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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农业技术有了巨大发展，出现了许

多带动农业优质、高产和高效的现代种植、养殖技术和方法。如何

让农民朋友学习和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方法，达到学以致用、事半

功倍的效果，仅仅举办培训班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帮助农民朋友

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树立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心悦诚服地崇

尚科学，心甘情愿地接受先进技术，心无旁骛地推广科技成果，从

而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多年来，广大科技工作者编写了大量的农业适用技术培训教材

和读物，因带有较强的专业性，致使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朋友

“消化”不良，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学习热情，而且使很多原本很成

熟的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得不到有力的推广。为此，我们从理论上

深入浅出，语言上通俗易懂，形式上图文并茂，内容上涉及设施种

植养殖等技术知识等多方面，探索编写了“农业知识轻松学”丛书，

想让原本“面孔”较生硬的知识变得“可读、有趣、亲善”一点，

使农民朋友甚至外行人看了能读懂、易接受、便操作。

这束朴实无华的科普小花，也是为落实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政府提出的扶贫攻坚战略，使 100 万贫困人口早日摆脱贫困，让生

态移民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一套学习读本，虽无炫目

的色彩，但凝结着科技工作者对农业科技事业的赤诚，对农民群众

尽快致富跨入小康的盼望愿景。在此，要由衷地感谢中国农函大的

领导和参与编写本书的各位同仁。这些来自农业领域的科技精英和

业务骨干，有着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常年与学术、



业务打交道，编撰专业论著轻车熟路，但为了使这套丛书能够走进

农民朋友的心里，帮助农民朋友切实转变固有的传统观念，硬是改

变写作习惯，尝试着把专业性较强的技术和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文

字形式撰写出来，其中不知耗费了多少的心力！从他们一再推翻编

写思路，不断大幅度修改已经成形的稿子，凌晨三四点通过网络发

过来刚刚修改的章节中便可见一斑。史娟博士的一句话概括得更为

形象：“写这篇文章，比我写博士论文还要难！”

翻开飘溢油墨馨香的“农业知识轻松学”丛书，或许你会惊喜

地发现有许多与众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很多内容都以科技

小故事或人物对话为引子，幽默诙谐、生动有趣或画龙点睛的叙述，

把一个个知识点串联起来，读来多了些轻松，少了些生涩。如果真

有这样的效果，我们编写此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诚然，这套丛书的编写还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还存在着这样

或那样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的科普作者加入其中，撰写出更多更好、充满智慧、朴实

有用、生动有趣的科普文章，为科技兴农、科技兴宁尽一份力量。

                                             刘平和
                                                2012 年 10 月 16 日于宁夏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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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与杂谈

       ●小哥俩养猪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重庆市荣昌县吴家镇的邓波家里，2004

年喜从天降，兄弟俩同时考上大学，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但他家里却很犯愁，他俩上学的学费凑不齐，迫不得已，小哥俩过

起了边上学、边创业的日子。

邓波的父亲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家里几乎没有任何积蓄，有时

父亲病发住院甚至要去跟亲

戚借医药费应急。当时家里

连第一年的学费都凑不齐，

最后靠着 3 万多元的助学贷

款，兄弟俩才同时迈进了西

南大学荣昌校区的门槛，分

别就读于动物医学系和动物

科学系。为了赚取生活费，

邓波从大一起就找了份推销

地板砖的兼职。

这份兼职没办法满足生活所需，又很容易耽误学习时间。邓波

渐渐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想自己创业解决家里的困境。但作

为学生，究竟能干点什么呢？一天他偶然听哥哥提起打算跟十几名

同学一起合伙养猪，邓波觉得与其跟其他同学合伙，倒不如哥俩自

己来经营猪场。邓波觉得：“如果能够做好，不但赚钱，而且可以

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

2006 年 6 月，邓波兄弟俩以 2000 元的低价包下了学校附近的一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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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猪场，准备利用所学养猪赚钱。可在别人眼里，这简直是在开

