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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曲周试验区建立 30 年来 ,在农牧结合研究中所取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并对曲周试验区
畜牧业的研究和发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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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about the combining agriculture with 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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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perience and re sult s on the re search of the combination of agriculture with animal
husbandry in Quzhou Experimental Station during the lo st 30 years. Some sugge stion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ni2
mal husbandry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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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重要的粮棉产区 ,也是我国

畜牧业基地之一。但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

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 ,畜

牧业产值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

差距更大。因此 ,大力发展畜牧业 ,提高畜牧业的比

重 ,使畜牧业与种植业相协调 ,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相适应 ,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建立良性循环的农业

生态经济系统 ,充分挖掘该地区资源潜力的重要步

骤 ,也是发展该地区农业生态经济的必然趋势[1 ] 。

曲周盐渍化低产地区 ,农业生产力十分低下 ,畜

牧业生产更是落后。自“七五”攻关以来 ,我们提出

以种植业为基础 ,以养殖业为纽带来带动和促进农

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并把调整产业结构 ,建立农牧

结合良性循环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 ,作为攻关研究

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综合治理初期农民对于发展养

殖业实行种养结合的心理状态分析入手 ,以农牧结

合型的养殖大户、专业户和联户为龙头 ,以微生态制

剂的开发与应用为主要技术 ,来推动试验区、示范区

和扩散区的畜牧业生产。在此基础上 ,对高一级层

次如农场级、村级的种 (植) - 养 (殖) - 加 (工) 一体

化经营体系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1 　综合治理初期农民对于发展养殖业的心

理状态分析

　　综合治理初期 ,我们采用李凯尔量表方法 (即将

态度分为若干等级 ,求出分数或比例 ,然后进行评价)

对粮棉生产发展较快的一代试区张庄的主要劳动力

发展养殖业 ,实行种养结合的态度进行了分析 ,了解

和掌握不同文化层次、收入水平的农民对发展养殖业

的不同心理状态 ,在此基础上以示范养殖农户为龙

头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解决在养殖过程中出现的

各种问题以提高他们对发展养殖业的积极性。

1. 1 　自变量和因变量的设置

1. 1. 1 　自变量

1) 在得不到有关部门的任何支持情况下 ,对种

- 养结合的态度。

2) 在有关部门提供物力支持的情况下 ,对种 -

养结合的态度。

3) 在有关部门提供技术的条件下 ,对种 - 养结

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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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因变量 　用喜欢程度的等级来表示 ,分为 5

个等级 :很喜欢、较喜欢、一般、较不喜欢及不喜欢。

被试者 :张庄村 100 户的主要劳动力。

1.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调查 ,对 2) 、3) 两个自变量的反应 ,均持

欢迎态度 ,即在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 ,都愿

意发展养殖业 ,实行种养结合。而对自变量 1) 即在

得不到有关部门任何支持情况下 ,对发展养殖业的

态度就有所不同 ,下面我们主要分析自变量 1) 所产

生的结果。

1. 2. 1 　试验结果 　通过对单因素的模糊综合评判 :

