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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养殖业历史悠久，长期的生产实践，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培育了众多的优良
畜禽品种，这是我国发展养殖业的重要资源和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养殖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养殖业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广大农民致富以及保障副食品市场的有效供应，都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之际，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
景目标纲要》，描绘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同时提出了要全面发展林牧副渔各业；逐步推
广规模化养猪，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禽；加强草原建设，促进畜牧业发展；扩大淡水和近海养殖，发展
远洋捕捞；积极发展农畜产品加工业，把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加工深度等一
系列任务。
　　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养殖业面临着实现两个转变的艰巨任务，即养殖业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
场经济转变，养殖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无论前者或后者，归根到底都要依靠加快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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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养殖业历史悠久，长期的生产实践，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而且培育了众多的优良
畜禽品种，这是我国发展养殖业的重要资源和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养殖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养殖业对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村经济、广大农民致富以及保障副食品市场的有效供应，都产
生了积极的影响。
　　本套丛书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农村养殖专业户、国有和集体养殖场技术工人、基层畜牧兽医及水产
技术人员、各级牧业渔业管理干部等，当然，这套丛书也可作农业中专、农村职业中学和相关的养殖
业短训班等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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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安治，四川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958年毕业于四川农学院畜牧专业，长期从事养猪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科研方面，主要承担有关猪品种的整理、利用和选育课题。
主持多项部、省级科技进步奖七项，其中农业部一等奖一项，四川省政府二等奖一项。
“九五”期间主持四川省攻关项目“四川省外种猪选育研究”。
著述方面，参编了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统编教材《畜牧学》和《养猪学》，主编了四川省中级畜牧师提
高教材《畜禽饲养新技术》和“中国现代养殖技术丛书”中的《养猪全书》，编译了《畜禽饲养与疾
病》，发表科技论文20余篇，其中两篇在“中国猪种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交流并收入论文集。
自1992年以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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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养猪基础服务设施已具相当规模　　我国的良种繁育、饲料加工供应、疫病防治、加工流
通四大体系的建设已具相当规模，是养猪生产发展的保证条件。
　　1.良种繁育体系全国已基本形成以国家育种中心、良种场、繁育场、人工授精站为主的繁育体系
。
一批国家重点种猪场的建设，引进和繁育了国内外优良猪品种，不断提供良种种猪。
1980年以来，北京、杭州和武汉等地，先后建立了种猪性能测定站，开展了种猪性能测定。
良种繁育体系的建设，为大面积养猪生产提供良种，开展猪的杂种优势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我
国养猪业迅速发展和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的重要条件之一。
　　2.饲料加工体系全国已建成一批大中型饲料加工企业，以这些企业为龙头，销售网点遍布广大乡
镇，形成饲料生产供应体系。
同时以国家、省级和地市级为体系饲料质量监测网已初步形成。
配合饲料、添加剂预混料、浓缩饲料生产已开始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为全国养猪生产提供了
饲料保证。
　　3.疫病防治体系全国有乡镇畜牧兽医站近6万个，形成了以中央、省、市（地）、县兽医防治机构
和乡镇畜牧兽医站为体系的畜禽疫病防治网络。
有国家和集体兽医技术人员近30万人，是疫病防治的主要力量。
各地还建立了兽药质量监测和卫生防疫机构，有效地控制了疫病，在一些疾病的诊治和预防免疫方面
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养猪全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