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农业部网站消息，近年
来，猪肉消费逐渐增多，传统养
殖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以适
度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养殖业
应运而生。然而，猪吃的饲料有
管理要求吗？猪长得快，是被催
肥的吗？这些问题困扰着民
众。近日，农业部邀请专家进行
了解读。

问题一：猪吃的饲料有
管理要求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畜牧
健康养殖中心主任印遇龙：养殖
中给猪饲喂营养均衡的饲料，是
猪能健康生长的一个重要因
素。饲料由饲料原料和饲料添
加剂组成。我国使用的饲料原
料和饲料添加剂均实行许可制，
即批准允许的方可使用，未批准
或禁用的均不可使用。农业部
发布有《饲料原料目录》，并不定
期进行更新。目录之外的物质
用作饲料原料的，应当经过科学
评价并由农业部公告列入目录
后，方可使用。

饲料添加剂是饲料中用量
少但作用很大的饲料成分，没有
饲料添加剂，就无法配制出既满
足动物需求又营养平衡的饲
料。添加剂可分为营养性添加
剂、一般性添加剂和药物添加剂
三类，在饲料中比重一般不会超
过4%，比例高了，饲养成本提
高，对养殖户来说并不划算。传
统的单一饲料只能解决生猪的
“吃饱”问题，而营养性添加剂主

要是解决生猪“吃好”的问题。
在饲料中添加适量药物添加剂，
可以有效防控生猪的常见性、多
发性疾病，国家制定有严格的
《饲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并
依照《兽药管理条例》的规定执
行。我国明令禁止在饲料中添
加苯巴比妥等镇静催眠、抗惊厥
类药物。通过添加安眠药让猪
多睡少动、快速长肥是没有必要
的，因为圈养的生猪本身活动量
就很少，没必要使用镇静剂。

为了保证饲料的质量和安
全，农业部每年都在全国开展饲
料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工作。
2017年上半年抽检各类商品饲
料合格率为96.43%。可以说，我
国饲料产品总体上是安全可靠
的，畜牧养殖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是有保障的。

有人说养猪的人会在饲料
中添加尿素、砷制剂和铜，这种
说法是不准确的。尿素、砷制剂
和铜都有相应的限制性规定，不
得随意使用。尿素，是一种高氮
化肥，可以被牛、羊等反刍动物
瘤胃微生物所分泌的脲酶分解，
被合成蛋白质从而被吸收消化，
而猪没有瘤胃，尿素中的氮不能
被吸收利用，用量过大甚至会造
成生猪中毒死亡。铜，在饲料中
适量添加能促进猪的生长，具体
标准为每1000公斤饲料中铜制
剂添加量不能超过200克。此
外，还有传言说在猪饲料中加入
无机砷，猪会显得皮肤红润、毛
发光亮，这种说法犯了常识性的
错误。饲料中加入的是有机胂，
而不是无机砷。有机胂对于提

高饲料利用率、增强抗病能力有
着明显作用。目前，除中国外，
美国等很多国家也批准将其作
为饲料添加剂。有机胂会从粪
便排出，在生猪的机体组织中残
留极低。而无机砷是剧毒物质，
俗称砒霜，会造成生猪死亡，是
不允许在饲料中添加的。

问题二：猪长得快，是
被催肥的吗？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
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现代猪长
得快主要得益于种猪遗传育种
科技的进步。在1万多年的驯
养过程中，猪发生了许多变化：
繁殖性能有了提高，生长速度变
得更快，肉的品质有所改变。目
前，我国绝大部分猪是从国外引
进的杜洛克、长白和大白等品种
杂交而生的，这类商品猪具有节
省饲料粮食（土猪吃4斤饲料长
1斤肉、现代杜长大商品猪吃2.8
斤饲料长1斤肉）、生长速度快
（土猪一般8个月能长到75公
斤，杜长大商品猪6个月就能长
到120公斤）、瘦肉产量高（土猪
瘦肉产量比例一般在40%左右，
而杜长大商品猪瘦肉产量比例
可达 60%以上）、体型大等优
势。优质品种生猪160天左右
出栏很正常，国外更好品种的猪
出栏周期更短。

饲料质量的提高也起到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现代饲料科
学技术的应用推动我国配合饲
料转化率明显提高，由4∶1提高
到3∶1。过去养一头猪需要一年

的时间，现在6个月就可出栏，
这与营养均衡的饲料和养殖技
术进步是分不开的。。

此外，通过改善养殖环境，
实施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逐步
解决了重大疫病和抗生素残留
等问题，猪的生长周期逐渐缩
短，猪可以长到100公斤左右。

问题三：猪生病也要打
针吃药吗？这些药安全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
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沈建忠：生
猪在养殖中发病，必要的治疗用
药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欧盟
等养殖技术发达国家也是如
此。给猪用的是兽药，通常情况
下，为了预防健康猪群感染传染
性疾病风险，养殖者会针对具体
病种注射预防用疫苗。针对口
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由国家采
取强制免疫措施统一预防控制
该类风险；在生猪发生群体细菌
性疾病或其他群体疾病时，养殖
者一般会在兽医指导下，饲喂治
疗性兽药防治疾病；针对生猪个
体如外伤、难产等情况，一般要
由兽医进行专门治疗。

