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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低碳养殖背景简单回顾

u 2015，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u 2020，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讲话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

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u 2020，《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发布

u 2021，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

知：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农业等低碳农业模式

u 2022，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

方案的通知：深入推进规模养殖场污染治理，整县推

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1.1 低碳养殖背景简单回顾

u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的意见（国办发【2017】 48号）

u农业部关于印发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的通
知（农发【2017】2号）

u农业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
年）》

u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绿色种养
循环农业试点工作的通知（农办农〔2021〕10号）



1.1 低碳养殖背景简单回顾

u 2021年4月21日，农业农村部发布《猪鸡饲料玉米豆
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

关于公布饲料中豆粕减量替代典型案例的通知8家企业
2021年共减少豆粕使用量408万吨



1.1 低碳养殖要求

u 2022，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

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

Ø 畜牧业减排降碳

ü 推广精准饲喂技术

ü 推进品种改良

ü 提高畜禽单产水平和饲料报酬

ü 提升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从品种、营养、饲养、疫病控制、粪污利用等生猪养殖全
技术链出发，促进养殖业节粮降耗，减排固碳，资源利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1.1 湖北省生猪产业发展现状

湖北省是我国的生猪主产区之一，生猪生产与调出大省
- 猪肉消费占肉类消费的60%以上

- 生猪产业产值过千亿,占畜牧总产值50%以上，是畜牧业支柱产业

- 生猪常年出栏量4100万头以上，全国第5

- “十四五生猪产业发展区域规划”中为调出区



1.1湖北省生猪产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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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猪存栏量（万头）

生猪产能有效快速恢复

2021年，生猪出栏量4115.08万头，同比增加56.4%，位居全国第6

生猪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670亿元，同比增长11.3%，在大宗农产品中排名第一

2021年全省生猪净调出476.8万头

2022年出栏4286.15万头，比上年增长4.2%



1.1湖北省生猪产业发展现状

规模养殖比例、粪污资源化利用比例不断提升



1.2湖北省生猪产业发展面临挑战

面临挑战1-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差距大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猪养殖在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方面存

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PSY）与饲料

转化效率

国家 中国 丹麦 德国 法国 美国

PSY 19 33.89 30.63 30.08 27.29

饲料转化率 3.0 2.6 2.77 2.73 2.75

数据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



1.2湖北省生猪产业发展面临挑战

面临挑战2- -饲料资源短缺与转化效率不高问题突出

Ø 饲料成本占养猪生产成本的70%以上

Ø 玉米、大豆等主要饲料原材料产能不足，

“人猪争粮”，严重依赖进口

Ø 饲料浪费问题：显性浪费（饲喂、储存过程

中的损失）；隐性浪费（饲料转化效率低



1.2湖北省生猪产业发展面临挑战

面临挑战3- -疫病防控压力依然较大

非洲猪瘟：成本增加50-100元/头育肥猪

蓝耳、伪狂犬病等疫病



1.2湖北省生猪产业发展面临挑战

面临挑战4- -养殖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低

一方面，全省设备制造业发展仍处于中低端水平，产业规模和科技

水平与山东、河南等畜禽设备制造大省仍具有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现有养殖设施设备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低



1.2湖北省生猪产业发展面临挑战

面临挑战5- -粪污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压力仍然存在

Ø 土地、生态环境容量等资源环境约束，全省山地占56%，丘陵占24%，

平原湖区占20%

Ø 种养结合不紧密，粪污消纳土地严重不足

Ø “碳中和碳达峰”行动，对粪污工业化处理水平和种养结合要求高





1 持续选育高效、优质猪新品种（系），源头提升效率

n 产研融合，持续并加强杜洛克猪、大白猪、

长白猪等外来品种本土化选育，选育高繁、

快长、节粮瘦肉猪新品系

Ø 杜洛克猪：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效率好、

产肉量多

Ø 长白猪：生长速度快、繁殖力高、瘦肉率高

Ø 大白猪：繁殖力高、生长速度快、母性优良

规范性能测定+先进育种技术+区域联合育种 



1 持续选育高效、优质猪新品种（系），源头提升效率

n 创新利用地方猪资源培育新品种（系），满足
多元化需求

Ø 国审新品种“硒都黑猪”：实现30年来湖北省生
猪国审品种“从0到1”突破

Ø 楚香黑猪：中试，国家性能测定
Ø 鄂通两头乌猪：中试，国家性能测定
Ø 荆贡猪配套系：组建育种核心群

鄂通两头乌 楚香黑猪硒都黑猪



2 加强研发与应用高效营养技术，拓展饲料资源

n 创新与应用高效营养技术，提高饲料利用效率
Ø 低蛋白日粮技术
Ø 酶菌协同预发酵饲料技术
Ø 养分精准供给技术
Ø 。。。。

指标 日粮蛋白质

降低1个百分
点

最大化效果

(4-5个百分
点)

