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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粮食生产的重点是增加饲料粮
`

一一以陕西省农牧业发展为例的探讨

高如篙 马忠玉 沈煌清

(西北农业大学农学系
,

陕西杨 陵 )

摘 耍 预计到本世 纪末
,

由于人 口和粮食几乎是同步增长
,

按人平均占有的饲料粮 恐

难子有很大提高
,

今后粮食生产的发展除保证人 口增长所需的 口粮外
,

主要是努力增加何 料

粮生产
。

尽快改变粮
、

饲不分的传统习惯
,

因地制宜改革种植业结构
,

发展能蛋比适宜 的优

质饲料作物生产
,

提高饲料转化效率
,

是发展动物性食物生产
,

改善人民食物构成的 关键所

在
。

对陕西来说
,

汉中水田区在越冬作物中发展饲料大麦 , 关中平原灌区推行 玉 米 间 作 大

豆 , 渭北早原适当发展首楷
,
实行草粮轮作

,

均是强化农牧结合的有效途径
。

关抽词 农业综合发展
,

种植业
,

农业生产结构
,

饲料粮
,

饲料转化 / 能蛋比

中圈分类号 F 3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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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后粮食增长的重点是饲料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我国粮食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

粮食消费构成也起了明显

变化
,

突出地表现在饲料用粮 的比重不断提高
。

在 “
五五

” 期间
,

我国粮食总 产 增 长

3 78 1万吨
,

饲料用粮增长 1 1 53 万吨
,

占粮食增长量 的30
.

45 %
,

饲料粮占粮食总产量的

1 7
.

6 1% ; “ 六五
” 期间

,

粮食总产量增长 5 4 0 9万吨
,

饲料用粮增长 2 2 8 0
.

1万吨
,

占粮

食增长量的4 2
.

1 5%
,

饲料粮占粮 食 总 产 量 的 2 0
.

1 5 % , “
七 五” 前 四 年 ( 19 8 6~

1 9 8 9 )
,

粮食总产量增长 2 2 9 1
。

2万吨
,

饲料用粮增 长 1 2 2 3
.

5万吨
,

占粮 食 增 长 量 的

5 3
.

4%
,

饲料粮占粮食总产量的24
.

45 %
.

这种变化
,

主要是由于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
,

基本上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之后
,

进一步要求改善食物构成
,

提高动物性食物比重
,

从

而导致饲料粮占粮食的比重不断提高的结果
。

饲料粮的增长逐 渐 成 为 粮 食增 长 的 重

点
。

改善人民的食物构成
,

提高全 民族的营养水平是一项长期任务
。 1 9 8 3年全国农业区

划委员会提出的 《 中国农业发展若干战略问题研究 》 报告中综合卫生部门研究结果 〔 ” ,

按照满足我国人民人体正常活动和负担中等强度劳动所需要的热量和蛋白质计算
,

每人

每年的食物需要量是
: 口粮 (原粮 ) 2一6 k g ,

肉类 3 0 k g ,

蛋类 1 2 k g
,

奶类 3 0 k g ,

水 产

品 9 k g ,

植物油及食搪各 6 k g ,

蔬菜 120 k g ,

水果 20 k g
.

这样
,

每人每天热能供给量为

2 4 3 0千卡
,

蛋白质 75 9 ,

来 自动物性食物的热能和蛋白 质 分 别 占 总 量 的 21
.

8%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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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6 %
.

截至1 8 95年
,

全国人均各种食物的 消 费 量 是 : 口 粮 (原 粮 ) 2 51 k g ,

肉 类

一4
.

6 k g
,

蛋类 3
.

7 k g ,

奶类2
.

s s k g ,

水产品 1
.

6 4 k g
,

植物油 4
.

2 4 k g ,

食 糖 5
.

4 o k g ,

蔬菜 1 03
.

5 k g ,

水果 3
.

4 k g ,

每人每天热能供给量为 2 55 2
.

7千卡
,

蛋白质 66
.

