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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地区动物科技优势及研究方向 
昝林森 代 军 高玉鹏 V 彦明 

(1西j 西 百i、陕西拓凌712100) (2 孟 五科学院，陕西扬凌712100) 

摘 要 根据全国畜牧业生产特点和发展规划， 及国家对建立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的具体要求，阐述了西北地区动、植物资源潜力及动物科技优势，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 

向和产业化前景t并从引人市场机制、与企业台作以厦组织体铜等方面对科技攻关工作提出 

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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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开发重点的西移，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西北地区畜牧资源优势和科技优势， 

加快西北地区畜牧科技产业开发，提高科技在畜产经济中的贡献份额 对发展优质、高产、 

高效畜牧业，振兴西北地区农村经济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在总结回顾西北地区畜牧资源潜 

力和科技优势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在杨凌建立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总体要求，探讨 

未来的研究重点和产业化方向及其前景。 

l 资源潜力与科技优势 ． 

1．1 资源潜力 

西北地区具有丰富的饲草饲料资源和珍贵的畜种资源，是畜牧业再振兴的重要基础。 

天然草场面积约占全国草场面积的1／3以上。。八五 末，牛、羊、猪、鸡的饲养量分别 

为 1 527万头、8 700万只、2 500万头、1，7亿只，分别占全国 12 ，36 ，8 和 7 }年产 

牛内31万吨、猪肉7O万吨、羊肉46万吨、禽蛋100万吨、奶类116万吨，分别占全国 

的9，4 ，6．5Fo，28．5 ，7．5 和19，1 ，以上统计结果，既反映了大西北畜牧业在全国 

所处的地位，又说明了该地区发展“两高一优 畜牧业所蕴藏的巨大潜力。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普及应用，以及区域性畜牧业比较效益的影响，大西北有 

望成为我国牛内、猪肉和禽蛋的主要产区。国家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设立及其 

畜产研究开发中心的建立，将对发挥杨凌农业科技优势，促进大西北畜牧业的发展和培养 

跨世纪畜牧科技人才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对振兴西北畜产经济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 科技优势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对西北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关心。在对西北 

农业大学等老院校继续加大支持力度的同时，又先后兴建了许多农业科研和教学单位，发 

展畜牧业科技是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广大科技人员以此为条件，先后成功地培育出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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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的秦川牛、关中奶山羊、新疆细毛羊、兰州大尾羊、中卫山羊、陕西细毛羊、渭北同羊、 

关中黑猪、汉白猪等新品种，同时在引进国外畜禽良种改良本地品种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 

成绩。例如．首次利用丹麦红牛改良中国黄牛，使传统上作为役用、经济价值不高的黄牛迅 

速向肉、奶、役兼用方向发展{首次引用安哥拉山羊改良陕北黑山羊，不仅较大幅度地提高 

了羊毛产量，而且羊毛质量亦得到了明显改善；首次应用莎能奶山羊改良土种山羊，成功 

地培育出了享誉海内外的关中奶山羊；首次引进布尔山羊改良本地山羊，显著地提高了山 

羊的产斑性能，等等。尤其是西北农业太学动物胚胎工程技术的研究已经跃人国际先进行 

列，取得了举世辗 目的成就。哺乳动物发育生物学和胚胎切割、移植及体外授精技术在产 

业化方面均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陕西宴友思集团、陕西黄河养殖有限公司、陕西省饲料厂 

西安丹尼尔集团等先后与西北农业大学、陕西省农科院联合．在畜产品加工、饲料加工和 

肉牛产业化工程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合作．开发出了“宴友思”系列食品、 黄河 牌系列牛 

肉制品和“华秦”、“惠丰”系列配合饲料 甘肃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宁夏农学院、石河 

子农学院、兰州畜牧研究所、兰州兽医研究所、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等单位则在草地分类、 

草地生态、草地建设、草坪开发、绵羊育种、兽药疫苗等领域颇具实力，一些研究领域居国 

内领先地位。 

杨凌农科城聚集了西北地区动物科学领域教学和科研的精华，在畜禽繁育 胚胎工 

程、动物营养、产品加工、兽药疫苗等领域具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和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 

业化的优势。动物遗传育种、兽医产科两个博士点、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动物繁殖学、动 

