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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收割 青贮原料适时收割，可以获得

最大营养物质产量，水分和可溶性化合物含

量适当，有利于乳酸菌的发酵，易于制成优质

的青贮饲料。豆科牧草青贮如苜蓿，为现蕾

期至初花期，禾本科牧草如玉米，在乳熟后期

至蜡熟初期。

原料切铡 青贮原料切铡的适宜长度与

饲料品种有关，一般细茎牧草切碎长度以7~8

厘米为宜。而玉米、高粱等茎秆粗的作物以

1.5~3 厘米为宜。青贮原料切铡时会有汁液

渗出，这种汁液含糖量高，使之分布均匀，是

优质发酵的重要条件。另外，青贮原料的切

铡可使装填紧密，有抑制植物细胞呼吸作用，

乳酸形成快，有利于青贮制作。

水分调节 青贮原料的水分含量以65%~

75%为宜。水分含量过高，不利于乳酸菌繁

殖，还会造成养分流失。水分过少，青贮时难

以踩实压紧，造成好氧性微生物大量繁殖，易

引起发霉。将切碎的青贮原料用手握住，若

手指湿润但无水滴出现，其水分含量适宜。

装填压实 青贮原料逐层平摊装填，每层

15~20厘米，装入后压实，排出空气。青贮原料压

得越紧实，窖内空气排出越彻底，其质量越好。

装填时，饲料的上部要高出窖上缘60厘米，以保

证青贮饲料发酵完成后，青贮层还能稍高于窖内

上缘。窖顶呈圆馒头形或屋脊形，以利于排水。

窖口密封 青贮原料装满后，先在原料上

面覆盖塑料薄膜，最后覆盖 40~50 厘米厚的

土。要特别注意窖口四周的密封，如果密封

不严，进入空气或雨水，腐败菌、真菌即可大

量繁殖，导致青贮失败。青贮饲料封窖后，要

加强管理，及时修复顶部裂缝，以防空气进入

而影响青贮效果。 （据中国农业信息网）

青贮饲料制作要点

近日，国家标准委、农业农村部、生态环

境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全链条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提出的标准体系建设指导

意见。

《指导意见》系统构建了畜禽粪污的收集、

处理、利用和检测等资源化利用全链条标准体

系，涵盖综合通用、无害化处理、粪肥利用、气

体管控和检测方法等5个子体系，按照术语、技

术、工艺、设备、方法、安全等进一步细分，形成

了15个分支体系。

《指导意见》提出了标准制修订工作的重

点。在综合通用方面，主要包括管理术语、畜

禽粪污产生量、粪污特性、粪污综合利用评价

等基础共性标准，是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

准体系的基础支撑。在无害化处理方面，主

要包括粪污处理技术规范、设施装备设计要

求及安全生产要求等标准，重点是推动畜禽

粪污有效处理等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在粪肥

利用方面，主要包括粪肥限量指标、技术指标

和施用技术等标准，重点是推动畜禽粪肥科

学有效还田利用、基质化利用等相关标准的

制修订。在气体管控方面，主要包括温室气

体和恶臭气体的减排技术规范、核算核证等

标准，重点是推动畜牧业减少气体排放、科学

计量气体排放总量等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在

检测方法方面，主要包括畜禽粪污的采样和

测定方法等标准，重点是推进畜禽粪污、畜禽

粪肥和排放气体的成分检测等相关标准的制

修订。

《指导意见》明确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标准化工作重点任务，提出了组织实施的保障

措施，积极引导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企业加

快推进相关标准的制修订，持续提升畜禽粪污

资源化利用水平。 （刘一明）

近日，由科技部火炬中心和重庆

市科技局主办，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

心、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政府、重庆市

畜牧科学院共同承办的第八届中国

创新挑战赛畜牧生猪技术专题赛启

动仪式在重庆举行。

据了解，赛事从8月28日持续

至12月。赛事采取两类赛制：一是

揭榜比拼赛。面向重点围绕种质资

源开发利用、绿色高效养殖、重大疫

病防控和食品加工四个领域，通过需

求征集、解决方案征集、现场比拼等

环节解决畜牧生猪产业技术难题。

二是成果评比赛。通过对畜牧生猪

“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征集、评选、发

布及展示，针对企业技术需求匹配解

决方案。

两类赛制分别瞄准行业需求解

决难、创新成果转化难的问题，从科

技成果转化的需求端和成果端介入，

双向发力，互为支持，推动行业需求

与技术成果融合对接，以赛促创，以

赛促转，着力促进畜牧生猪领域战略

性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发展。

由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承办第八

届中国创新挑战赛专题赛，是科技部

为全面提升中国创新挑战赛能级而

采取的创新机制，改变了以往承办单

位为地方政府、重点领域为区域产业

的做法，首次将挑战赛与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工作结合，有利于更好促进产

学研合作和新的产业成果落地转化。

通过举办本次大赛，构建以需求

为牵引、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集聚

创新资源，解决技术创新难题，推动

重庆市在打造农牧特色科创高地上

“求突破、开新局”，依靠创新驱动畜

牧生猪特色产业，为建设国家畜牧科

技城筑牢根基，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强化支撑，促进全国畜牧全产

业链协作共兴。 （马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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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

