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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4月18日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中国饲料工业协

会第二届产业发展论坛——饲用豆粕减量替代”上了解到，

2023年我国蛋白饲料消费总量为1.163亿吨，较2022年减少

70万吨。其中豆粕消费6350万吨，较2022年减少230万吨。

专家表示，要依靠科技创新来进一步推进饲用豆粕减量替代，实

现蛋白饲料自主可控。

目前饲用豆粕减量替代主要有“提效、开源、调结构”三条路

径，即提升蛋白质利用效率，开发更多蛋白饲料资源，增加优质

饲草供应，减少豆粕用量，这些路径都需要科技创新来支撑。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谯仕彦表示，要加强对

动物营养需求的研究，持续开展对饲料营养价值的精准评定，还

要把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充分应用到饲料生产和养殖过程中，实

现精准营养。动物遗传背景在持续改进，只有了解动物营养需

求，推进精准饲喂，才能提升养殖效率，节约饲料粮。

研究推广低蛋白日粮技术也很重要。“低蛋白日粮是相当长

时期内解决蛋白饲料资源短缺的最大依仗。”谯仕彦介绍，目前

已有针对各类畜禽的低蛋白日粮国家推荐标准和团体标准。

要节约饲料粮，除了改进饲料配方技术，还可以加强选育节

粮型畜禽品种，发展节粮型畜牧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侯水生介绍，目前饲料成本

占畜禽养殖成本70%左右，相比国外，我国畜禽养殖业饲料转

化率较低，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品种选育是提高饲料转化率的关键。以肉鸭为例，侯水生

团队育成的“免填型”北京烤鸭专用新品种，改变了传统北京烤

鸭依赖填鸭的饲喂方式，减少了饲料浪费，提升了养殖效率，还

降低了鸭死亡率。“下一步要研发畜禽饲料转化效率自动化测定

设备，解决大群体个体的表型准确测定问题。基因组选择技术

也为选育较高饲料转化率的牛、羊、猪品种提供了高效手段。”侯

水生建议。

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何艮及其团队成员同样在关注如何

提升饲料转化率。从动物吃下饲料，到转化为体内的蛋白，这

中间是什么在发挥作用？“研究发现餐后体蛋白合成激发是饲

料蛋白转化的基础，开发和应用调控饲料转化核心元件

mTOR的动物营养品，能够大幅提高畜禽饲料转化率、降低料

肉比。”何艮说。

在蛋白饲料资源开发上，乙醇梭菌蛋白等微生物蛋白产品

的研发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汉春表示，基因工程

技术、细胞工程技术、蛋白质工程技术等饲料生物合成技术方兴

未艾，要准确把握饲用转基因微生物安全评价规则，加快生物合

成技术成果的应用。（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少斐 杨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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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药、起飞、施药……4月15日，在蚌埠市

淮上区沫河口镇大柏村，一架架装满药液的无

人机缓缓升起，在空中盘旋、穿梭，按照预设的

线路，向指定的麦田区域均匀喷洒药液。

除了天上的植保无人机，在麦田的另一

角，几台自走式喷杆喷雾器正来回运作，细密

的药雾迅速覆盖了多排麦苗，高效、精准地进

行小麦赤霉病防控作业。当日，全省小麦赤

霉病防控现场会在这里举行。

“植保无人机一般能装60升左右的药液，

一次性能打20亩地，用起来也很方便。”当地

种粮大户刘景岗告诉记者，他承包了2000多

亩地，每年这个时候，家里的无人机、喷雾器

齐上阵，快的话一天就能打完。

在不远处的田间地头，一排排整齐的展

台前摆满了新药剂、新药械等，来自全省各地

的“三农”工作者们详细了解了先进药剂、药

械等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效果。

“这不是一款普通的AR眼镜，而是一款

可智能识别病虫害，可生成田块级病虫防治

处方，还能边进行农事活动、边通过语音将农

事活动的数据、图像和视频等实时上传至后

台系统的多功能眼镜。”北京金禾天成科技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在现场向记者介绍。