物生产学、兽医微生物与免疫学、兽医内科学等9个硕士点，以及农业部家畜生殖内分泌 

与胚胎工程重点开放实验室、黄牛研究室、奶山羊研究室和陕西省畜牧兽医研究、西北农 

业大学动物保健研究所、药用动物研究所等教学和科研单位的300余名科技工作者将成 

为示范区动物科技领域的骨干力量。这些单位下属的种猪场、种鸡场、种牛场、种羊场、饲 

料厂、添加剂厂、兽药厂以及陕西省饲料厂等教学，科研实验示范场(厂)将成为示范区产 

学研结合的纽带。散布于示范区以外的陕西省农牧良种场、陕西省家畜改良站、陕西省畜 

牧兽医总站、陕西省祖代鸡场、西安海兰禽业公司、黄河养殖有限公司、西安丹尼尔集团等 

企事业单位在畜禽良种产业化、畜产品加工、动物保健品开发、饲料加工调制等方面正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目前，出白杨凌农科城的科研成果诸如：“秦川牛选育及导血改良效 

果研究 (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建成我国奶山羊良种繁育基地 

及奶酪加工技术的工业性试验开发性研究”(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关中奶山羊的培育” 

(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关中黑猪的培育”(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陕北细毛羊的 

培育 (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小鼠山羊半胚冷冻和冻胚分割试验”(陕西省科技进步 
一 等奖)、“山羊卵核移植的研究 (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同羊种质特性及开发利用研 

究 (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山羊体外受精的研究”(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猪丹毒 

荧光抗体诊断技术的建立和应用 (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伪狂犬病单克隆抗体的研 

究和应用 (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黄花棘豆有毒成分、化学防除及利用研究”(陕西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栎树叶中毒机理的研究”(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等一系列重大科技 

成果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开花结果，累计直接经济效益达36亿元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jB地区]00余项有关畜牧、兽医、饲料、草业及产品加工方面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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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中，扬凌农科城的科技成果就达30余项，约占大西北的三分之一。其中不乏像“小鼠 

山羊胚冷冻和冻胚分割试验 (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等一系列胚胎工程方面的重大高 

新技术成果，更不乏像“秦川牛高中档牛肉生产技术规范 等一系列先进实用的技术成果。 

但从总体看，技术优势开发应用不够，真正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多，龙 

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有待加强。 

2 今后的研究方向 

根据国家畜牧科技发展计划以及国家扬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建设要求．本 

着。以应用研究为主，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为奋斗目标 ，以及科技攻关“有所为．有所不 

为}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在充分考虑到目前国内畜牧业生产实际和未来发展要求， 

以及西北地区的畜牧业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杨凌农科城的畜牧科技优势的基础上，我们认 

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将会成为今后的主攻方向。 

2．1 畜禽良种选育研究 

主要围绕“两高一优 农业的发展要求，在大胆引进国外优良品种的基础上，采用常规 

育种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的办法，选育生长快 繁殖力高、品质好的瘦肉型猪、肉鸡、蛋 

鸡；高产、高乳脂率的奶牛新品系，以及适合不同地区饲养的肉乳兼用牛和肉牛}毛肉兼用 

羊等新品种(品系)。到2000年．使西北地区的牛、羊 猪、蛋鸡的良种覆盖率分别达到 

4O 、7O 、8O 和85 ，肉鸡基本实现良种化。2010年，在新品种选育方面取得突破性进 

展，使育成的牛、羊、猪、鸡新品种的生产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内提供高水平的肉 

牛、乳肉兼用牛、瘦肉型猪、肉鸡、蛋鸡和肉羊、肉毛兼用羊等新品种(系)及其配套组合。 

2．2 畜禽集约化饲养技术研究 ． 

主要研究解决肉牛产业化工程和工厂化养猪、养鸡及暖棚养羊所面临的各项技术难 

题，主攻出栏率、商品率和瘦肉率，提高养殖业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在畜禽 

良种繁育体系、畜禽饲料营养、环境设施、畜禽保健和科学化管理等饲养配套技术渚环节， 

应用现代科技新成果和新技术，在西北地区不同生态条件下建立龙头型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带动整个畜牧产业的发展。到2000年，使示范区及其周围的商品猪瘦肉率、出栏率 饲 