玩笑。

村民们不理解：“养猪怎么学习呀？”很多同学瞧不起他们，

认为一个大学生靠养猪读书，挺没有面子。一向慈祥的父亲也火冒

三丈：一是觉得没面子，二是当时家里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资金来

开猪场。兄弟俩打算为了养猪再借三四万元的外债，这个冒险的计

划把父亲气得心脏病都复发了。

父亲的病发，让兄弟俩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但要放弃养猪的计

划又实在不甘心。最后他们决定先把猪场偷偷经营起来，再慢慢说

服父母。身无分文的两兄弟利用暑假在猪场里苦干了整整半个月，

手上磨出了血泡，脚也被铁钉钉穿了。

偷偷修整猪场的事却还是父母给发现了。可令他俩想不到的是，

父母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父亲想：“两弟兄办这个猪场

的事情，也是为了给他妈妈减轻负担，为了给我找钱来治病”。于

是主动提出和母亲一起搬到猪场帮忙照料，而且还出面跟亲朋好友

借了 4 万多元钱。有了这笔资金，兄弟俩以每斤两元左右的低价一

口气引进了 118 头仔猪，准备放手一搏。

兄弟俩信心十足，但父母却直犯嘀咕，担心两个儿子边读书边

打理猪场根本忙不过来。在他们看来喂猪是一件非常劳神费时的事。

农村传统的饲喂方法，喂猪之前得把猪草和着其他饲料一起煮熟煮

烂，喂一两头猪一顿就得煮一大锅，得花费 5 个多小时，两个人养

100 多头猪如何兼顾学习？兄弟俩向父母介绍了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科

学饲养方法——一头成年猪一顿只喂不超过自身体重 3% 的配合饲

料，再加上少许生的青饲料，不用煮，也不用喂那么大的量。给 100

多头猪喂上一顿一个多小时就能完成。

邓波解释说：“按照科学的方法喂的话，一个人喂 100 多头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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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轻松的。”父母哪里肯信？

两辈人谁都说服不了谁，干脆来了一个对比实验。父母单搞了

一个圈，按照传统的方式喂了 5 头猪。

过了一段时间，邓波的父母发现儿子的猪确实要比他们的养

得好。

眼看着儿子的方法喂猪一不用费时费力地煮猪食，二不用清扫

大量的粪便。时间和人力没用多少，猪却养得既结实毛色又好，长

得还快。这下，父母服气了。

但兄弟俩却没有高兴多久。2006 年 11 月初，猪场有近 1/5 的猪

相继病倒了，出现高热，全身发红，大便比较干结的症状，用体温

计一量 41℃左右。烧降下去以后，马上又升起来，反复无常。兄弟

俩慌了。他们发现自己两年多的畜牧兽医专业好像全都白学了，竟

然连猪的病因都查不出来。眼看着猪一头头倒下去，自己却束手无策，

如果再找不出治疗方法，那就前功尽弃了。

走投无路的兄弟俩用三轮车把一头病猪拉进了学校，向老师求

救。经老师的诊断，这是一个弓形虫病。如果不治疗的话，它的死

亡率可以达到 50% 以上。在老师的指导下，兄弟俩使用磺胺类药物

终于控制了病情，二十几头病猪总算是有惊无险。

猪一天天地长大了，胃口也随之增加了不少，饲料的供应就成

了当务之急。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弟弟邓波粗心大意，去买饲料时

把 1 万元钱又丢掉了。最后，还是在老师的帮助下，渡过了难关。

随着时光的流失，兄弟俩科学养殖的猪场一天天壮大起来。科

学养猪，帮助兄弟俩解决了学习、生活的费用，更重要的是在科学

理论的基础上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如今，兄弟俩又在筹划着

要把猪场做大，让它成为标准化、现代化的大型养殖企业。（摘自《四

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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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耐人寻味的中国猪文化杂谈

现代人对猪的认知具有惊人的一致性，这是为什么呢？

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家畜，也可比喻成人类的朋友，如果你不

同意作者的这个看法，读完下面的内容后，相信你会产生一些前所

未有的感想。

民间称猪为六畜之首。在生肖属相中排在最后，让猪作十二生

肖的压阵之物，倒也是名副其实。

考古发现，中国人的祖先养猪的历史已经有七八千年了。在新

石器时期的人类遗址和人的墓葬中都发现了猪的遗骸。

在那个年代里，人们常常以牲畜的多少来度量家族和家庭的社

会地位、财富和富裕程度。所以，葬猪或者以猪做祭祀品就显得十

分重要。家祭时，陈“豕”于室，合家而祭，故“家”是宝盖下有

个“豕”字，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用“家”字的由来。也有人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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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农耕社会居室之下养一猪。