小麦赤霉病，是典型的气候性病害，可防不

可治，对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均有影响。眼下，正

值我省小麦赤霉病防控的关键时期，我省各地

积极采取防控措施，坚决守好“粮袋子”。

“今年蚌埠在地小麦面积380多万亩，我

们已完善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网格化管理体

系，全市4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

展‘一对一’精准服务。”蚌埠市农业农村局总

农艺师赵入德介绍，该市累计统筹各级小麦

赤霉病防控财政资金7000多万元，现有328

个防治服务组织，934架无人机、2150余台

（套）大中型植保机械投入到赤霉病等病虫害

防控攻坚战中。

阜阳市也是我省重要的小麦生产地区。

“阜阳共筹措防控资金1.87亿元用于小麦赤

霉病防控，为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阜阳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王坤表示，该

市共采购高效对路防控药剂703.04吨，有力

保障绿色防控覆盖率提升。实行市、县、乡、

村四级挂图作战，做到“适期防治、见花施

药”，并采取“人、技结合”的方式进行统防统

治作业质量监管。

我省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和5个粮食

净调出省之一，也是南方唯一的粮食净调出

省份，在全国粮食安全中战略地位举足轻

重。因此，抓好小麦赤霉病防控工作，保障夏

粮丰产丰收至关重要。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小麦赤霉病偏重发

生，大流行风险极高。此外，赤霉病防控“窗口

期”将受多次降雨影响，今年小麦赤霉病防控

时间更紧、统防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

“各地要完善防控机制，推广绿色模式，

重点抓好小麦‘一喷三防’作业，努力实现小

麦赤霉病防治全覆盖、病粒率控制在2%以下

的防控目标，确保小麦产量、品质稳中有升。”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潘鑫表示，将把小麦赤

霉病防控作为全省春季农业生产的首场硬

仗、确保夏粮丰收的头等大事来抓，制定切合

实际的防控工作方案、技术方案，加强协调指

导，调度推进落实。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飞

防第三方实时监管，通过防治过程监管确保

防效。

记者获悉，目前省农业农村厅已安排16

个农业和粮食生产保丰收包保联系服务组、6

个赤霉病防控技术指导组，常态化、不定期深

入田间地头，进村入户实地指导。赤霉病防

控技术指导组将在整个防控窗口期开展三次

技术服务。 （安徽日报记者 张彩莉 许昊杰）

打好夏粮丰收关键硬仗

称重、断尾、免疫、打耳标、补草料……随

着羊羔的出生，工作人员有序地忙碌着。在春

日暖阳的照耀下，一个月的时间，山西立云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羊场里陆陆续续诞下了150只

“特藏寒”羊羔。

看着一只只竖着两耳，顶着圆脑，好奇四

周，萌态十足的小家伙们，在场的人都忍不住

想去抚摸一下。“你看这羊羔，羔皮雪白，波浪

花纹明显，多可爱！”3月29日下午，山西农业

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山西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羊产业技术团队负责人王志武研究员怀