总氮排泄量 -10% -50%

空气中氨浓
度

-13% -60%

饮水量 -3% -28%

排泄物总量 -5% -30%



2 加强研发与应用高效营养技术，拓展饲料资源

n 创新与应用高效营养技术，提高饲料利用效率
Ø 筛选出高效改善豆粕营养品质的复合酶，有效提高抗原蛋白和植酸

磷的降解率
Ø 建立起酶菌协同的液态预消化技术，与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相比，

饲料损耗降低30%~50%，效率大幅度提高（由72 h降低至24 h）

组别 对照组 活性生物饲料组

氮(%) 4.32±0.02a 3.94±0.07b

磷 (%) 1.67±0.03a 1.27±0.07b

铜 (mg/kg) 288.7±14.6a 267.0±9.2a

锌 (mg/kg) 199.3±15.3 194.7±14.4

对育肥猪粪中部分营养物质排放量的影响

指标 豆粕 预消化豆粕
粗蛋白质/% 49.85±0.36a 50.05±0.38a
小肽/% 2.09±0.05a 10.77±0.23b
高分子蛋白质/蛋白质
/% 25.87±1.09a 3.55±0.12b

中分子蛋白质/蛋白质
/% 49.36±0.37a 6.31±0.32b

低分子蛋白质/蛋白质
/% 24.77±0.33a 90.14±1.87b

中性洗涤纤维/% 14.21±0.28a 11.72±0.31b
酸性洗涤纤维/% 10.48±0.25a 9.31±0.33b
半纤维素/% 3.73±0.19a 2.41±0.22b



2 加强研发与应用高效营养技术，拓展饲料资源

n 开展非常规饲料资源高效利用，积极实施玉米豆粕减量替代
Ø 酒糟：2021年酒糟产量在187.8万吨左右，考虑到粗蛋白和赖氨酸含

量等因素，按5%酒糟饲料的添加比例可替代2%玉米和3%豆粕，可以替
代 75.12万吨玉米和112.68万吨豆粕

Ø 双低油菜籽粕：2021年双低油菜籽粕为151.06万吨左右。双低菜粕与
豆粕的相对比值为65-70%左右，最多可以替代豆粕总量为105.74万吨



2  加强研发与应用高效营养技术，拓展饲料资源

l 利用武陵山区酒糟等非粮饲料
资源，研发、应用优质猪育肥
猪发酵日粮，提供生猪饲料玉
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

⫸ 每kg发酵饲料单价比常规饲料

少0.15元，单位增重成本节省

0.26元/kg



2  加强研发与应用高效营养技术，拓展饲料资源

n 建立杂交构树袋装发酵等加工
技术：设计出构树专用酶解发
酵剂，使用发酵袋进行发酵处
理，生产出构树发酵饲料

⫸ 粪中氮的排泄量降低8.5%，磷

的排泄量降低13%以上

发酵构饲料对育肥猪粪中部分
营养物质排放量的影响

组别 对照组
发酵构树替代

10%豆粕组

氮(%) 5.27 ±0.09a 4.82±0.04b

磷 (%) 1.55±0.07a 1.34±0.06b



3 加快数智化升级及改造，提升生产效率

Ø 基于大数据的数智化生产，实现精准饲喂，精细管理
Ø 养殖工艺一体化、智能设备精准饲喂、智能环境实时监控



3 加快数智化升级及改造，提升生产效率

Ø 基于大数据的数智化生产，实现精准饲喂，精细管理
ü 基于生猪设施养殖的智能一体化生产工艺

l 产前背膘处于21mm-28mm区间范围
的妊娠母猪达85%以上，母猪配种
分娩率达92%以上，PSY从23头提
高到26.8头，保育期日增重达
368g，提高15.8%

l 育肥猪出栏时间减少10天以上，
饲料消耗减少28kg/头



4 推进重大疫病净化与兽药减量替代，降低发病率

p 集成与推广疫病净化技术，助力企业疫病净化及综合防控
l 国家级生猪疫病净化场1个
l 国家级生猪疫病净化创建场1个
l 国家级非洲猪瘟无疫小区5个
l 省级疫病净化场12个



4 推进重大疫病净化与兽药减量替代，降低发病率

n 研发以厚朴酚为主要活性成分的协同增效抗生素替代品

母猪妊娠后期日粮中添加添加0.02%和0.04%的厚朴酚

ü显著降低母猪在哺乳阶段的背膘损失

ü显著提高仔猪窝产仔数、窝产活仔数、健仔数及出生窝重

ü提高仔猪抗氧化能力

ü增加仔猪十二指肠绒毛高度

母猪在试验期内背膘厚变化
母猪哺乳期背膘厚损失



5 研发与应用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推进环境友好

p 构建生猪养殖碳氮足迹评估模型，建立最适碳氮减排生产模式

⫸基于LAC（生命周期法）
原理，确定生猪养殖全链
条碳足迹计算方法



p 集成、推广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模式
• 生猪养殖粪污异位发酵床模式

• 江汉平原“猪-沼-肥（电）-水稻（果）”种养一体化模式

• 山区“猪-沼-肥-菜（果）”种养循环养殖模式 

p 形成了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5 研发与应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推进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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