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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粮食安全，既要满足口粮需求，也要满足饲用
基本需求。随着居民收入增长，畜禽水产品消费增加，
我国人均口粮消费逐步减少，饲料粮消费持续增长，目
前已超过谷物总消费量的 40%，如果算上大豆，饲用占
比超过了 50%。随着居民消费进一步升级，我国饲料
粮需求还将保持刚性增长。保障粮食安全，主要压力
在饲料粮，促进粮食节约，重要潜力也在饲料粮。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提出加
强饲料粮减量替代。2018年以来，饲料行业坚持把提高
饲料转化效率作为推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任
务。针对玉米和豆粕在配合饲料中占比过高的情况，充
分发挥“政、产、学、研”密切配合的作用，组织开展技术
攻关和示范推广，促进开源替代、提效减量，取得了明显
成效。2021 年前三季度，配合饲料中玉米占比由 2017
年的52%降至38.8%，豆粕占比由17.9%降至15.6%。

今后一段时间，饲料行会将系统总结成效经验，持续
加大开源提效力度，进一步促进饲料原料品种多元化和
饲料产品高效转化利用，助力粮食节约行动见到实效。

一是完善原料营养价值科学数据，夯实饲料提效降
耗基础。科学精准的饲料原料营养价值参数，是饲料精
准配制、高效利用的基础。2018 年以来，全国动物营养
指导委员会组织全国优势教学科研机构的力量，采用

“拾遗补缺”的策略，开展了国内常用饲料原料的营养物
质含量评定，并针对猪、禽、牛、羊等主要畜种的不同生
长阶段，分别评价测定了60多种常用原料的有效能值、
蛋白质和氨基酸消化率等主要参数，建立了动态预测模
型，构建了公益性饲料营养价值数据库，为用户基于性
价比选用原料、精准配料提供了数据支撑。国内饲料养
殖企业应用实践表明，基于精准的原料参数，精准制定

饲料配方，推行精细加工工艺，可以提高饲料报酬1.5个
百分点以上。下一步，要着力完善稻谷、木薯、杂粮、杂
粕、粮食加工副产物以及微生物单细胞蛋白等可利用饲
料资源的营养价值参数，优化应用平台系统，面向饲料
养殖行业提供免费查询和应用服务，为饲料精准配方技
术和精细加工工艺的全面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二是丰富饲用谷物品种来源，弥补玉米产需缺口。
除玉米外，小麦、大麦、高粱、稻谷等其他谷物也是优质
饲料原料，配合使用酶制剂等添加剂，可以替代玉米在
饲料中使用。饲料养殖企业用什么品种，主要看性价比
是否合算、供应是否稳定。我国小麦和稻谷的库存充
足，近年来国家实施饲用定向拍卖，通过性价比优势，引
导饲料养殖企业购买使用库存轮换口粮，加上大麦、高
粱等原料进口补充，有效缓解了玉米供需矛盾。下一
步，要继续推动完善超期库存小麦、稻谷等粮食定向投
放饲用，支持拓展进口来源，多渠道增加饲用玉米替代
原料供应。同时，加强玉米替代原料饲用技术研究，鼓
励新型酶制剂产品创制，开展配套技术方案集成示范，
为构建多元化饲料配方结构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大力推广高品质低蛋白日粮，减少豆粕饲用
需求。动物生长需要蛋白质，主要是为了获取所必需
的氨基酸。使用常规原料配制饲料，要保证所有必需
氨基酸都满足动物需求，就不可避免导致饲料中蛋白
质过剩。低蛋白日粮配制技术基于“木桶原理”，用工
业化生产的氨基酸，补齐短板品种，减少其他品种的浪
费，达到降低饲料中蛋白质用量的目的，名为低蛋白，
实为高品质。目前，我国饲料中平均蛋白质水平在
18%左右，但实际利用效率只有 50%左右。2018 年以
来，农业农村部先后制定发布了猪鸡低蛋白配合饲料

的团体标准和国家标准，在不影响动物生产性能和产
品品质前提下，将猪鸡全程饲料蛋白水平下调 1 个至
1.5 个百分点，相当于 2.3 个至 3.5 个百分点的豆粕。规
模养殖企业的实践证明，添加 5 种至 6 种必需氨基酸，
配合应用净能体系，可以将育肥猪全程饲料蛋白水平
降至 13%左右。下一步，要继续大力推广猪鸡高品质
低蛋白日粮配制技术，组织开展示范推广及效果跟踪
评价，鼓励异亮氨酸等小品种必需氨基酸生产，满足低
蛋白日粮配制需求，进一步降低饲料中豆粕等蛋白原
料用量。同时，加快研究低蛋白日粮在其他畜禽品种
中应用的可行性，逐步扩大技术应用范围。