料转化率分别达到60 ，6O 及3．2：1，比现有水平分别提高8 ，40 和0．5；蛋鸡年产 

蛋17 kg，蛋料比1：2⋯4产蛋鸡成活率达90 ，比现有水平分别提高2 kg，1 5 ；肉鸡49 

日龄活重达到2．2 kg，耗料比1：2．0，比现有水平分别提高0．2 kg和0．4 kg，肉牛屠宰 

率达到55 ，出栏率达到35 ，胴体重达到180 kg以上；分别比现有水平提高5 ，17 

和40 kg；肉羊屠宰率达到50 ，出栏率达65 ，胴体重2O kg，分别比现有水平提高5 ， 

9 和9 kg．到2010年，应用上述技术成果，在西北五省(区)各建立1个万头以上的规模 

化养猪综合实验示范场，1个百万只以上的规模化蛋、肉鸡实验示范场，5个万头以上的规 

模化肉牛场，10个万只以上的规模化肉羊场，使大西北真正成为我国主要的畜产品生产 

基地之一。 

2．3 饲料添加剂及饲料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研究 

以节粮高产为主攻目标，开展动物营养基础理论、饲料工业、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研究， 

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进行非激素类促长剂研制井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饲料添加剂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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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新剂型的开发研究、绿叶蛋白制取和秸秆饲料化技术改进研究等达到国内9O年代中 

期水平。到 2000年，研制开发新型饲料添加剂5～1O种，提高饲料转化率5 ～10 ，提 

高畜禽生产性能1O ～15 ．到2010年，再新开发饲料添加剂10~15种，提高饲料报酬 

1O ～15 ，提高畜禽生产性能 15 ～2O ，使科技在畜产品中的贡献份额由现在的 

41 提高到45 ～5o ；使农区的秸秆饲料化利用率由目前的25 提高到5o 以上，使 

配合饲料的总体应用率达到8O 以上。 

2．4 产品加工技术研究 

以研究肉品的低温快速冷冻技术和奶品高温瞬时灭菌工艺为主要内容，解决畜产品 

的保鲜贮藏问题。同时，采用生物工程技术和辐射诱变等手段．进行新型保温酸乳发酵荆、 

干酪乳化剂及风味产品的研制工作，使我国传统的肉、乳、蛋制品保藏及其加工水平再上 

新台阶，跻身于世界肉、乳类工业的先进行列。 

2．5 畜禽重大疫病综合防治研究 

以目前危害严重的畜禽疫病为重点，开展其机理、免疫机制、抗原变异规律等方面的 

研究，搞清楚影响畜禽疫病防治效果的原因，力争在畜禽疫病防治上有重大理论突破，为 

畜禽疫病的快速诊断、综合防治提供新的依据。针对西北地区畜禽疫病发生的特点，加强 

兽用新药新制剂的研究，争取在兽药研究上有所突破。到2000年，建立畜禽疫病流行预测 

模型1～2个，准确率达到80 以上。提出畜禽疫病诊断新技术、新方法1O种。研制出实 

用畜禽疫苗5～10种，合成高效兽药3～5种，消毒药2～3种，消灭1～2种严重危害动物 

的传染病，规模化饲养畜禽的死亡率比目前下降15 左右。到 2010年，在提出防止国外 

畜禽传染病侵人的快速监测技术的同时，消灭国内1～2种传染病，并使危害严重的传染 

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另外新研制畜禽疫苗5～1O种，合成高效兽药5～8种，消毒 

药 3～5种。 ． 

2．6 草原畜牧业持续发展技术研究 

以解决目前草场退化和减少家畜冬春乏瘦损失为突破口，着力开展天然草场更新改 

良、人工草地建设、季节性畜牧业和易地育肥所面临的技术难题，提高草地的畜产品产出 

率，减少“白灾”和“黑灾”所造成的危害。到2000年，使草原地区的牛出栏率由现在的 

17．6 提高到25 ，羊出栏率由现在的56．9 提高到 65 ．到2010年，牛出栏率提高到 

3O ，羊出栏率提高到7O ，使草原畜牧业步人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其生产技术水平 

居全国之首。 

3 产业化及前景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提出的“到 2000年全国再新增500亿公斤粮食、5亿公 

斤棉花、1090万吨肉类和1000万吨水产品”的奋斗目标，以及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 

今后我国畜产品市场供求将集中体现在肉类更为趋紧，蛋类相对偏缓，奶类大幅度增长较 

难。因此，在考虑西北地区，尤其是杨凌农科城未来畜产研究开发的总体框架时，应该立足 

西北，面向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产业化试验示范，前景广阔。 

3．1 肉牛产业化工程 

通过建立龙头企业进行肉牛良种繁育、集约化饲养和产品加工，带动周围农户发展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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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业生产，形成“公司+农户”的生产格局，使肉牛的出栏率达到35％以上，屠宰率达到 

