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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獭兔发育与营养参数》共分4个章节，主要对獭兔发育与营养参数作了介绍，具体内容包括发
展精确养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畜禽营养需要预测模型的分类及评价、生长和发育的研究、营养需要
、饲养标准。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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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生产系主任、动物科技试验站站长、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
会常务理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会员、山西省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副会长。
 　　作者长期致力于猪、兔营养饲养与生产技术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主讲《猪生产学》、《兔生产学》、《畜牧业经济管理》与《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
主持山西省科技攻关项目2项，参加4项，鉴定1项，达国际先进水平；获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奖1项；
主持山西省高校科技研究开发项目1项，参加1项。
发表论文30余篇，参编教材4部，主编、副主编著作9部，参编著作4部。
其中。
《怎样提高养猪效益》已印刷7次。
总印数接近13万册，成为市场畅销农业科技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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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研究背景　　1　养殖精确化是时代的要求　　世界农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农业（游耕
、游牧等）、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3个主要发展阶段（邝朴生等，1999）。
20世纪初开始进入工业化农业（石油农业或机械化农业）阶段。
拖拉机自从1910年开始在美国使用以来，经过约50年的时间在欧美得到广泛使用。
与此同时，以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饲料添加剂等化学品为代表的化学革命和以通过推广高产新
品种为代表的绿色革命，实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革命。
其主要特点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是在绿色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机械化集约农业的发展
遇到了新问题，例如，土壤肥力下降、水土流失、地下水及地表水污染、农药与饲料添加剂使用导致
的环境污染、品种基因单一化、农产品品质下降等。
这些现实促使科学家和农民努力寻求一种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又可以有效利用有限资源、保护农业
生态环境的新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
为此，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替代对策，例如，回归型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集约农业、立体农
业、持续型农业（持续农业、低投入农业、低熵农业）、生态经济农业、综合农业等农业发展模式（
于洪飞等，1995）。
这些设想都是基于充分利用资源，减少不必要的投入，减少环境污染和取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的
思想（陈建能，2003）。
　　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后，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简称GPS）技术的民用化，
给农业精确定位管理提供了可能性。
之后，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简称GIS）、遥感（Re—mote Sensin9，简
称RS）、变量控制技术（Variable 2Rate Technologies，简称VRT）、地图软件（Mapping Software）、专
家系统（Expert System，简称ES）、作物生长模拟系统（Crop Producdon Simulation System，简称ss）以
及生产管理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fl Systems，简称DSS）等技术的研究和发展，一种将现代信
息技术、生物技术和工程装备技术应用于 农业生产的“精确农业”　（Precision Agrl’cuIture
或Precision Farm ）在美国、英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勃然兴起（Penton JP，1996）
。
1997年，美国正式提出了“数字农业”的概念，它是指在地学空间和信息技术支撑下的集约化和信息
化的农业技术。
1998年，美国副总统戈尔发表题为“数字地球——21世纪人类认识地球的方式”的演讲，再次把数字
农业定义为“数字地球与智能农机技术相结合产生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技术”。
数字农业很快成为世界各国21世纪的农业发展战略，是争先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之一（孙
敬水，2002）。
　　目前，精确农业在发达国家已经被广泛承认，在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被广泛认可，是可持
续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谷曼，2006）。
也有人称其为“精准农业”、“精致农业”或“数字农业”。
它已逐渐成为21世纪合理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农作物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生态环境的主要农业
生产形式，必将使农业生产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陈建能，2003）。
　　精确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具有投资少、效益高等优势，能得到资源的有效利用。
传统农业把作物当作均匀生长的对象进行管理，却很少考虑在整片农田中的盲目投入及过量施肥、施
药造成的生产成本增加和环境污染。
传统农业的管理是针对某一片土地的统一管理，而忽略了大多数土地都存在的空间差异。
精确农业则考虑了在同一块农田上，各小区之间土壤肥力、质地、含水量、有机质等条件的差异以及
杂草、虫害、病害发生的不均匀性，进而对耕作、施肥、播种、灌溉、喷药等作业根据当时、当地的
具体情况进行调控，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精确农业从产生以来，其内涵在不断地变化，描述也不尽一致。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李德仁院士将“精确农业”概括为：“将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獭兔发育与营养参数>>