即不同文化程度 (初中以上、小学、文盲 3 个等级) 和

不同收入水平 (年人均收入 ≤300 元 ,300～399 元 ,400

～500 元 , ≥500 元 4 个等级)对种养结合的态度。

依最大隶属度原则可得出 :对不同文化水平的劳

动力来说 ,种2养结合在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

民中最受欢迎 ;具有小学程度的劳动力与文盲的态度

相似 ;家庭的收入水平亦影响劳动者的态度 ,低收入

者的态度差别较大 ,有的很喜欢 ,有的则反对 ;收入高

者均持欢迎态度 ;收入中等的反映不明显。

在单因素模糊综合评判的基础上 ,对张庄 100

个主要劳动力的种养结合态度的模糊综合评判 ,依

最大隶属度原则得到 ,总体上张庄主要劳动力在心

理上对种养结合还是欢迎的。但事实上 ,当时张庄

大部分农户的养殖业仍停留在可有可无的状态。也

就是说 ,心态上的欢迎与实际行为上有很大的差异。

1. 2. 2 　结果分析　

1) 文化程度不同、其态度不同 　不同文化程度

产生了不同的主观价值 ,大部分农民能够认识到 ,这

样比单一种植和养殖优越。由上面评判结果可以看

出 ,大部分农民欢迎种植和养殖结合起来 ,构成一个

相互联系的系统 ,特别是文化程度高者 ,其喜欢程度

高于文化水平低者 ,这是由于种 - 养结合在前者心

目中的主观价值高于后者。

2) 态度与实际行为不符原因分析 　从试验结

果看出 ,态度的综合评判与现状间差异较大。

态度往往指导行为 ,可作为行为的动力。行为

作为态度的外显与心理的准备 ———态度有密切的关

系 ,行为受态度的指导 ,但它们并不是一一对应

关系。　

用公式表示 : B = f ( P ×E)

式中 : B 为行为 ; P 为人格 ; E 为环境

故态度与行为不一致的原因主要以下 2 个因素

造成的。其一是以态度为核心的心理因素 ;其二是

具体的社会环境。

根据全面调查、典型分析 ,我们将张庄农民态度

与行为不符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

1) 行为往往要比态度滞后一个时期。

2) 缺少必要的资金 ,当将种植和养殖结合起

来 ,作为一个生产系统时 ,需要一定的资金作基础。

3) 农民个人能力状况 ,种 - 养结合需要较高的

技术和管理水平。

1. 3 　解决措施

根据上述分析 ,提出以下几点解决措施

1) 进一步宣传种2养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

其在加速盐渍化综合治理、在生产生活和经济中的

实际意义 ;

　　2) 采取各种渠道 ,包括农户自筹、社会集资、国

家贷款等方法来筹集资金 ,支持养殖业发展 ,解决经

费不足的困难 ;

　　3) 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班、培训班 ,甚至

上门服务 ,进行养殖业技术培训 ,提高农民的技术

水平。　

这些措施的落实 ,有效的缩短了广大农民在养

殖业上行为落后于态度的滞后期 ,扶植了一批养殖

带头人、示范户 ,促进了综合治理初期曲周试验区和

全县的畜牧业生产。

2 　农牧结合的形式、规模与效益研究

一般来说 ,我国广大农村 ,畜牧业生产大体分 3

种基本形式 :传统的农户分散养殖 ,有一定规模的农

牧结合的养殖专业户和以养殖业为主的较大规模的

专业养殖户 (包括部分集体和国营养殖场) 。针对基

本没有养殖业的盐渍化改造区初期采取那种形式和

规模来发展畜牧业 ,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研究。提

出了 :以农牧结合的养殖专业户为骨干 ,以传统的分

散养殖为基础 ,小规模 ,大群体是盐渍化低产地区综

合治理阶段农牧结合 ,发展畜牧业生产的较好形式

和规模[2 ] 。

2. 1 　农牧结合的形式

我们在“七五”攻关研究提出的以农牧结合专业

户为骨干 ,以传统的分散养殖为基础 ,小规模大群体

发展养殖业的基础上又在试区内的五间房、连珠村

和张庄选择了更多的农户进行了农牧结合专业户的

试点研究 ,以能流、物流和经济流为主线分析了单纯

种植业系统和农牧结合系统的生产、经济和生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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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结果表明 :1) 同一农户种养结合比单纯种植业