8 1 9 ,

来 自

动物性食杨的热能和蛋白质分别只占总量的 8
.

0%和 1 1
.

4%
.

由此可见
,

我国目前 口 粮

的供给量已经满足需要
,

食物中热量有余而蛋白质不足
,

动物性食物远不能满足营养需

要
。

我国动物性食物来源主要靠粮食转化的农 区畜禽饲养业
,

因此
,

今后粮食生产的发

展除保证人 口增长所需要增加的口粮外
,

主要是努力增加饲料粮生产
。

陕西省粮食生产虽然近年来有很大发展
,

但由于受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限制
,

生产水

平相对较低
,

粮食长期不能自给
,

因此
,

多年来农业生产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为主要目

标
。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

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有显著改善
,

但主要是 口粮标准的提高

和细粮比重的增加
,

动物性食物肉
、

蛋
、

奶的增长十分缓 慢 (表 1 )
,

直 到 1 9 8 8年
,

陕西省人均占有的肉
、

蛋
、

奶等动物性食物的数量
,

仍远远低于 1 9 8 5年全国平均水平
,

远不能满足人体营养要求
。

裹 1 跳西省人均占有* 物构成变化
.

. . . . 口口 . . 口 . . . . . . .

年 份
` . 月 . .̀ . 户 . . . . 月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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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粮粮类类虾肉类油搪菜
品物

粮成细猪蛋奶肉鱼植食蔬

·
根据历年 《 陕西省农村经济统计资料 》整理

。

据我们近年试验
、

调查以及各种饲料
、

饲草转化效率测算结果表明
,

陕西省畜禽产

品高度依赖于粮食转化
,

靠粮食转化的肉类占肉类总产量的93 %以上
。 “ 六五

” 期间
,

陕西省饲料粮只 占粮食总产量的 1 6
.

15 %
,

而同期全国平均为 2 0
.

15 %
,

这便是陕西省肉

食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

现在
,

全省人均 口粮已满足营养需要
,

今后将和全国一样
,

发

展饲料粮已成为粮食生产的中心问题
,

并且显得更为迫切与重要
。

既要根据种植业的承

受能力来确定养殖业适宜的发展速度
,

又要努力发展饲料粮生产以促进养殖业的发展
,

使动物性食物的增长跟上全国水平
。

2 发展饲料粮要突出解决好能蛋不协调的问题

发展饲料粮
,

包括量和质两个方面
。

就数量方面看
,

到 2 0 0。年的目标是
:

全国人口

控制在 12
.

5亿
,

人均粮食 40 0 k g
,

粮食总产量达到 5 0 0 0。万吨
,

较
“
六五

” 期间产 量 最

高的 19 8 4年总产 40 7 31 万吨增长 9 2 6 9万吨
; 其中饲料粮约 ] 5 0 0百万吨

,

占粮食总产 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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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0 % 3
,

较 19 8 4年 8 1 1 1
.

9万吨增长 6 88 8
.

1万吨
,

占粮食总产增长量的 74
.

3%
.

从这些数

值看
,

养殖业将有一个大 的发展
,

动物性食物生产将大幅度增长
。

但是
,

由于人 口和粮

食几乎同步增长
,

到 2。。。年人均粮食 4 00 k g只比 1 9 8 4年人均 3 95
.

3 k g增长 4
.

7 k g ,

人 均

占有的饲料粮也就不会增长很多
。

这样
,

到那时由于粮食及饲料粮绝对数量的增长
,

养

殖业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

但按人平均占有的动物性食物数量
,

恐难有很大提高
。

陕西

省到 2 0 0 0年实现人均粮食 4 0 0 k g的难度较大
,

面临的形势就更为严 峻
。

从饲料的质量方面看
,

则大有文章可做
。

长期以来
,

我国粮食生产单纯追求总产量

的增长
,

忽视产品的品种质量
,

饲料粮与口粮不分
。

作为饲料的粮食中能量与蛋白质的

构成极不协调
,

饲料转化效率很低
。

我们将饲料粮中能量与蛋白质数量的比值即能蛋比

(单位
:

k ca l / g)
,

作为衡量饲料中能量与蛋白质构成协调程度 的 指 标
。

以 养 猪 为

例
,

猪饲料最适宜的能蛋比为 24 ~ 29
〔 ”

.

