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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畜牧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 2011 ～ 2015 年) 》提出: 到 2015 年全国畜禽规模养殖比重提高 10% ～ 15%，畜牧业
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36%。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今后几年我们将对畜
禽养殖优势区域和畜禽产品主产区的生猪、奶牛、肉牛、肉羊、蛋鸡和肉鸡规模养殖场
基础设施进行标准化建设，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工作，完善标准化规模养殖相
关标准和规范。鼓励和支持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建设，助推行业整体水平的提
升，保障畜产品安全。畜牧业现代化需要大批适应产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
人才做保证，而培育这些人才离不开贴近畜牧业生产实际、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专门化
教材。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 〔2006〕16 号)
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 “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工作需
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正是基于国家“十二五”期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和畜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河南科学技
术出版社于 2006 年组织出版了《21 世纪高职高专畜牧兽医专业系列教材》，这套教材
出版后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好评。从 2006 年到现在，畜牧兽医类专业教学改革取
得了丰硕成果，畜牧兽医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进一步优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
生产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原有教材体系需要进一步优化，
以便体现教学实践体系的改革成果，因此，在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大力配合和支持
下，我们于 2011 年 7 月组织全国十几所高等农业院校的骨干教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
上，对部分教材进行了修订，部分教材进行了调整，组织编写了 《普通高等教育 “十
二五”畜牧兽医类规划教材》。

本套教材内容以技能培养为主，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度; 尽量拓宽知识面，增加信息
量，很少涉及偏深偏难又不实用的内容; 不刻意追求理论性、系统性，内容选材简单实
用; 紧跟政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反映新准则、新方法和新技术; 融教学法于教材之
中，便于教学，体现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思想。

本套教材适用于高等职业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也可供畜牧兽医行业的从业者、基
层技术人员在职学习或参考。

我们同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多次开会研讨，共商编写事宜，在教材体系
和教材内容上做了许多新的尝试。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同仁
批评指正。

教材编委会
2012 年 6 月



前 言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教育部 《关于加强高
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在教育部高等院校高职高专动物生产
类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我们组织全国高职高专畜禽配合饲料生产技术教学一线的
教师编写了本教材。

我国饲料工业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90 年代得到迅速发展，1991 年我国饲
料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我国的饲料工业已形成包括饲料加
工、饲料添加剂、饲料原料、饲料机械制造和饲料标准检测等较为完备的饲料工业体
系。《畜禽配合饲料生产技术》是畜牧兽医专业的主要专业课，该课程主要讲述配合饲
料的原料识别、原料采购、配方设计、加工以及质量检测等内容。本教材编写体例采用
模块式，课程内容涉及畜禽配合饲料生产的各个环节。

本教材吸取了近年来教学改革和饲料生产第一线的经验与成果，借鉴了相关高等职
业教材的优点，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针对性和适用性。课程内容以常规生产技术为
基础，关键生产技术为重点，先进技术为导向，体现了职业教育课程凸显技能培养的特
色。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 “商丘天邦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河南华康动物药
业有限公司”、“宇生生物科技 ( 商丘) 有限公司”、“商丘市鑫山种猪繁育有限公司”
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编者
201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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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课程基础

项目一 配合饲料概述

在粗放饲养的情况下，动物的生产水平不高，但动物可以通过寻觅、采食，
进行营养物质的自我调控，所以，动物的营养问题并不显著。随着集约化饲养的
发展，全封闭管理环境的出现，使动物处于基本上与自然环境隔绝的条件，其所
需要的营养物质完全来自于养殖业者所提供的饲料，所以全价营养供应的问题日
趋突出。加之遗传育种工作的进展，大大提高了动物的生产性能，也使动物对营
养物质供应的要求更加苛刻。为此，提出了全价营养的配合饲料概念，以期满足
不同生产用途的各种动物对各种营养物质的要求，保证养殖业的高效、安全生
产。

任务一 配合饲料的基本概念

“饲料”是指能提供动物所需的营养成分，保证动物健康，促进动物生长和生产，
且在合理使用条件下不发生有害作用的可饲用物质。饲料是畜牧和水产养殖业的物质基
础。根据组分来源的不同，饲料分为单一饲料 ( 饲料原料) 和复合饲料 ( 饲料产品) 。
通过饲料加工工艺生产的复合饲料即为配合饲料。
“饲料原料”是指以某种动物、植物、微生物或矿物质为来源的饲料。
“全价饲料”是指除水分外能全部满足动物营养需要的饲料。
“浓缩饲料”是指由蛋白质饲料、矿物质饲料和添加剂预混料按一定比例配制的均