抱着刚诞下的小羊乐呵呵地说。

“特藏寒绵羊”是利用特克赛尔羊、欧拉藏

羊和小尾寒羊进行三元杂交而成一个肉羊新

品系。为填补山西无肉用绵羊品种的空白，

2023年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启动“特藏寒

绵羊”良种联合攻关项目，确立由山西农业大

学大牵头，山西省畜牧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山

西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种羊场、山西立

云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攻关，加快培育这

一繁殖性能好、生长发育快、适应性强的肉羊

新品系。

此次诞下的小羊均在立云农牧科技公

司养殖基地通过实施胚胎移植完成。2023

年 11 月上旬，技术人员在该公司基地挑选

了 52 只“特藏寒绵羊”作为供体、300 只本

地绵羊作为受体，借助同期发情、超数排卵、

选种选配、胚胎收集、胚胎移植等程序完成

了前期操作。

现今出生的这批羊羔，一出羊圈，便撒着

欢儿找羊妈妈，幸福地吮吸着乳汁。这些羊羔

自出生以来，日均增重200多克，目前体重已超

过5千克，生长发育情况良好。它们是羊胚胎

移植生物技术的结晶，标志着此次胚胎移植繁

育试验取得成功。

据悉，胚胎移植是一项利用生物技术增加

优质羊的胚胎数量，提升优质肉羊产量的技

术。这一技术是将优质母羊作为供体培育出

更多良种胚胎，借助普通母羊培育出良种羊，

提升优质肉羊的繁殖力。

此次，借助胚胎移植已产下150只“特藏

寒”羊羔，接下来的时间里，还会陆续生产，预

计最终可以生产300只左右。听着耳边“咩咩

咩”不绝的羊羔叫声，王志武信心满满地对笔

者说道：“这次实验振奋人心，接下来我们会进

行第二次胚胎移植扩繁，加快推动这一新品系

在山西的良种化进程。”

（据《山西农民报》）

规模化“特藏寒绵羊”胚胎移植获成功

眼下，正值我省小麦赤霉病防控的紧要时期——

春玉米是重要的粮食和饲料作
物，生育期短，投入少，种植价值高。
为了提高产量和品质，建议广大种植
户在生长过程中做好以下几点：

查田补苗。由于玉米种子质量
和土壤墒情等方面的原因，会造成已
播种的玉米出现不同程度缺苗、断
垄，这将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在出
苗后要到田间查看及时查苗、补苗。

适时间苗、定苗。间苗宜早，应
选择在幼苗将要扎根之前，一般在幼
苗3-4片叶进行。间苗的原则是：去
弱苗，留壮苗；去杂苗，留齐苗和颜色
一致的苗；去病苗，留健苗。定苗一
般在5-6片叶时根据品种和地力进

行。定苗时间也是宜早不宜迟。地
下害虫发生严重的地块应增加间苗
次数，适当延迟定苗时间，但最迟不
宜超过6片叶。

中耕除草。化学除草既不利于
玉米的安全生长又造成土壤环境污
染，建议结合中耕进行人工除草。中
耕可促进根系发育，控制地上部分生
长，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活动；还可
以消灭杂草，减少地力消耗，改善玉
米的营养条件；消灭杂草，从而减少
养分和水分的消耗和病虫的传播，为
玉米生长创造适宜的环境。苗期一
般应进行三次中耕，第一次在玉米定
苗之前，幼苗在4-5片叶时进行，深

度为 3-5 厘米；第二次在玉米定苗
后，幼苗在30厘米高时进行，深度为
7-8 厘米；第三次在玉米拔节前进
行，深度为5-6厘米。应遵循“头遍
不培土，二遍少培土，三遍地起大垄”
的原则。

灌水、追肥。大喇叭口期是玉米
一生中需水、肥量最多的时期，此期
必须加强灌溉和追肥，防止失墒、脱
肥现象发生。应根据土壤肥力、墒情
和苗情进行灌溉、施肥，建议每亩追
施尿素15-20公斤，要深施入土10
厘米，施肥后盖土，不要撒施地表，以
提高肥料的利用率。

（据科普中国网）

当前春玉米管理技术要点

4 月 23 日，在亳

州市谯城区古城镇

张潭村，村民正在麦

田套种辣椒苗。近

年来，谯城区古城镇

不断优化调整种植

结 构 ，通 过 政 策 引

导、资金扶持、技术

服务等措施，引进优

良品种和先进技术

经验，大力发展麦套

辣椒、西瓜套辣椒等

多种间作套种业，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通讯员 杨中勤 摄

麦套辣椒移栽忙麦套辣椒移栽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