我们试按陕西省 1 9 8 5年饲料用粮的品种 及 数

量结构
,

粗略估算了全省猪饲料的能蛋比约 37 一 4 3 ,

其中汉中水田区达 43 左右
。

大大高

于上述猪饲料最适宜的能蛋比
,

意味着该省饲料中蛋白质严重不足
,

尤其以全省养猪最

多的汉中水田区更为突出
。

众所周知
,

饲料中能量与蛋白质按一定比例组合在 畜禽体内

协同发生作用
,

任何一项不足
,

不符合畜禽生理需求
,

都会影响饲料转化
,

导致畜禽生

长慢
,

月同体小
,

育肥期长
,

饲料报酬率低
。

1 9 8 5年陕西省猪的平均出栏率仅为 5 3
.

7%
,

每头存栏猪平均产肉量只有3 4
.

53 k g ,

饲养周期长达 17 ~ 24 个月
; 同年全国平均分别 为

7 2
.

0%
, 5 0 k g和 19 个月

,
而全世界平均则分别为 10 1

.

0%
, 7 4 k g和 12 个月 , 其中美国猪

的平均出栏率高达 1 55
。

0%
,

每头猪平均产肉12 2
.

0 k g
,

饲养周期仅 6 个 月
。

因 此
,

陕

西省养猪存栏数占全国的2
.

38 %
,

但猪肉产量只占全国的 1
.

65 % ; 我国养猪存栏数占世

界总数的 41
.

9%
,

猪肉产量仅占世界的 28
.

4 % ;
美国养猪存栏数只有我国的 1 6

.

3%
,

而

猪肉产量却相当于我国的 3 9
.

9 %
.

如上所述
,

陕西省以至全国养猪饲养效率低
,

落后于

世界
,

更远远落后于美国的主要原因
,

是 由于粮
、

饲不分
,

饲料的能蛋比高
,

蛋 白质饲

料严重不足所致
。

鉴于到本世纪末我国人民肉食水平的提高受人均粮食 40 0 k g所制约
,

今后应把发 展

动物性食物生产
,

改善人民食物构成的重点放到发展优质饲料
,

提高饲料效益方面来
。

发展优质坷料途径很多
,

如积极开发利用蛋 白质饲料
,

包括城市食品工业的下脚料
、

海

洋水产资源
、

饲用单细胞蛋白资源
、

豆科草粉等
,

而关键在于尽快改变我国粮
、

饲不分

的传统习惯
,

改革种植业结构
,

把粮食
、

经济作物二元结构改为粮食
、

饲料
、

经济作物

三元结构
。

这样
,

就可按人类和畜禽不同的需求来种植适宜的作物
,

使能蛋比低
、

蛋白

质高的一些优质饲料作物得到应有的发展
。

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科学顾问组提出的 《 关

于合理利用资源发展农业的几点建议 》 中指出
: “ 目前我国每年有 17 %左右的粮食作饲

料
,

如果把种这些粮食的土地种植块茎作物
、

青贮饲料作物
、

牧草
、

绿肥
,

所获得的畜

产品可能高于 目前的一倍以上
。 ” 〔 “ ’

这对调整种植结构
,

发展优质饲料生产具有 重 大

战略意义
。

从世界上发达国家饲料资源开发
、

生产的历程看
,

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

第一

阶段为低值饲料阶段
,

其主要特征是 口粮和饲料粮不分
,

大量 以人类食用而饲用价值较

低的谷物如稻谷
、

小麦等作为饲料 ; 第 二阶段为高值饲料阶段
,

主要特征是把口粮和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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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粮生产分开
,

