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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提升畜牧养殖效益

巴雅尔图
达来苏木人民政府Ǔ内蒙古Ǔ锡林郭勒Ǔ011300

摘Ȟ要：本文探讨了运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提升畜牧养殖效益的策略。首先阐述了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内涵与主

要内容，包括绿色饲料、生态养殖环境构建和疫病绿色防控技术。接着分析了该技术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方面的

提升体现，如降低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减少污染排放等。同时指出了技术推广面临的问题，如技术认知不足、资

金投入限制和市场监管不完善。最后提出了加强技术培训与宣传、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和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等对策，以

促进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应用，提升畜牧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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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度不断提

高，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成为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

统畜牧养殖方式带来的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

日益凸显，而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强调可持续发展，注重

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绿色畜牧养殖

技术的重要性、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为提升畜牧养

殖效益提供可行的路径和方法，推动畜牧业向绿色、高

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1��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概述

1.1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内涵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是一种遵循生态学原理、以可持

续发展为目标的养殖技术。它强调在畜牧养殖过程中，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对环境的破坏，保障动物的福

利，提高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如在饲料的选择上，

更倾向于天然、无污染的饲料来源，避免使用含有激

素、抗生素残留过高的饲料。同时在养殖环境的构建方

面，注重养殖场的选址、布局和卫生管理，以创造一个

有利于动物生长且对周边环境影响最小的养殖空间。

1.2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主要内容
1.2.1  绿色饲料技术
（1）饲料原料的绿色化：优先选用有机农作物、牧

草等作为饲料原料。这些原料在种植过程中不使用化学

农药和化肥，减少了有害物质在饲料中的残留。如苜蓿

草是一种优质的绿色饲料原料，富含蛋白质、维生素等

营养成分，且容易被牲畜消化吸收。（2）饲料添加剂
的合理使用：与传统养殖中大量使用化学合成添加剂不

同，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倡导使用天然的饲料添加剂，如

益生菌、酶制剂等。益生菌可以调节牲畜肠道菌群，增

强免疫力，提高饲料利用率；酶制剂能帮助分解饲料中

的复杂成分，提高消化率。研究表明，在猪的饲料中添

加适量的益生菌，可使猪的日增重提高10%-15%，同时
减少粪便中有害气体的排放。

1.2.2  生态养殖环境构建技术
（1）养殖场选址与布局：养殖场应远离居民区、水

源地和交通要道，以减少对周边环境和居民生活的影

响。在场内布局上，要合理划分生活区、生产区、粪便

处理区等，保证养殖流程的顺畅和卫生。（2）养殖环境
的生态化管理：采用生物防治技术控制害虫和病菌，减

少化学药品的使用。如利用昆虫天敌来控制养殖场内的

害虫数量；通过种植具有净化空气作用的植物来改善养

殖环境空气质量。再加强养殖环境的通风、光照和温湿

度控制，为牲畜提供舒适的生长环境。

1.2.3  疫病绿色防控技术
（1）预防为主的理念：注重日常的防疫管理，包括

养殖场的定期消毒、牲畜的疫苗接种、人员和车辆的进

出消毒等。通过建立完善的防疫体系，降低疫病发生的

风险。如每周对养殖场进行至少一次的全面消毒，严格

按照疫苗接种程序对牲畜进行免疫接种。（2）中兽药的
应用：中兽药具有副作用小、不易产生耐药性等优点，

在绿色畜牧养殖疫病防控中具有重要作用。如黄芪多糖

具有提高动物机体免疫力的功能，可用于预防和辅助治

疗多种牲畜疫病[1]。

2��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提升养殖效益的体现

2.1  经济效益的提升
2.1.1  降低成本
（1）饲料成本的降低：绿色饲料技术提高了饲料的

利用率，减少了饲料的浪费。同时，天然饲料原料和绿

色饲料添加剂的价格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相对较高，但从

长期来看，由于其能提高牲畜的生长性能，降低了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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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的饲料成本。如使用益生菌添加剂后，牲畜对饲