统、计算机技术、通讯和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等高新技术与地理学、农业生态学、植物生理学、土
壤学等基础学科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在农业生产全过程中对农作物、土地和土壤从宏观到微观的实时
监测，以实现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状况、病虫害、水肥状况以及相应的环境状况进行定期信息采集和
动态分析，通过诊断和决策，制订实施计划，并在全球定位系统与地理信息集成系统的支持下进行田
间作业。
”　　21世纪是基于知识和信息的世纪，知识和信息的快速更新，给现代农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
。
陈建能（2003）认为精确农业的研究和应用范围应加以拓宽，将其渗透到整个“大农业”（农、林、
牧、渔）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个环节中去，实现精细化、准确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科技投入
和科学运作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即减少浪费、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利润、增强农产品的竞争力和
减少对环境的冲击。
精确化发展不仅是生产和科学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生产和科学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新命题。
当前，知识经济、循环经济在21世纪成为日益重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人类在吸取过去失败的经验
教训和文化素质提高后的必然产物。
在农业生产方面由“自然农业→自发农业→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发展的过渡，主要表现形式
即农业智能化、信息化和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概言之即精确化（林慧龙，2007）。
　　卢德勋（2006）认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动物营养学正处于传统营养学后期，即动物营养学正在
由描述为主的科学向控制科学转变的历史时期；动物营养学由“分析时代”进入“系统时代”的历史
转变时期。
营养调控已成为动物营养发展的主旋律。
动物营养需要量模型化研究将会向更纵深发展。
　　2　发展精确养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精确农业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进入实际应用，目前还
处在研究发展阶段，但部分技术和设备已经成熟，已实验应用于小麦、玉米、大豆、甜菜和土豆的生
产管理上，在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得到迅速发展。
精确农业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典型形式：①大田化精确农业形式，以美国为代表。
由于美国土地辽阔，资金雄厚，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适合以大田精确播种、精确管理和精确收割
为特征的精确农业模式；②小型工厂化精确农业形式，以以色列、荷兰、日本等为代表，具有高密度
、大容量、反季节、多技术、自动化的特点，劳动生产率及专业化水平非常高。
　　我国是人口大国，但也是资源穷国，土地资源匮乏，环保压力大。
我国用占世界总耕地的7％养活占世界22％的人口。
世界农业人口平均耕地面积为1.0 hmz，而我国只有0.2 hm2，解决农业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随着人们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为人类提供肉、蛋、奶、毛皮的畜禽养殖业必须有较大的发展，
畜禽产品的供应只能依靠自己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尽管1997年以来，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由全面短缺变为总量基本平
衡，部分年份甚至出现相对过剩，但普遍存在高产不高效、增产不增收的矛盾。
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精确农业可以实现农业产业化成功的延伸和发展，提高增收能力与发展前景。
　　实现畜禽的精细饲养是现代畜牧业逐步过渡到信息畜牧业的必然要求，可以充分发挥饲养动物的
生产性能，从质和量上为动物提供需要的饲料和保健药物等。
　　3　国内畜牧业精确化的现状　　近十几年来，随着科学家们对动物体生长发育规律认识的逐步
深入和计算机模拟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通过数据拟合建立能将品种、饲料及环境综
合于一体的，可以准确预测营养需要和生产性能的动态模型，才能在给定的品种、饲养阶段及环境下
对采食量和生长率作出正确的预测，制定出最经济的饲养方案，提高养殖的经济效益。
养殖业发达国家对动物生长和营养需要的模型研究已有很长的历史。
最早在1825年，Gompeaz发表了关于动物生长模型的一部分原始工作论文；随后其他科学家研究了各
种动物对管理、遗传选择和日粮处理反应的标准生长曲线。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美国、加拿大和日本为代表的集约化奶牛场，全面地将信息技术与营养模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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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技术结合起来，实现了以个体奶牛体况为基础的精细饲养，使奶牛场的整体生产水平较传统的管理
模式提高了30％以上（熊本海等，2005）。
近年来研究焦点开始转向开发能被养殖公司用于模拟动物反应、预测营养需要和生产决策的商用软件
。
例如，以色列Hebrew大学的Hurwitz等人开发的模型，能利用计算机确定氨基酸和能量的每日生长需要
量和维持需要量，可以估测出每日增重所需的饲料成本，并利用所得结果确定最低成本生长曲线，采
用该模型开发的软件Chickopt于1995年上市。
NRC（1989）版开始使用机制性模型来预测RDP和UDP的进食量，并提出比较简单的计算机软件程序
，l2年后的2001版乳牛需要量估测开始采用动态模型。
Novus公司l989年推出肉鸡生长模型IGM（Ivey Growth Mod.e1）1.0版，经过多次改进，于l995年推出4.3
版，该模型是一种半机制、确定性的动态生长模型，可用于模拟和优化营养变化、生长性能预测方面
，具有高度的精确性。
1996年Novus公司在此基础上正式推出肉鸡生产模型软件0mnipr0Ⅱ。
可给出体成分日累计沉积量、活重、屠体和羽毛重、采食量、饲料转化率、热损失以及限制性氨基酸
预测值，利用与沉积效率有关的第一限制性氨基酸系数和饲粮浓度限定蛋白质沉积量，还能用方程描
述应激条件下的采食模式和脂肪损失。
这些软件的应用有力地推动了“精准养殖”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肉鸡企业的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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