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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新编猪生产学（动物医学 动物科学专业）》是动物科学、
畜牧兽医及相关专业的一门必修专业课。
与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共同组成该类专业的课程体系，学生通过学习可以掌握猪生产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知识，培养学生解决猪生产中主要问题的基本技能。
　　《全国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新编猪生产学（动物医学 动物科学专业）》在总结我国猪
生产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了近年来国内外部分先进技术。
主要讲述现代养猪生产条件下提高养猪生产水平的基本理论和技术。
主要内容包括养猪生产概述、猪的生物学特性与行为特点、猪优良品种资源及杂交利用、猪的饲料生
产及应用、猪场建设及环境控制、种猪生产技术、仔猪生产技术、生长肥育猪生产技术、规模化养猪
生产技术、猪场生物安全等章节。
　　《全国高等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新编猪生产学（动物医学 动物科学专业）》从养猪生产实
际需要出发，按照养猪生产环节和生产规律安排编写，既符合生产要求，也符合学生对猪生产的认识
和学习要求，科学引导学生将学过的相关知识与本教材的内容相联系。
教材力求内容科学，层次清楚，结构合理，表达深入浅出，文字简练规范，图表简洁清晰，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教材加大了实训能力内容，体现以就业为导向，以技能培养为主线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现代猪
生产实际。
注重教学实验实习的实际性与可操作性。
同时，在每个单元的最后都列出数量适当、难度适宜.联系生产实际、具有综合性和启发性的复习思考
题。
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当地养猪业发展情况，针对岗位技能需要进行讲授，以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
培养学生综合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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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绿色畜产品是绿色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因此，开拓和占领国内外巨大的绿色食品市场将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是养猪大国，人世后猪肉产品具有价格优势，出口量将会增大。
因此，我们应把握这一机遇，生产绿色猪肉，实现养猪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实现养猪产业化，大力发展绿色养猪业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食品质量标准、管理标准都要与国际接轨。
我国的猪肉产品能否保持市场的占有量，能否大量出口，关键取决于其中药物残留及相关卫生指标是
否符合国际标准。
多年来，我们对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重视不够，缺乏监督、检测及管理，导致畜产品外销不畅，我国
出口肉类仅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1%左右。
因此，要提高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加强质量控制，确保安全。
　　近年来，为了促进畜禽生长和预防传染病，生产者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随之产生如耐药性、药
物残留等危害人体健康的一系列问题。
饲料中过量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通过家畜排泄物沉积到土壤或水域中，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
抗生素作为畜禽生长促进剂的使用将会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例如，欧盟在1995年有11种药物饲料
添加剂可用于畜禽生产，到了1999年7月，就只有肥粒霉素、班伯霉素、莫能菌素和盐霉素4种被允许
使用。
目前，一些产品如益生素、酸化剂、酶、中草药添加剂等能减少或替代抗生素的使用量，它们将在未
来生产安全猪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饲料与饲料添加剂行业必须不断开发和应用低毒、低残留、高效的添加剂替代抗生素及其他合成药品
。
　　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利用我国丰富的优良基因资源，提高养猪生产效率，生产优质猪肉，参与国
际市场竞争。
必须从饲养到餐桌全过程采取综合措施，切实做好猪肉安全质量的管理，确保生产安全猪肉，进一步
全面达到无公害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向“绿色”猪肉或有机猪肉目标迈步。
　　实现养猪产业化是发展绿色养猪业的保障。
大中型养猪企业，在进行集约化经营，走产业化之路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公司+农户”的运行模式
。
依靠公司的技术力量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与符合生产规范与技术要求的农户签定饲养合同，公司要
不定期地对农户生产的过程进行全面检查，加强对终端产品的危害控制分析。
同时，要培育精深加工企业，形成以加工业为龙头，带动千家万户实现产加销一条龙的绿色产业链，
以质量和价格优势参与市场竞争。
　　（二）发挥区域和资源优势　　我国地域辽阔，应当充分发挥各地的区域优势与特色，科学规划
养猪产业，积极开发饲料资源。
我国西部、东北等区域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利用先进技术，合理
开发利用绿色饲料资源，发展绿色养猪业。
在畜牧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畜牧部门应明确结构，调整思路，要根据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和区内外的市场需求，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优质畜产品，提高畜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从各地的自
然资源特点和经济发展情况出发，发挥区域优势，调整生产布局，提高竞争能力。
农区要在稳定发展粮食转化的同时，广辟多种非粮食饲料来源，大力发展农区养猪业，逐步形成养猪
主产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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