料的消化吸收更好，饲料转化率提高，每头牲畜的饲料

消耗量降低，从而降低了饲料总成本。（2）疫病防控
成本的降低：绿色疫病防控技术通过预防为主的策略，

减少了疫病的发生频率。疫病的减少意味着在治疗方面

的投入减少，包括兽药的购买、兽医服务费用等。据统

计，实施绿色疫病防控的养殖场，每年在疫病防控方面

的成本可降低30%-50%。
2.1.2  提高产品附加值
（1）绿色畜产品的市场需求：随着消费者健康意

识和环保意识的增强，绿色畜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受

欢迎。绿色畜产品的价格通常比普通畜产品高出20%-
50%。比如有机猪肉、绿色鸡蛋等产品在超市和高端市场
上往往供不应求，养殖户通过生产绿色畜产品能够获得

更高的销售收入。（2）品牌建设与市场竞争力：采用绿
色畜牧养殖技术有助于养殖户打造绿色畜产品品牌。具

有良好品牌形象的畜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能够吸

引更多的消费者和经销商。

2.2  环境效益的提升
2.2.1  减少污染排放
（1）粪便的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绿色畜牧养

殖技术强调对牲畜粪便的科学处理。通过建立沼气池、

堆肥设施等，将粪便转化为沼气和有机肥料。沼气可以

作为养殖场的能源，用于照明、取暖和饲料加工等；有

机肥料可以用于农田施肥，减少了化学肥料的使用。这

样既减少了粪便对环境的污染，又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

用。（2）减少化学药品污染：在疫病防控中减少化学药
品的使用，避免了化学药品残留对土壤、水源和空气的

污染。如减少抗生素的使用，降低了土壤中抗生素残留

的风险，保护了土壤微生物生态系统。

2.2.2  保护生态资源
（1）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绿色畜牧养殖的生态养殖

环境构建技术，合理规划养殖场的用地，避免过度占用

耕地和破坏草原等生态资源。如采用轮牧制度，既能保

证牲畜的草料供应，又能保护草原植被的生长，维持草

原生态平衡。（2）保护水资源：通过对养殖场污水的处
理和循环利用，减少了对水资源的浪费和污染。比如将

养殖场的污水经过净化处理后，用于灌溉养殖场内的牧

草或周边的农田。

2.3  社会效益的提升
2.3.1  保障食品安全
（1）提供健康的畜产品：绿色畜牧养殖技术严格控

制饲料、兽药等投入品的使用，确保畜产品中不含有害

物质的残留，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健康的畜产品。这

对于保障公众的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2）增强消费
者信心：随着绿色畜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消费者对畜

产品的信心也在增强。这有助于稳定畜产品市场的消费

需求，促进整个畜牧养殖行业的健康发展。

2.3.2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1）绿色饲料产业：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带动

了绿色饲料产业的发展。绿色饲料原料的种植、绿色饲

料添加剂的研发和生产等相关产业都得到了发展，形成

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如，随着对有机饲料原料需求的增

加，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种植有机农作物，既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又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畜产品加
工与销售产业：绿色畜产品的发展也为畜产品加工和销

售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加工企业可以开发绿色畜

产品加工品，如绿色肉制品、乳制品等；销售企业可以

通过建立绿色畜产品销售渠道，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推广面临的问题

3.1  技术认知不足
（1）养殖户传统观念的束缚：许多养殖户习惯了传

统的畜牧养殖方式，对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缺乏了解和信

任。他们认为传统养殖方式已经能够满足生产需求，不

愿意尝试新的技术。如一些养殖户仍然认为使用大量的

化学饲料添加剂可以快速提高牲畜的生长速度，而忽视

了其对畜产品质量和环境的负面影响。（2）缺乏技术培
训与宣传：目前，针对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培训和宣传

力度还不够。养殖户往往不知道如何获取绿色畜牧养殖

技术知识，也不清楚绿色畜牧养殖技术能给他们带来哪

些实际的效益。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信息传播渠道有

限，养殖户很难接触到最新的绿色畜牧养殖技术信息[2]。

3.2  资金投入限制
（1）技术设备购置成本高：实施绿色畜牧养殖技术

需要购置一些先进的设备，如沼气池建设设备、粪便处

理设备、环境监测设备等。这些设备的购置成本较高，

对于一些中小规模的养殖户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一套小型的粪便处理设备可能需要数万元，这对于资