专门种植饲用价值较高的谷物如大麦
、

玉米
、

燕麦等作为饲料 , 第三阶

段为配合饲料阶段
,

充分开发利用蛋白质高的豆类作物以及其它蛋白质饲料以补谷物伺

料中蛋白质含量的不足
,

并发展饲料工业
,

生产能蛋比最适宜
、

营养齐全的配合饲料
,

使饲养效益不断提高
。

根据我国耕地少的实际情况和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特点
,

一般难

于划出一部分饲料专用耕地
,

而合理调整种植业结构
,

改粮
、

经二元结构为粮
、

饲
、

经

三元结构是尽快把我国从低值饲料阶段向高值和配合饲料阶段推进的最切实有 效 的 途

径
。

如何因地制宜合理调整种植业结构
,

并相应地调整畜禽结构
,

这将是当前面临的一

项迫切研究任务
。

3 陕西省调整种植业结构发展饲料生产的途径

根据我国人多地少
,

农产品供需矛盾尖锐的国情
,

调整种植业结构
,

发展饲料生产

必须同时满足如下三个基本要求
: 一是保证包括饲料粮在内的粮食总产量的增长 , 二是

保持当地主要粮食作物和主要经济作物面积及产量的稳定与提高 ; 三是兼顾饲料作物质

量的改进和数量的增长
。

根据这些原则
,

我们初步研究了陕西省三个主要粮食产区种植

结构调整的途径
。

3
.

1 汉中水田区

汉中水田区在秦岭以南
,

属北亚热带湿润地区
,

以水田为基本耕地形态
,

盛行水稻
、

小麦和油 菜 等 越 冬作物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
。

稻米是当地主要食粮和经济价值高的商

品粮食
。

因此
,

调整种植业结构
,

发展饲料生产只能在越冬作物中考虑
。

工9 8 8年作者在

汉中地区农科所安排了田间试验
,

以晚熟杂交稻汕优 63 为前茬
,

分别种植 了 小 麦
、

大

麦
、

油菜
、

蚕豆等几种主要越冬作物并进行了比较
,

结果如表 2
.

裹2 汉中水田区几种越冬作物饲用价位比较

* . 0 . 收 获 期 经 济 产 量 _
-

生 物 产
_ _

多 粗 蛋 白 产 t

日 / 月

8 / 6

8 / 5

4 / 5

8 / 6

位序 k g / 亩

26 5
。
7

3 2 8
。
7

2 04
。 3

15 8
。
3

位 序 位 序 k g / 亩 位序

月任的舀O乙
月
lO丹̀

ù
“ōóU

`U品O确工口nō
.

…
心口O甘̀且月舀

九O月性ó勺九O的J,曰,蓝月任8 0
一
8

酉引 2 号

1
一
1 1

一
5
一
1

k g / 亩

8 6 7
。
5

9 12
一
9

1 1 09
。
7

3 1 9
。
7

麦麦莱豆小大油蚕

表 2 的试验结果表明
:

( 1 )油菜收获期 早
,

是水稻 的好前茬
,

蛋 白质产量高
,

但

油菜饼的脱毒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

作饲料的局限性大
。

考虑到油菜是 当地主要 经 济 作

物
,

故宜基本稳定其面积
,

努力提高单产 ; ( 2 )蚕豆 虽 然蛋白质 含 量高
,

但经济产量

低
,

且成熟晚
,

影响水稻适时插秧
,

故不宜 发展 ; ( 3 ),J
、
麦 是 汉 中 水 田区第 二 大 作

物
,

但在水稻产区
,

小麦非 当地主要粮食
,

且成熟晚
,

在该区经济产量和蛋白质产量都

不高
,

宜适当压缩 , ( 4 )饲 料 大 麦 西 引 2 号成熟较早
,

产量高
,

蛋白质含量较高
,

既

是水稻的 良好前茬
,

又利于提高粮食总产
,

应积极发展
,

把它作为该地区调整种植业结

构
、

发展饲料生产的突破口
。

根据 以上论点
,

我们又选择 了汉中市平坝 5个县的10 个乡为例
,

以 1 9 8 7年为基础
,

具体研究了调整种植业结构
、

发展饲料生产的优化方案
,

主要结论是
:
将小麦

、

油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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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和其它冬作物的种植比例
,

由目前的 6
.