四是发展优质饲草产业，减少牛羊养殖精饲料用
量。2015年以来的粮改饲实践表明，按照以畜定产原则，
用部分耕地发展全株青贮玉米、苜蓿、饲用燕麦等饲草作
物，不但可以提高牛羊生产性能和养殖效率，还可以减少
牛羊养殖过程中玉米和豆粕等精饲料用量，实现“化草为
粮”“以草代粮”。例如，将玉米籽粒和秸秆一起全株饲用
后，不仅玉米籽粒没有损失，还提高秸秆利用率，又减少
豆粕用量，相当于增加了额外的能量和蛋白供应，1亩地
可以发挥出 1.3 亩左右的效应；优质高产苜蓿按目前单
产514 公斤的水平，每亩地提供的蛋白90 ~ 100公斤，相
当于 2 亩大豆。以 2020 年粮改饲面积 1800 万亩规模测
算，生产的优质饲草用于牛羊养殖，节约豆粕用量超过
150万吨以上。下一步，要继续大力发展饲草产业，推广
农闲田种草和草田轮作，着力增加全株青贮玉米、苜蓿、
饲用燕麦、黑麦草等优质饲草供应，引导改变牛羊养殖过
多依赖精饲料的饲养模式，减少饲料粮消耗。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全国动物营养指导委员会秘
书长谯仕彦）

推进饲料粮减量替代
受阶段性降雨影响，今年秋播播期推

迟，适期播种比例偏低。因墒情较足，适期
播种小麦出苗较好，基本实现一播全苗。
但由于低温寒潮和晚播的影响，一二类苗
比例减少，苗情基础不及往年，不平衡性较
为突出。一是播期差异大。据调查，小麦
适期播种面积占 34.6%，较上年大幅下降，
截至 11 月 20 日全区尚有 5%田块未播种，
这部分田块无法实现壮苗越冬。二是播种
质量差异大。因抢收抢种，部分田块秸秆
还田深度、均匀度不到位，粗放播种，对出
苗和苗期生长影响较大，不利于小麦安全
越冬。三是配套技术措施应用差异大。部
分田块基肥不足，15%左右田块没有及时
配套田间沟系，湿、渍害隐患大。四是苗情
差异大。部分早播小麦已进入分蘖期，晚
播小麦尚在出苗中。受“拉尼娜”气象事件
影响，我区入秋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明显
的低温寒潮天气，并造成部分小麦幼苗不
同程度冻害。预计冬季强低温寒潮发生概
率较大，小麦冻害风险较高，特别是不利于
晚播小麦苗情转化升级。针对今年秋播形
势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隐患，各地要切实加
强一种就管措施落实，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力争壮苗越
冬，为明年夏熟丰收打好基础。

1.健全沟系，确保排灌畅通。沟系配套是小麦生产
防灾减灾的重要技术措施之一。对目前尚未开挖沟系的
麦田，要抓住冬前晴天及时开好麦田三沟，提高沟系配套
标准，以利排水降渍，防止冬春连阴雨天气造成严重渍害
和加重冻害。畦沟、腰沟和田头沟深度分别达到 20～
30cm、30～40cm和40～50cm，特别要加深田外围沟，确保
内外三沟畅通。对于已开沟但沟系不畅的田块，要趁晴
及早清沟，疏通沟系，接通田头沟，确保排灌畅通。

2.早施苗肥，促进苗情转化。对于播种质量好，出苗
正常的麦田，基本苗较多的田块，冬前一般不需追肥。地
力较差或基肥用量不足的麦田，要尽早补施苗肥或分蘖
肥。适期播种、基本苗适宜的田块可在 3～5 叶期根据苗
情适量施用壮蘖（平衡）肥，每亩尿素5～7.5公斤左右，促
进大分蘖生长。预计冬前茎蘖数不足预期穗数苗的田
块，根据苗情尽早追肥促长促蘖，施肥量可适当增加到每
亩用尿素7.5～10公斤；确保基苗（蘖）肥总量每亩施足纯
氮 9～10公斤以上，占一生总氮量的 50%～60%。晚播小
麦在基本苗和基苗肥充足的情况下不宜盲目追肥，以防
促进无效分蘖过多发生，重点应在春后施好拔节孕穗肥
攻大穗，最大限度减小晚播对产量的影响。

3.适度镇压、覆盖、化控，增强抗逆防冻能力。对稻
草还田量较大、表土层煊松的麦田要适度镇压，确保根
土密接，提高保墒防冻能力。适度镇压应掌握在日平均
气温 3℃以上、墒情适宜（表土干白）时进行。稻田套播
小麦，可增开田间沟系利用沟泥加强覆盖，有条件的地
方也可利用秸秆覆盖或增施土杂肥覆盖，保温防冻。对
有旺长趋势的小麦，应在冬前抢晴暖天气喷施矮壮丰、
矮苗壮或多效唑等进行适当化控。化控时要注意田间
喷药要匀，用量要准，兑水要足。入冬前墒情不足的田
块，要主动在冬前（日平均气温 3℃以上）适时进行喷灌
或沟灌洇水，速灌速排，避免大水漫灌。