55 以上，胴体平均重达180 kg I：．／r- 最终形成年出栏肉牛5O万头以上的肉牛桌约化生 

产示范基地，使肉牛良种率达到80 以上，并开发出了3～5种牛肉风味食品，年直接经 

济效益达5亿元。 

3．2 万头国家级原种猪场的建立及工厂化养猪 

通过建立万头国家级廉种猪场，解决目前西北地区工厂化养猪生产中良种紧缺的问 

题，每年向国内各地提供良种瘦肉型猪20~30万头，改良当地品种200~300万头。通过 

工厂化养猪年可获纯收入400余万元，获社会效益 1．5亿元。 

3．3 万只国家级原种鸡场的建立夏工厂化养鸡 

引进国外一流蛋鸡愿种一套，形成继上海华申愿种鸡场之后的国内第二家提供国外 

良种祖代蛋鸡的育种场，每年向国内提供祖代鸡2O万套，可繁殖父母代100万套，生产商 

品鸡2亿只。通过组建工厂化养鸡集团公司，年可获纯收入300万元，社会效益可选50亿 

元 。 

3．4 畜产品加工工程 

主要以加工转化上述 3个产业化工程的初级产品为目的，兴建肉品加工厂3座，年生 

产加工能力达到100万吨以上，年产值可达5O亿元以上。 

3．5 兽药夏疫苗工厂化生产 

研究开发预防畜禽大肠杆菌、呼吸道疾病等危害严重疾病的高效药物和生物制剂5 

～1O种，研制并生产基因工程疫苗3～5种，并组织工厂化生产，年产值可达2 000万元以 

上。 

I~．I--是根据全国畜牧业生产特点和发展要求．对西北地区尤其是扬凌农科城的动物 

科技优势和未来的研究内容以及产业化方向进行的粗略勾划。值得说明的是，本着“开放、 

流动、竞争、联合”的原则．未来的畜牧科学研究必须采用新的运行机制来完成。首先要引 

入市场机制，加强与科研、教学单位尤其是企业界的联合，以市场为导向，对有市场前景的 

科技成果进行工程化研究和系统集成，着重开发适合规模化生产的共性、关键技术，推动 

科技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在与企业合作方面，必须从一般性的技术转让走向共同研究 

开发．共同承担国家重大任务，从单一与企业的合作走向多校、多所、多厂、多行业的合作， 

从合作研究开发走向共建实验室、中试基地、企业等各种形式的研究、开发联合体。在组织 

体制上，通过内引外联建立若干研究开发部，并组建一批场(厂)，以强化新的运行机制- 

部、场(厂)主要领导均采用聘用制，流动式管理，充分簧造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氛围。同 

时，推进农科教、产学研结合，面向产业化工程，建立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的区域性协作 

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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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ies in Animals 

and the Research Trends in Northwestern Areas 

Zan Linsen Dai Jan Gao Yupeng。 Zhang Yanmin 

(1Ⅳ Ⅲm m 口 m mf Univers tYangllng Shaanaq 712100) 

(2 Shaanzi 口d 吐厂Ag'ricult~wal Stitacex，Yangling Shaanzl 7121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m scheme of ani— 

real husbandry in China，and the concrete requirements made by the state for the estab— 

llshment of the National Yangling Demonstration Zone of Agricultural High—Tech In- 

dustries，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ource potentialiti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and the su— 

periorities in anim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orthwestern areas，also points out the re— 

search trends and the industrilizati0n prospects．and puts forward new thinkings to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work from the aspects of market mechanism，cooperation with enter— 

prises and the organization systems． 

Key words ndrthwestern area，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out animals，industializa— 

tion 

“关中灌区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示范” 

获武功农业科研中心技术推广成果二等奖 

武功农业科研中心 1997年度农业技术推广奖评选工作已经揭晓，西北农业大学植保 

系井金学副教授主持的“关中灌区小麦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示范”获二等奖。 

该项研究针对陕西省小麦生产中的重大病虫害防治问题，以国家和省科技攻关成果 

为依托，经多年不断改进与创新，创造了以抗病虫小麦良种合理布局为核心，以防治适期 

实施一喷多防为关键和调控麦田生态为基础的分区综合防治技术体系。经在示范区1O年 

试验，取得显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对陕西省及相同生态区小麦病虫防治起到示范作 

用，经专家评审，该项成果达国内领先水平 其中“一喷多防”理论与技术所开发的速保利 

防治麦病效果及据此建立的高效低耗化防技术具有独创性。 

(罗永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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