兽药是推进养殖业安全生
产和健康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投入品。依据《动物防疫
法》和《兽药管理条例》，动物养
殖过程中用药须遵守相关规
定。一是要使用国家批准的、质
量符合要求的兽药，不得使用禁
用兽药或化合物；二是不得使用
人用药，也不得在饲料或饮水中
使用激素类药物；三是凭执业兽

医处方使用兽用处方药；四是严
格按照兽药使用说明书规定的
动物品种、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内容使用兽药，严格执行停药期
规定；五是养殖场/户要建立规
范的用药记录。

目前，我国从未批准过激素
类药物用于动物促生长，已批准
的激素类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种
畜繁殖和产科疾病，这与欧盟的
规定是一致的。截至目前，农业
部只批准了土霉素等10多种抗
生素可作为药物饲料添加剂使
用，并严格规定了使用的动物品
种、用法用量、停药期等，规定内
容与国际标准基本接轨。

问题四：猪肉到底可不
可以放心吃？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标准研
究中心研究员钱永忠：农业部每
年对猪肉中可能存在的药物残
留及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开展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工作。2017年前三季度猪肉质
量安全监测合格率为99.8%。针
对人们担心的抗生素、瘦肉精、
注水肉等问题，农业部门开展了
兽用抗生素、瘦肉精等专项整治
行动和生猪屠宰监管“扫雷行
动”，重点打击兽药中非法添加、
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兽药、私屠滥
宰、屠宰环节添加“瘦肉精”、注
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等违法违规
行为，严防、严管、严控质量安全
风险。应该说，总体上我国猪肉
产品质量安全是有保障的，消费
者可以放心消费。

食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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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长得快是被催肥的？专家解读

■ 国内资讯

记者近日从福建农林大
学组织的“花生栽培种全基
因组序列破译”成果认证会
上获悉，该研究在国际上首
次破译了花生栽培种基因
组，成果总体处于国际同类
研究领先水平。

花生是世界重要油料作
物和第二大植物蛋白来源，中
国花生单产、总产和消费量均
居于世界首位。花生属有近
80个物种，却只有一个栽培
种，该基因组大、重复序列比
例高、组装难度大，全基因组
测序一直未能突破，严重影响
了花生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及
花生产业的升级。

据课题组负责人庄伟建
教授介绍，该团队历时十多
年，与武汉未来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山东、广西、河南、广
东和中国农科院等花生科学
家和台湾成功大学等单位，联
合攻克这一世界难题，并通过

福建农林大学官网向世界公
布了该研究数据和成果。此
举使花生的全基因组选择育
种、精准育种等成为可能，大
大提高花生遗传改良效率，缩
短育种周期，有助于培育更高
产、优质、抗病、安全新品种。

专家组认为，花生栽培种
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对花生

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将起到极
大的推动作用，有助于阐明栽
培种花生的起源和进化规律，
有助于系统解析生产量、品
质、抗性等关键性状形成的分
子机理，为推动花生育种取得
新的突破提供了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科学网）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
研究组织日前发表声明称，该机
构科学家领导的团队开发出了
一种富含抗性淀粉的新品种小
麦，它比普通小麦更有利于肠道
健康，有助于抵御肠癌和II型糖
尿病。

声明说，这一新品种小麦含
有比普通小麦多10倍的抗性淀
粉。抗性淀粉又称抗酶解淀粉、
难消化淀粉，在小肠中不易被酶
解，但在人的肠胃道结肠中可以
与挥发性脂肪酸起发酵反应。

该机构领衔科学家艾哈迈
德?雷吉纳说，抗性淀粉能改善
消化系统健康，帮助抵御肠癌发
生之前会出现的基因损伤，并有
助于对抗II型糖尿病。而大部
分西方人的膳食结构中都比较
缺乏这种淀粉。

雷吉纳说，小麦是膳食纤
维最常见的来源，世界30％的

人口食用小麦制品，但普通小
麦中纤维含量达不到专家推荐
的健康水平。这种富含抗性淀
粉的小麦可以让人无需改变饮
食习惯就能增加这种重要纤维
的摄入量。

雷吉纳等人发现，直链淀粉
含量大幅提升会促进抗性淀粉
含量提升。只要在小麦中减少
两种特定酶，就能增加直链淀粉
的含量。在取得这些突破性发
现后，他们采取传统育种方法，
将小麦籽粒的直链淀粉含量从约
20％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约85％，
从而将抗性淀粉的含量提高到
谷物总淀粉含量的20％以上，而
普通小麦的含量还不到1％。

据介绍，新品种小麦的开发
历时11年，目前一家美国公司已
种植400公顷。研究团队希望能
进一步开发出适合不同地区的
高抗性淀粉小麦。 （新华网）

■ 环球信息

澳开发出更有利肠道
健康的小麦新品种

我国率先破译花生栽培种全基因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