗传、营养与微生态、营养与免疫、
营养与环境、营养与畜产品品质、营养与动物健康等分支学科领域，以进一步构建解决资源、环境、
健康和安全问题的营养原理和技术，确保动物生产的高效、安全、优质、环保效应。
　　在营养与遗传领域，重点研究遗传变异或基因多态性对营养素消化、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
影响、营养物质需要量存在个体差异的遗传学基础、营养物质与基因相互作用导致营养缺乏病、营养
相关疾病和先天代谢性缺陷的机制及养分摄取的干预作用，通过研究形成遗传营养学理论，最大限度
发挥动物的遗传潜力，缩小动物的个体差异。
在营养与微生态领域，重点研究动物消化道微生态环境、菌群代谢效应、菌群代谢产物三者与动物营
养物质消化吸收代谢及动物正常营养生理状态之间的关系，探索营养与非营养因素对动物消化道微生
态环境的调控效应，以维持和促进动物正常微生态平衡，提高动物健康水平与生产能力。
在营养与免疫领域，主要研究营养状况和免疫机能的相互关系，它从免疫学角度研究营养原理和营养
需求模式，重点研究内容包括养分缺乏或过量导致免疫机能异常的机制、免疫反应对营养代谢和营养
需要量的影响、确保机体最佳免疫机能的营养需要模式；动物健康是动物高效生产和安全生产的前提
，营养可通过增强免疫力、调节肠道微生态环境、调控抗病基因表达、影响疫病发生发展过程、防霉
抗氧化抗应激等环节实现抗病保健目的；需要深入研究营养与健康的关系，构建抗病营养原理和技术
体系。
在营养与环境领域，一方面研究环境因素（气候环境、管理环境）对营养代谢和需要量的影响，另一
方面研究营养模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动物在生产过程中会不断遭受来自环境和管理方面的多种应激，应激影响动物健康和营养代谢与营养
需要量，但此方面的研究十分薄弱，未来动物营养学需在构建各种应激模型基础上深入研究应激的危
害及缓解营养的营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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