猪粮安天下。良种对产业发展至关重

要。近年来，我国地方特色猪种资源保护情况

如何？生猪种源供给是否有保障？开发利用

有哪些新进展？记者近日采访了第三次全国

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猪专业组专家。

普查：摸清特色猪种资源家底

近年来，一批地方特色猪种因为品质好、

风味佳，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

在专家们眼中，各具特色的地方猪种是珍

贵的宝贝。“比如荣昌猪，它一身白毛，两眼四

周有黑斑，是有名的优良品种，而且有医学价

值潜力。”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研究员王金勇说。

摸清资源家底是保护利用的前提。据农

业农村部消息，我国计划用3年全面完成第三

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目前面上普查全部

完成。通过进村入户，调查行政村60多万个，

实现了区域全覆盖，应查尽查。一批新资源的

发掘和老品种的重新发现引起关注。

“如果不是这次拉网式大普查，可能项城

猪这一我国优良资源就不会被重新发现，真的

就灭绝了。”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

委员会委员李新建说。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工作办公

室主任、全国畜牧总站党委书记时建忠表示，

这次普查找到了第二次调查认定和《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品种名录（2021年版）》中的所有地方

猪品种，并重新找回了第二次调查未发现的北

港猪和项城猪，发掘了豫西黑猪和红灯笼猪2

个新资源，摸清了我国地方猪资源家底。

测定：多角度揭示优质特性

猪遗传资源概况、体型外貌、屠宰性能、繁

殖性能……在近期的行业会议上，专家们展示

了此次普查制定的性能测定技术方法，平均每

个品种采集调查测定360多个参数。

据了解，截至今年5月底，普查第二阶段系

统调查和性能测定任务已全部完成，共调查测

定猪154个品种（类群），实现了品种全覆盖，摸

清了品种“好不好、好在哪”。

“我国地方猪品种数量多，种质特性各异，

特别是在肉质好、繁殖力高、适应性强、耐粗

饲等方面表现突出，还有一些品种资源具有

医学价值。通过这次全面系统的普查测定，

发现我国地方猪品种肌间脂肪含量高，尤其

是莱芜猪高达10%以上，揭示了地方猪肉好

吃的秘密。”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专家委员会主任

陈瑶生说。

国内市场上，生猪种源情况如何？立足国

内是否有保障？

据了解，当前世界瘦肉型品种主要有三个

——杜洛克猪、长白猪和大白猪，由于吃得少、

长得快、瘦肉率高，成为全球生猪养殖的主流

品种。根据本国市场需求对“杜长大”进行本

土化选育，是国际通行做法。

陈瑶生介绍，通过对“杜长大”的本土化选

育，我国建立了自主的瘦肉型生猪种源保障体

系，保障了我国90%的生猪种源供给。2009年

我国启动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以来，本土化

选育的“杜长大”生产性能持续提升，部分生产

性能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近十年来，全国年均进口种猪不到1万

头，占核心育种群更新比例不足10%，少量进

口主要用于补充资源、血统更新和改善种猪性

能。”陈瑶生说。

创新：保用结合、以用促保

“我国现有地方猪种的品质好、风味佳，但

普遍存在吃得多、长得慢、瘦肉率低等不足。”

第三次全国畜禽遗传资源普查猪专业组组长

潘玉春说，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来，我国通过

本土品种和引进品种结合，选育了山下长黑

猪、天府黑猪、乡下黑猪等优质新品种，适宜人

们消费习惯而且生产效益好。

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地方猪种的开发利用不

断加强，优质猪肉产量占比提升，培育了“壹号土

猪”“精气神”等一批区域性和全国性知名品牌。沙

子岭猪、金华猪、莱芜猪等产业化发展不断推进。

“地方猪种特色化开发利用势头良好，不断

满足人们对优质特色畜产品的需求。”国家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员会组长刘剑锋说。

专家们建议，今后要进一步推进地方品种

产业化开发，坚持保用结合、以用促保，深挖

猪种资源优异特性，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

势转化。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聚

焦产业需求，加快培育一批优质高效高产的优

良品种。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我国加快地方特色猪种资源保护利用

9月7日，省农业

科学院蚕桑研究所叶

崇军副研究员在六安

市三十铺镇太平村

“智慧蚕室”指导养蚕

户开展秋蚕饲养工

作。目前该所在全省

已示范推广“智慧蚕

室”10余座，“数智化”

为蚕桑产业注入新动

能，助力蚕桑产业“破

茧成蝶”。

通讯员 高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