匀混合物。
“精料补充料”是指为补充以青、粗饲料为基础的草食动物的营养，而用多种原料

按一定比例配制的饲料。
“饲料添加剂预混料”是指由一种或多种饲料添加剂与载体或稀释剂按一定比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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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均匀混合物。
“饲料添加剂”是指为满足动物特殊营养和保健需要、改善动物产品品质以及保证

饲料产品质量而加入饲料中的少量或微量物质。
“载体”是指能够承载和稀释饲料添加剂中的活性成分，改善其分散性，并有良好

的化学稳定性的可饲用物质。
“稀释剂”是指与高浓度组分混合以降低其组分浓度的可饲用物质。

任务二 配合饲料的分类

饲料产品包括配合饲料产品和混合饲料产品，按其营养成分可分为四大类，即全价
饲料、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和饲料添加剂预混料。全价饲料包括全价配合饲料和全价
混合饲料，前者主要应用于单胃动物，后者主要应用于草食动物。

浓缩饲料与精料补充料的最大区别是浓缩饲料一般不含有能量饲料，而精料补充料
同时含有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矿物质饲料和添加剂预混料。但精料补充料又不是全
价配合饲料，有时候也把精料补充料归为配合饲料产品。如图 1. 1 所示。

图 1. 1 各种饲料产品及组分的关系

配合饲料产品中的浓缩饲料、精料补充料和饲料添加剂预混料的物理形态为粉状饲
料。而全价配合饲料的物理形态则多种多样，以此分类包括粉状饲料、颗粒饲料、膨化
饲料、压扁饲料、液体饲料等，最常用的全价配合饲料是颗粒饲料和粉状饲料。此外，

畜禽配合饲料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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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饲养动物不同，又可分成猪饲料、鸡饲料、牛饲料、鱼饲料等。每一种动物饲料又可
依动物生理阶段分成若干型号。

任务三 配合饲料的优点

配合饲料已成为集约化饲养、饲料工业化生产的必然选择，被称为 20 世纪畜牧业
的三大技术革命之一。配合饲料有如下优点:

( 1) 最大限度地发挥畜禽的生产潜力，提高经济效益。
( 2) 充分合理高效地利用饲料资源，节约粮食。
( 3) 具有预防动物疾病和保健助长的作用，保证饲用安全。
( 4) 可减少养殖业的劳动支出和设备投资，利用方便。
( 5) 工业化生产配合饲料产品，质量有保证。

模块一 课程基础■项目一 配合饲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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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配合饲料工业发展概况

配合饲料工业就是以工业化方式生产配合饲料产品的工业行业。配合饲料工
业体系包括产品加工业、饲料原料工业、饲料机械制造业、饲料科研与教育五大
组成部分。一个完整的配合饲料工业体系必须五大组成部分协调发展，相互促
进。

任务一 中国配合饲料工业发展历史和现状

一、中国配合饲料工业发展历史
中国的配合饲料工业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中国饲料工业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1984 年是饲料工业发展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发
展饲料工业已提到重要议事日程。1989 年 12 月，国务院颁布了《1984—2000 年全国饲
料工业发展纲要 ( 试行草案) 》，提出了中国饲料工业发展的思想、方针和奋斗目标:
1990 年前主要是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后 10 年要健全饲料工业体系，使饲料工业进入
一个新振兴时期。1999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施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料行
业的权威管理法规出台。1991 年，我国饲料产品总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产业政
策已把饲料工业列为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的产业。饲料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
要支柱产业。

二、中国饲料工业发展现状
1.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中国的饲料工业建设已初具规模，饲料工业体系已基本形