除粮棉单产有所增加外 ,还提供了大量的肉蛋产品 ,

生产效益明显提高 ;2) 种养结合的农户系统比单纯

种植业系统有着显著的经济效益 ,人均收入成倍或

数倍的增长 ;3) 养殖业的发展为种植业提供了优质

有机肥 ,提高了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和养分水平 ,促进

了盐渍化土壤的进一步改良 ,有着明显的生态效益。

以上分析表明 ,农户实行种养结合 ,无论是生产

效益、经济效益还是生态效益都高于单纯的种植业。

还应提出的是 ,由于养殖业的发展 ,每个农户系统和

外界的能量交换显著增加 ,输入能增加的主要是植

物性 (饲料)能 ,而输出能增加的主要是高质量的动

物产品能 ,能量是物质的表现形式 ,与货币有着密切

的关系 ,能量通量的增大 ,也意味着物质和货币的流

通量的增大 ,系统与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 ,开放程度

增强促进了农民商品意识的提高。

研究过程中在试验区和全县分批分期建立了一

批养鸡专业户 ,以他们为骨干影响和带动广大农民。

养鸡专业户发展迅速 ,1993 年底全县养鸡专业户由

基期的 300 多户增加到 730 多户 ,增长了 1 倍多 ;专

业户的蛋鸡饲养量约 100 万只 ,比基期的 35 万只增

长了约 2 倍。养鸡专业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 1 % ,

而养鸡却占全县养鸡总数的 27. 7 %。

2. 2 　农牧结合的规模与效益

试区内进行不同养殖规模的养殖专业户的对比

研究。结果表明 (表 1) :养殖规模小 ,投资少 ,只鸡

效益较高 ,且技术要求较易掌握 ,比较适合盐渍化改

造区当时的农村经营水平经济效益较差 ,不太容易

表 1 　养鸡专业户经济效益分析
Table 1 　Economic analysis of chicken2raisiny family farm

规模/ 只 年、户/ 次 产值/ 百元 成本/ 百元 净产值/ 百元 总收益 3 / 百元 只鸡效益 3 / 元
200 3 105. 8 64. 7 41. 1 29. 2 14. 6

400 3 203. 6 120. 8 82. 8 58. 0 14. 5

800 3 393. 8 227. 0 156. 8 112. 8 14. 1

2 000 3 933. 2 613. 0 350. 6 262. 0 13. 1

3 000 2 1 125. 4 838. 0 387. 4 375. 0 12. 5

　　注 :未扣除劳动力工资和鸡舍折旧费

形成商品规模 ,竞争能力较差 ;规模越大 ,技术水平

要求高 ,投资风险大 ,只鸡效益相对较低 ,但易形成

规模商品 ,总经济效益高 ,竞争能力强 ,是今后的发

展方向。所以在盐渍化综合治理阶段我们提倡小规

模大群体的饲养结构。1990 —1991 年 ,国家取消对

养殖业如鱼粉 ,饲料等差价补贴 ,饲料价格上涨 ,鸡

蛋价格下降到 3. 40 元·kg - 1 ,对养鸡业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和冲击。根据我们的调查 ,停产的鸡场主要

有 2 种情况 ,一种是较小的鸡场 (300 只左右) ,产品

以当地销售为主 ,缺乏管理和技术 ,竞争力差 ,利润

太小 ;另一种是主要靠贷款维持的较大型的鸡场 ,利

润低不够偿还贷款利息。而那些以自筹资金为主 ,

贷款少或没有用贷款的中等 (500～1 000 只) 养殖

户 ,则大多坚持了下来。

根据研究和实例调查 ,从各个方面综合考虑 ,提

出了在盐渍化改造区以及平原农区 ,实行农牧结合的

养殖专业户 ,养殖规模开始不宜过大 ,应以中小型为

主 ,养蛋鸡为 500～1 000 只、养猪 20～50 头、养牛 5～

10 头、养羊 50～100 只、养成兔 100～150 只为宜。

养殖规模确定后 ,根据曲周试区粮食产量不断

提高、饲料相对较充足情况 ,提出全县畜牧业生产以

资源为基础 ,以市场为导向 ,以养鸡为龙头 ,以农牧

结合的养殖专业户为骨干 ,小规模大群体的发展战

略 ,建立健全了全县养鸡业发展体系 ,畜牧业生产大

幅度提高 ,到“八五”期间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的 35. 3 %(1994) ,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3 　微生态工程技术在生态畜牧业上的应用