金有限的养殖户来说是难以承受的。（2）资金回收周期
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效益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

体现出来。比如建立绿色畜产品品牌需要长期的市场培

育和品牌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养殖户需要持续投入资

金，而资金回收周期较长，这使一些养殖户望而却步。

3.3  市场监管不完善
（1）绿色畜产品标准执行不严格：虽然我国已经制

定了一些绿色畜产品的标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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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严格的情况。一些不符合绿色标准的畜产品可能会打

着绿色的旗号进入市场，扰乱了市场秩序。这不仅损害

了消费者的利益，也影响了真正采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

的养殖户的积极性。（2）市场认证体系复杂：绿色畜产
品的认证过程较为复杂，涉及多个部门和环节。养殖户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申请认证，而且认证费用

也较高。这使得一些养殖户不愿意进行绿色畜产品的认

证，影响了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

4��促进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提升养殖效益的对策

4.1  加强技术培训与宣传
4.1.1  开展技术培训活动
政府相关部门、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和行业协会

应联合为养殖户及基层畜牧兽医工作人员组织绿色畜牧

养殖技术培训活动，内容涵盖绿色饲料、生态养殖环境

构建、疫病绿色防控等技术。比如讲解挑选优质饲料原

料及科学调配方法以降低成本；传授合理规划养殖场布

局、利用自然条件及建设环保设施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让养殖户掌握疫病发病规律及防疫程序方法。邀请

专家实地培训并建立长期技术指导机制，设示范基地供

养殖户观摩学习。

4.1.2  加大宣传力度
在宣传方面，要利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体

渠道。电视可制作专题节目和纪录片展示绿色畜牧养殖

成果；报纸通过专栏文章和新闻报道解读相关政策和技

术要点；网络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和养殖技术论坛发布视

频教程和图文资料。制作丰富实用的宣传册介绍技术环

节并配图片案例，视频资料生动展示养殖场景和效果。

在农村集市、养殖合作社设宣传点，安排专业人员现场

讲解答疑。在村口、养殖场附近设立宣传栏张贴宣传海

报，突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特点，定期更新内容发布最

新技术信息和政策动态，保持养殖户对绿色畜牧养殖技

术的关注。

4.2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为了更好地推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加大资金扶持力度至关重要。一方面，政府提供财政补

贴是关键举措。政府应专门设立专项资金，全面支持绿

色畜牧养殖。在设备购置补贴上，对于像粪便处理设备

等环保相关的养殖设备，给予养殖户30%-50%的价格补
贴，这将大大降低养殖户的前期投入成本，鼓励他们积

极购置先进设备，提升养殖环境的清洁度和资源利用

率。绿色饲料补贴能够激励养殖户选择更加环保、安全

的饲料，确保牲畜的健康生长，同时减少对化学添加剂

等可能危害环境和牲畜健康的饲料成分的依赖。绿色畜

产品认证补贴则可以提高养殖户申请认证的积极性，增

强绿色畜产品的市场公信力和认可度。另一方面，拓宽

融资渠道是重要保障。金融机构应加大对绿色畜牧养殖

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推出低息贷款等优惠政策，为养

殖户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贷款担保等措施也可以降低

养殖户的贷款门槛和风险，让更多养殖户有机会获得资

金用于扩大养殖规模和技术升级[3]。

4.3  完善市场监管机制
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绿色畜产品标准，加大市场上

畜产品的抽检力度，这既能确保消费者买到真正的绿色

畜产品，又能对生产者形成有效监督。对于假冒绿色畜

产品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让违规企业和养殖户付出

应有的代价，维护市场的公平与秩序。同时，简化认证

体系也刻不容缓。优化认证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和

手续，能降低养殖户的时间成本。降低认证费用则可减

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一站式认证服务平台的建立更是为

养殖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让他们能更积极地参与绿色

畜产品的生产与认证，推动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结束语：运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对于提升畜牧养殖

效益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加强技术培训与宣传，可提高

养殖户对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认知和接受度；加大资金

扶持力度，能缓解养殖户的资金压力，推动技术设备的

更新和应用；完善市场监管机制，确保绿色畜产品的质

量和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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