大概从明朝起，中国民间就把猪比成好吃懒做的人的形象，猪

八戒就是家喻户晓的人、猪、神三位一体的角色，虽是神话，但人

性与猪情，鲜活生动，惹人喜爱，也多少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的民俗

世情。由此传下来，多少朝代更替，让猪替人受过，背了不少“骂

名”，也蒙受了许多“不白之冤”，这对它可是很不公平的一件事，

既让人吃了肉，还受了“冤”，也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阴暗面”了。

在西方国家，猪的象征意义和中国老百姓给猪的描述大同小异，

在个别国家则有别于中国。如古代德国有吹风笛的猪雕，它代表色

欲，认为梦见猪与性有关，这和中国人形容“猪八戒”好色很相像。

在苏格兰有猪拉车的民俗，其他一些国家用猪来寻找松果、爆破地

雷甚至稽查毒品，都是利用了猪嗅觉灵敏，嗅觉引起食欲等天性。

这些都说明我们对猪的天性开

发和利用还是有历史的，所以

形成了悠久的“猪文化”就不

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

中国人养猪举世闻名。据

考证，在距今 7000~10000 年前，

中国人就开始精心培育、驯化

野猪，经过祖祖辈辈的养殖和

驯化，在漫长的人类进化过程中也逐渐培养出了适合不同地域的、

丰富多彩的猪品种资源，其中有些国人认定的优良品种早已引起外

国人的重视和关注。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中写道 :“中国人

在猪的饲养和管理上颇费苦心……这些猪明显呈现出高度培育族所

具备的性状……它们在改进我们的欧洲猪的品种中，具有高度价值。”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养猪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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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猪肉在“地球村”人们的各种肉类消费中所占比例最高，

大约占 40%，宁夏猪肉消费量也保持在这个水平，或许还要高一点。

就全国来说，猪肉消费量要比这个比例还要高，约占 67%，猪肉占

猪肉、牛肉和羊肉总量的 80% 以上。

世界上养猪数量最多的是中国，

美国排第二。另外，荷兰、德国、加

拿大、丹麦、法国等都是世界上名

列前茅的以活猪出口为产业的国家，

他们也是养猪科学技术十分发达的

国家。

中国有 10 多亿食猪肉的居

民 , 养猪多并不奇怪，毕竟人

口众多嘛！还没有人能找到能

代替猪来提供肉制品的动物，

至少目前和不远的将来还不可

能，也就是这个原因，猪被称

为我国城乡居民的“肉畜之王”。

中国养猪数量稳居世界首位，一年出栏上市肉猪 5 亿多头，占

世界生猪出栏数量的一半左右。做一简单换算会发现，中国食猪肉

居民每 2 个人一年至少消费 1 头 200 斤的肥猪，少于这个数就会闹“肉

慌”！就宁夏来说，2010 年猪的饲养

量已达到 200 万头以上！猪也可以给

人们提供加工香肠、火腿、皮鞋、皮带、

皮包、工艺品、毛刷、高档衬垫、肝素、

胆红素等产品的原料。“猪全身是个

宝”，看来这话在当今还是没有过时，

图 4

图 5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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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耳、猪蹄和肥肠等家喻户晓的美味佳肴，怎么能不让人“垂涎三尺”

呢？猪是我国农村农家肥生产和农民致富的主要畜种。1 头成年猪年

排泄粪尿 1.83 吨，相当于硫酸铵化肥 37.5 千克，硫酸钾 16.3 千克，

猪是优质有机肥料生产者，一头猪对土地的贡献不小了！

在 2010 年的宁夏，养 1 头肥猪的利润大约是 80 到 200 元；1 头

20 斤重的仔猪能卖到 300~600 元。

人们习惯于把许多种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但当有人把猪作为

朋友时，就会引来别人的“口水”，但这其中的道理不难解释。因为，

现有的家养动物中，人们很少训练猪来进行各种表演，它也就只有

老老实实地吃食，默默无闻

地从事着人类所需要的肉的

生产。

可话又说回来，猪真是

人类的朋友，它是现代人类

器官移植的提供者，现代医

学已成功地将猪的心瓣膜和

心脏移植给急需心脏移植的

人，它是最适合人类的动物器官。当然，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猪可移植的组织器官会更加丰富。

图 7

图 8 图 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