农区畜牧业既不同于牧区的以牧为主 ,也不同

于城近郊区的以市场和市民生活需要为主 ,有着自

己的特点。这就是 ,以种植业为基础 ,以养殖业为纽

带来促进种植2养殖2加工一体化的综合经营体系在

广大农村的建立和发展。

我们在因地制宜调整畜禽布局 (即盐渍化低产

地区治理初期种草养畜 ,粮棉高产区 ,发展鸡、猪) ;

积极引进筛选优良畜禽品种 ;搞好饲料生产 ,开辟饲

料资源 ;推广养殖技术 ,建立防疫灭病体系等方面做

了大量试验研究。尤其是把微生态工程技术引入畜

牧业生产发展生态畜牧业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

3. 1 　微生态工程技术在生态畜牧业上的应用设计

遵循生态学和生态工程基本原理 ,采用生态工

程设计思路和方法 ,研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微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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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系统 ,配合以微生态技术体系 (图 1) 。

图 1 　微生态工程在生态畜牧业上的应用
Fig. 1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bial ecology engineering on ecological husbandry

　

3. 2 　双菌种固体发酵曲周饲料酵母的研制和利用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养殖业迅速发展 ,高

蛋白饲料供不应求 ,为解决这个问题 ,国内外进行了

许多研究 ,主要是 :利用废弃蛋白质资源 ,如鸡粪 ,血

粉的利用 ;开辟新的动物蛋白来源 ,如养蚯蚓、蝇蛆

等。

我们和曲周县生物研究所合作 ,在总结国内外

关于饲料酵母研究的基础上筛选了营养上互补、倍

增时间基本一致、互相基本不拮抗的 2 个不同菌株 ,

研究采用双面通风固体发酵新工艺 ,生产出新型酵

母蛋白添加剂 ———曲周饲料酵母。

饲料酵母具有生产简单、投资少、生产快、产量

高的特点。生产原理是利用微生物工程 ,对农副产

品中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利用 ,降低原料中糖的含量 ,

提高蛋白质含量 ,并把原料中的蛋白质转化成菌体

蛋白。同时酵母菌含有多种消化酶 ,它能提高饲料

中蛋白质和其它营养物质的利用率。除此之外曲周

饲料酵母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菌种配合力强 ,生产性能好 :在 32 个菌株中 ,筛

选出在营养上互补、倍增时间基本一致、互相不拮抗

的 2 个菌株联合发酵 ,兼顾单菌发酵和多菌发酵的

优点 ,克服了二者的不足 ,生产性能强。

生产工艺先进 :采用双菌种双面通风固体混合

发酵生产饲料酵母工艺 ,其特点是 :双菌协同发酵 ,

工艺简单 ,发酵时间 18 h ;工艺新。

原料来源广 ,价格便宜 :经过多次选配和筛选 ,

从十多种培养基料中 ,选用了以大豆饼、蚕豆蛋白

(或玉米蛋白) 、玉米浆等 3 种主要原料按比例配合

的最佳配方 ,其特点是 :原料来源广泛 ,价格便宜 (玉

米蛋白是淀粉加工的副产品) ;产品的蛋白质含量

高 ;颜色和适口性好 ,且无毒性。

产品质量高 :经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医科院生物

医学工程研究所等单位多次检测 ,产品质量均优于

国内外的食用、饲用和医用酵母 ,符合中国轻工业部

颁优级饲料酵母标准。

饲喂效果好 :经在曲周试区、曲周县乃至全国

1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应用和推广 ,结果表明 :用

等蛋白含量的曲周饲料酵母来全部或部分 (60 %～

70 %)代替进口秘鲁鱼粉制作全价配合饲料 (一般不

改变原有饲料配方) 用于鸡、猪、奶牛、鱼、对虾等的

养殖 ,其生产性能 (生长速度、增重、产蛋率、产奶量

等)同进口鱼粉基本一致。

3. 3 　EM 微生态制剂的引进试验、研究和推广

EM 有效微生物群 ( Effective Microorganisms) ,是

由多种有益微生物复合而成的新型微生态制剂。其

特点是 :采用适当比例和独特的发酵工艺好氧和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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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 (兼性)微生物加以混合 ,并通过相互间的共生增