4.科学化除，防止冻药害。对秋播未化除或化除效
果不理想的田块，可在冬前冷尾暖头、日平均气温 5℃以
上（最低气温 0℃以上）的晴天及时喷药化除。要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趋势，避开低温寒潮，注意寒潮来临前 5～7
天不宜化除用药。使用异丙隆、甲基二磺隆等易发生冻
药害的除草剂，在寒潮后 5 天内、寒潮前 7～10 天内均不
宜用药，防止冻药害。 （来源：区植保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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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天气寒冷、土壤冻结、干旱多风，幼龄果树的
枝条较脆弱，极易抽条，严重时会导致植株枯死。预
防幼龄果树抽条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饱灌冬水，早浇春水。在土壤封冻前灌足冬水，
可使果树充分吸收水分，防止发生生理干旱，对减少
抽条和缩短抽条长度大有好处。

幼树埋土，大树培埂。对新栽的幼龄果树，可在
冬季将树体轻轻按倒在地面上，使根际上部一段呈
弓形弯曲，然后覆盖 15 ~ 20 厘米厚的湿土。这样既
可以减少树体水分的蒸发，又能起到保湿防寒的作

用。对于较大不能弯曲的果树，可采取培埂的方法，
即在树干北面培起 60 厘米以上高的月牙形土埂，以
改变树体周围的小气候条件，提高地温，缩短土壤解
冻期，使根系及时吸收水分，防止抽条的发生。涂抹
防护剂。用石硫合剂、食盐、豆浆各 0.5 千克和石灰 3
千克加适量水调和成涂抹剂，涂刷在幼龄果树的树
干上，既可以减少树体水分的蒸发，防止冻害，又能
杀死越冬虫卵。另外，也可用凡士林膏涂抹果树的
枝干，以减少水分蒸发，防止抽条的发生。

（来源：中国农科网）

加强冬季管理 防幼龄果树抽条

灰霉病，是比较难防治的一种真菌性病害，属低
温高湿型病害，病原菌生长温度为 20～30℃，温度
20～25℃、湿度持续90%以上时为病害高发期。

表现症状：花、果、叶、茎均可发病。果实染病，青
果受害重，残留的柱头或花瓣多先被侵染，后向果实扩
展，致使果皮呈灰白色，并生有厚厚的灰色霉层，呈水
腐状，叶片发病从叶尖开始，沿叶脉间成“V”形向内扩
展，灰褐色，边有深浅相间的纹状线，病键交界分明。

发病原因：该病害是一种典型的气传病害，可随
空气、水流以及农事作业传播。所以灰霉病难以防
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厚厚的霉层传播广泛，
导致病害大面积发生。

防治方法：物理防治。首先注意棚内排湿，比如
分次放风，操作行铺设作物秸秆等。再者，因为其厚
厚的霉层极易扩散传播，发现病株后要小心包裹并
及时清出棚外。药剂防治。前期可用腐霉利+百菌
清交替啶酰菌胺+百菌清进行预防，若发生严重，可
用氟吡菌酰胺+喹啉铜交替氟唑菌酰胺·吡唑醚菌
酯+春雷霉素。 （来源：《农业科技报》）

防治灰霉病，还得是这个“方”

花穗上有明显的病变，表现为褐色病斑，病部长出大
量白霉，也就是病原菌的孢囊梗和孢子囊，这是绵疫病为
害导致。常用的防治药剂有代森锰锌、精甲霜灵·锰锌、
霜霉威盐酸盐、烯酰吗啉·锰锌、氟吡菌胺·霜霉威等。绵
疫病的病原菌属于卵菌，生长发育适宜温度 28~30℃，相
对湿度 85%有利于孢子形成，95%以上的菌丝生长旺盛。
当前，棚内湿度难降，形成了发病的适宜条件。日常管理
中，要及时通风，降低湿度。 （来源：《农业科技报》）

番茄花穗上有白色霉层，是什么病害

设施课堂设施课堂症状描述：黄瓜叶片上出现小黄
点，迎光观察，可见中间部位有明显“靶
心”，病斑边缘呈不明显的水浸状。

防治要点：这是靶斑病为害导
致。靶斑病是近几年来流行危害较
为突出的病害之一，田间主要危害
中下部叶片，严重时，叶部病斑融
合，导致叶片枯死，严重影响植株长
势。湿度大时病斑上可生有稀疏灰
黑色霉状物，呈环状。菜农应该加

强管理，增强植株长势，经常叶面喷施甲壳素、氨基酸
类叶面肥，增强叶片的抗病性。防治靶斑病可用苯醚
甲环唑+百菌清或嘧菌酯·苯醚甲环唑+百菌清+琥胶
肥酸铜，注意交替轮换使用。 （来源：中国农科网）

识识 病病看图图

山东省滨
州市滨城区大
力发展沿黄生
态高效现代农
业，引入龙头企
业在黄河滩区
流转土地，打造
蔬菜基地，种植
黄瓜、西红柿、茄
子等 30多种蔬
菜，助力区域经
济 快 速 发 展 。
图为滨州市中
裕黄河岸蔬菜
基地工作人员
在管护蔬菜。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