成 早在改革开放初的 1978 年，全国混合饲料产量仅为 60 万 t，1984 年配合、混合饲
料产量达到 1 200万 t，1988年突破 3 000万 t，到 2000 年全国饲料产品已达 6 000 多万 t，
2002 年全国饲料总产量达 8 200 万 t，产量仅次于美国。1990 年浓缩饲料的产量为 50. 8
万 t，1999 年为 1 097 万 t，年均增长 40. 1%。1990 年添加剂预混料的产量为 21 万 t，
1999 年为 223 万 t，年均增长 30%。1991 ～ 1999 年是中国饲料工业快速发展的 9 年，产
品年均增长 6. 7%。1999 年饲料工业总产值为 1 855 亿元，在全国统计的 38 个工业行业
中排名第 16 位，成为重要的新兴产业。1999 年全国饲料加工企业有 12 095 家，其中每
小时产 5t以上的企业有 1 93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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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饲料产品质量逐步提高，品种结构趋于合理 1990 年的饲料产品主要是猪饲料、
鸡饲料等少数几个品种，目前我国的饲料产品已涉及所有养殖动物，包括观赏动物、实
验动物、特种经济动物在内的几十个系列 200 多个品种。饲料产品中，猪饲料占 38%，
禽饲料占 26%，蛋饲料占 24%，鱼虾饲料占 9%，其他动物料占 3%。饲料报酬的各项
指标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中，猪料的耗料增重比为 ( 2. 6 ～ 3. 1 ) ∶ 1，肉鸡料
的耗料增重比为 ( 1. 8 ～ 2. 0) ∶ 1，蛋鸡料的耗料蛋重比为 ( 2. 4 ～ 2. 6 ) ∶ 1，淡水鱼饲
料饵料系数为 1. 5 ～ 1. 8。大型饲料加工企业的产品合格率一般都在 95%以上。

3. 饲料原料工业也同步发展 除了常规饲料原料的开发利用更加充分合理外，油
料加工副产品、食品工业副产品、发酵工业副产品以及天然草叶粉等原料也被开发作为
非常规饲料原料，并广泛用于饲料工业中。

4. 饲料添加剂生产有重大突破 20 世纪 80 年代，饲料添加剂对进口的依赖，成为
制约饲料工业发展的“瓶颈”。1997 年化工部把发展饲料添加剂列为化学工业的新的增
长点，饲用维生素、抗氧化剂、防霉剂、调味剂、酶制剂、酸化剂等饲料添加剂的国产
化程度越来越高。

5. 饲料机械制造业有长足发展 1990 年以前，中国大中型饲料生产线主要是成套
设备进口。现在，每小时产 60t大型饲料生产成套设备的生产、工程设计和施工可全部
由国内企业完成。

此外，与饲料工业服务体系相关的饲料科学教育科研、标准化制定以及饲料法律法
规建设也日趋完善。

任务二 国外饲料工业发展概况

1875 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建成了第一个动物初级饲料加工厂，饲料工业开始起步。
20 世纪 40 年代，专业化畜牧业，尤其是养鸡业的产生，促进了美国的饲料工业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美国出现了建特大饲料厂的趋势。电子计算机在饲料
工业的全面应用于 1975 年实现。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饲料工业基本已发展成
熟。

1999 年美国饲料总产量为 1. 191 亿 t，其中肉鸡饲料 0. 387 亿 t，猪饲料 0. 155 亿 t，
奶牛饲料 0. 154 亿 t，火鸡饲料 0. 081 亿 t。加拿大年产商品饲料 0. 12 亿 t。美国、加拿
大饲料的主要原料为玉米和豆粕。

1999 年欧盟 15 国的饲料产量为 1. 164 亿 t，其中法国 0. 248 亿 t，德国 0. 188 亿 t，
西班牙 0. 156 亿 t，荷兰 0. 150 亿 t。欧盟饲料的主要能量原料为小麦。

模块一 课程基础■项目二 配合饲料工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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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 配合饲料生产的内容和任务

配合饲料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是汇集了动物营养学、饲料学、机械加工工
艺、计算机应用技术、兽医药理以及企业管理等而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配合饲
料学包括三部分: 饲料原料及其化学基础，饲养标准及配方设计，饲料加工工艺
及质量控制。

配合饲料学是动物科学专业、动物营养与饲料加工专业开设的主干专业课之
一，与其相关的专业基础课有动物生物化学、动物营养学和生物统计学等，与其
相配合的是饲料添加剂学。

配合饲料学的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掌握饲料营养特性，了解各类饲料原料如何
合理利用，可以根据不同动物的饲养标准要求设计合理配方，指导和掌控各种高
质量的配合饲料产品的加工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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