殖关系 ,形成了一个复杂而稳定的生态系统 ,发挥出

多种综合功能[3 ,4 ] 。1992 年 EM 技术引进我国 ,先后

在曲周、北京、河北等全国 20 多个省市进行了大量

的试验研究和推广应用 ,取得如下结果 :

1) EM 发酵饲料能使饲料酸化 ,改善饲料的适

口性 ;提高饲料的营养水平和可利用性 ,提高了饲料

的利用和转化效率。料/ 肉比和料/ 蛋比明显降低 ,

节省饲料 ,增产效果明显 ;

2) EM 发酵饲料结合 EM 稀释液饮水饲喂畜、

禽、鱼等 ,能明显提高其抗病能力 ,尤其是对动物的

肠道感染如鸡白痢。猪黄白痢等有显著的防治效

果。能大大减少 ,甚至不用抗生素等药物 ,降低了养

殖成本 ,能把畜产品中的药残减少到最低限度直至

没有[5 ,6 ] 。

3) EM 发酵饲料结合 EM 稀释液饮水和喷洒圈

舍 ,能有效消除粪便恶臭 ,抑制蚊蝇滋生。除氨率在

42 %～70 %之间 ,圈舍的氨气浓度达到国家允许的

安全排放标准。苍蝇去除率可达 80 %以上[7 ] 。

4) 采用 EM 微生态制剂饲喂畜禽 ,既改善了畜

禽体内的微生态环境 ,提高了其生理代谢功能 ,产品

营养丰富 ;同时又减少了抗生素 ,激素类药物的使

用 ,避免了药物残留的危险 ,畜禽产品品质明显改

善。用 EM 技术生产出了完全符合农业部绿色食品

标准的肉、蛋产品[8 ] 。

在研究总结 EM 技术用于养殖业生产上的功能

作用的基础上 ,对 EM 增产、抗病、除臭和改善产品

品质等的作用机理也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 ,取得了

许多突破性的进展 ,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4 　小 　结

1) 合理调整养殖业结构 ,大力发展食草型养殖

业生产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面积最大 ,农业生产较为

发达的大平原。历来是我国的粮、棉、油、果、菜的生

产基地 ,畜牧业生产在全国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

畜牧业生产更是异军突起 ,发展很快。对黄淮海平

原农林经济的发展 ,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是相对于食粮的鸡、猪业的发展 ,以草食

为主的牛羊业发展较慢 ,大量的秸秆资源得不到很

好的利用 ,既浪费了资源 ,又污染了环境 ,尤其是农

民焚烧秸杆 ,影响更为严重。因此 ,要积极提倡牛羊

业的发展 ,要采用微生物发酵和微储等秸杆处理新
技术 ,提高秸秆的适口性和利用率。

2) 要真正认识到石化农业的弊端 ,打破传统农

业思想 ,在观念上来个彻底转变 :石化农业 ,尤其化

肥、农药和兽药的使用 ,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作出了

巨大的贡献。但是近年来 ,由石化农业所引起的资

源破坏 ,环境污染和食品残毒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地

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不得不引起人类的高度

重视。变常规农牧业为生态农牧业 ;变产量数量型

为质量效益型 ,变石油化学农业为绿色、有机农业。

因此 ,自“九五”攻关后期 ,我们就提出了 ,在今后一

个相当长时期内 ,曲周要大力发展生态和绿色产业 ,

建设绿色曲周。要像在盐渍化综合治理阶段一样 ,

在无公害农牧业生产研究和发展上做出新贡献 ,成

为新样板 ,新典型。为把黄淮海平原建设成我国最

大的无污染农牧业生产基地。绿色食品生产基地提

供新鲜理论 ,技术和方法。

3) 切实解决好无污染养殖业生产技术的引进、

培训和推广。以微生态工程技术的全面推广和应用

为突破口 ,大力提倡无污染畜牧业生产新工艺、新方

法、新技术 ,严格禁止使用有害于人类健康的抗生

素、激素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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