5 : 2
.

5 : o : 1
.

0逐步调整 到 3
.

7 : 2
.

3 : 3
.

1

, 0
.

9为最优
。

这样调整后
,

预测到 2 0 0 0年与 1 9 8 7年相比
,

完全可 以实现上述调整 的 三

个基本要求
:
其一

,

粮食总产量可增长 3 6
.

5%
,

人均粮可 由47 5
.

8 k g提高 到 52 7
.

8 k g ,

增长 1 0
.

9% ;
其二

,

稻谷面积不变
,

产量增长 15
.

6% ; 油菜面积虽略有缩减
,

产量则可

增长 8
.

0%
,

保持了当地主要食粮和经济作物的稳定增 长
, 其三

,

大麦的发展
,

使 饲 料

粮可增长近 2 倍
,

基本上可解决这 10 个乡发展养殖业的需要
,

改变目前大量由外地调进

玉米作饲料的状 况
。

3
。

2 关中平原滋区

关中平原在秦岭 以北
,

号称八百里秦川
,

属暖温带半湿润地区
,

以水浇地为基本耕

地形态
,

是陕西 的高产粮区
,

盛行小麦和秋粮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度
。

小麦是当地主要食

粮
,

重要商品粮
,

因此
,

调整种植业结构
、

发展饲料生产只能在秋粮中考虑
。

秋粮 以夏

玉米为主
,

它是粮
、

饲兼用 的高产作物
,

必须保持其产量的稳定增长
。

总结当地群众经

验
,

用条带型 间套豆类作物是增加蛋白质饲料较为切实可行途径
。

为此
,

我们通过调查

和 田间试验
,

对玉米间套大豆 (籽粒 )
、

玉米间套大豆 (青贮 )
、

大豆单作 (籽粒 )
、

玉米单作 (青贮 ) 几种不同处理以玉米单作 (籽粒 ) 为对照
,

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分析比

较了它们的饲用价值
,

结果如表 3
。

裹 3 关中滋区几种秋粮种植利用方式的饲用价值

理 处 产品产量 ( k g / 亩 )

3 5 8 + 4 6
。
5

2 5 4 7
。
5 + 6 0 9

。
5

1 5 8

2 9 9 7

4 0 0

能量产量 (M e a
l / 亩 ) 蛋白质产量 ( k g / 亩 ) 能蛋比 ( k

e a l / g )

玉米 十 大豆 (籽粒 )

玉米 十 大豆 (青贮 )

大豆单作 (籽粒 )

玉米单作 (青贮 )

玉 米单作 ( 籽粒 )

1 6 6 2

3 2 0 6
。
7

8 0 5
。
8

3 3 8 8
。
6

1 5 9 2

4 9
。
8 0

1 0 6
。
5 1

5 9
。
7 3

8 9
。
9 1

3 6

3 3
。

3 7

3 0
。
1 1

1 3
。
4 9

3 7
。

6 9

4 4
。

2 2

注 : 籽粒系干重 , 青贮 为全株鲜重
。

表 3 的比较结果说明
:

( 1 ) 单作大豆蛋白质产量较高
,

能蛋比最低
,

饲 用 价 值

高
,

但产量不及对照单作籽粒玉米的一半
,

如果大量发展
,

显然会影响粮食总产量的提

高
多

( 2 )玉 米 尤其是玉米间作大豆作青贮饲料
,

能量产 量及 蛋白质产量均高出对照籽

粒玉米甚多
,

能蛋比亦较籽粒玉米降低较多
,

符合发展饲料生产必须兼顾质量改进和数

量增长两个方面的要求
。

但青贮饲料不在国家粮食总产统计范围之内
,

且目前这一地区

畜禽结构以养猪为主
,

使青贮饲料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

今后随着当地著名的秦川牛的

发展
,

青贮饲料将有较好的前景 , ( 3 ) 籽粒玉米间作大豆产量比对照单作籽粒玉米较

高
,

有利于粮食总产量的提高
,

蛋白质产量亦较单作籽粒玉米高
,

能蛋比较低
,

其饲养

价值显著优于单作籽粒玉米
。

这种种植方式将是关中灌 区调整种植结构
,

发展饲料生产

的主要途径
。

3
.

3 润北旱原

渭北旱原是地处渭河以北的原面保存较多
、

较大的黄土高原沟壑区
,

属暖温带半湿

润易旱气候
。

以旱地为基本耕地形态
,

盛行夏季休闲
、

夏粮为主
、

小麦为主
、

一年一熟

或三年四熟的耕作制度
。

土地资源较丰富
,

人均实有耕地在 3
.

5亩 以上
,

生产水平较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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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区的原地
、

山地均为雨养农业
。

实践证明
,

在适宜条件下
,

每 1 毫米降水可以生产 O
、

5 k g小麦
。

按一般年份降水量
,

亩产粮食可 在

25 0 k g 以上
,

而到 1 9 8 7年
,

该区的粮食实际亩产仅 1 47 k g ,

主要是受土壤肥力所 制 约
。

西北农业大学于 1 9 8 2年开始在这个地区的澄城县薛家庄村设立试点
,

总结了群众小麦轮

种首着的固有经验
。

以扩种首借
、

培肥地力为突破 口
,

调整种植业结构
,

把首着的种植

面积由原来只占耕地的 0
.

5%
,

提高到占耕地的 10 %
.

从而既培肥了地力
,

又提供 了 大

量优质饲料
,

对种植业和畜牧业均起了显著促进作用
。

1 98 5年与 1 9 8 0年相比
,

粮食单产

增长 1
.

08 倍
,

人均粮食增长 55
.

4%
,

人均养羊增长 1
.

67 倍
,

人均产值增 长 2
.

91 倍 (表

4 )
,

效果十分显著
。

实践证 明在北方旱作农业地区
,

发展适当比重的多年生豆科牧草

紫花首着
,

实行草粮轮作
,

是发展饲料生产
、

强化农牧结合的一条有效途径
。

表 4 滋城县薛家庄村以首荷为突破口调整种植业结构的效益分析

年 份
曹 糟 比 重

( 占耕地% )

粮食产量 ( k g )

亩均 人均

牧 业 生 产
(人 均 羊 单 位 )

农 业 总 产 值

(人 均 元 数 )

19 8 0

19 8 2

19 8 3

1 9 8 4

1 9 8 5

增长%

0
。

5 0

5
。
1 4

1 0
。

2 8

1 0
。

2 8

1 0
。 2 8

8 6
。
0

9 5
。

4

1 5 8
。

9

1 6 0
。
6

17 6
。
9

1 0 8
。
1

3 4 4
。
5

3 5 7
。

5

5 1 0
。

5

5 3 9
。

6

5 3 5 。
5

5 5
。
4

1
。
9 6

1
。

8 3

2 。 5 4

3 。
4 5

5 。 2 3

1 6 6
。
8

2 4 1 。
7

3 4 2
。
6

4 3 5
。
7

6 3 1
。
0

7 0 4 。
5

2 9 1 。
5

综上所述
,

今后我国的粮食问题主要是饲料问题
。

因地制宜合理调整种植业结构
,

变粮
、

经二元结构为粮
、

饲
、

经三元结构
,

是无需大量投资
,

而能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

面发展饲料生产的经济而有效的途径
。

我们引以为例的陕西省汉中水 田
、

关中灌区和渭

北旱原三类地区
,

基本反映了我国南方水田
、

北方水浇地和旱地三种情况
,

可能对全国

亦有一定参考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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