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市场关注猪肉价格止
跌回弹的同时，对质量安全可靠
的猪肉同样充满了期待。猪肉
的质量安全状况到底如何，能不
能放心消费呢？

对此，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标准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永忠
表示，我国每年组织开展国家农
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对猪肉
中可能存在的药物残留及瘦肉
精等非法添加物进行检测。结
果表明，2016年猪肉质量安全监
测合格率为99.5%，2017年前三
季度猪肉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为99.8%。总体上，猪肉产品质
量安全是有保障的，消费者可以
放心消费。

记者最近就消费者关心的
猪肉质量安全问题采访了生猪
养殖和饲料兽药安全方面的专
家，回答了市场关于猪肉质量安
全的几个关键疑问。

疑问一：为什么现在养
猪要喂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生猪长膘，关键要吃得
饱、吃得好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谯仕彦
表示，饲料是生猪吃饱吃好的关
键。饲料及饲料添加剂是现代
养猪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是补充生猪营养、保证产品品质
的必要措施，也是国际普遍推广
的技术，我国与美国、德国、丹麦
等养猪大国的养殖技术、饲料使
用、生育周期、生猪体重、肉品质
量、产品安全等情况基本一致，
符合国际标准和进出口贸易准
则要求。

饲料添加剂在饲料中用量
很少但作用显著，包括营养性添
加剂、一般添加剂和药物添加剂
三大类。传统的单一饲料只能
解决生猪的“吃饱”问题，而营养
性添加剂主要是饲料级的氨基
酸、维生素，是为了解决生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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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在
饲养阶段执行停药期，能够将猪
肉中的药残量控制在对人体无
害的范围内。在饲料中加入抗
氧化等一般添加剂，大多与食品
行业的添加物质通用，属于食品
级，无论对于生猪生长还是对于
猪肉品质，都没有危害。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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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使用镇静剂。尿
素、砷制剂和铜属于允许在饲料
中添加的物质，但都有相应的限
制性规定，不得随意使用。尿素
是一种高氮化肥，若少量用于
牛、羊等反刍动物是有作用的，
可以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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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根本没有
瘤胃，尿素中的氮就难以利用，
用量过大甚至会造成生猪中毒
死亡。对于添加铜的作用，饲料
中只有适量地添加铜才能促进
猪的生长，允许适量添加的具体
标准为每1000公斤饲料中铜制
剂添加量不能超过200克。

此外，常有传言说在猪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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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砷，而不是无机砷。有机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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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砷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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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谯仕彦说，某种物质能否成
为添加剂，必须经国务院农业主
管部门指定的机构进行检测和
饲喂试验，由畜牧专家根据结果
对其安全性进行评估，评估通过
后才能被列入《饲料添加剂品种
目录》。一般来说，饲料添加剂
在饲料中的比重不会超过4%，
比例高了，饲养成本必然提高，
对养殖户来说不划算。

疑问二：现在猪怎么长
到6个月就出栏了，还能长
到200~300斤？

生猪保质保量，科学养
殖是诀窍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
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说，科学养
猪既能保质也能保量。目前，生
猪正常的养殖周期一般为150~
180天。生猪生长快、育肥周期
短的主要原因是“三好”：猪好、
料好、圈好，即生猪品种好、饲料
营养安全、养殖环境改善。商品
猪生产主要是杜洛克、长白和大
白猪三元杂交品种，这些优质品
种的生猪160天左右出栏很正
常，国外更好品种的猪出栏周期
更短。而利用地方品种进行杂
交的猪育肥时间相对较长，平均

养殖周期为180~200天。
生猪出栏前的不同育肥阶

段，饲料的投喂量不同，总投喂
量在300公斤左右。如果不喂
饲料只喂杂粮、猪草等传统猪
食，猪的生长周期至少增加一个
月。现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
研制应用大大提高了饲料转化
率，降低了生猪生产中的饲养成
本，为养猪业获得良好的社会经
济效益，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
础。据测算，随着现代饲料科学
技术的应用，我国配合饲料转化
率明显提高，对畜牧业的科技贡
献率已超过40%。猪配合饲料
转化率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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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贤表示，以规模化生猪
养殖为特征的现代养猪业目前
正在快速发展，养殖理念和管理
水平不断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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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头猪重量一般在200
斤左右。

疑问三：现代养猪能不
用兽药吗？

生猪生长会有疫病发
生风险，看病吃药是常理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所长
才学鹏表示，动物也要打疫苗防
病，生病了需要用药物进行治
疗。兽药是指用于预防、治疗、
诊断动物疾病或者有目的调节

动物生理机能并规定作用用途、
用法用量的物质。生猪在养殖
中不同程度面临疫病发生风险，
尽管通过加强饲养管理、改善养
殖环境条件可以预防疾病，降低
猪群发病率，但由于外界环境长
期存在一些致病微生物，一旦引
起发病，必要的治疗用药是不可
避免的，即使在美国、欧盟等养
殖技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是
如此。我国是世界上存栏量最
大的国家，中小规模养猪场还占
有相当的比例，中小规模养猪场
存在生物安全措施薄弱、防疫条
件差等情况。因此，在今后较长
的一个时期内，动物疫病防控压
力依然很大，使用兽药仍然是生
猪疫病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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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学鹏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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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只批准了土霉素
等10多种抗生素可作为药物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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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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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养 放心吃
——专家解释关于猪肉质量安全的几个关键问题

5月31日，从中国工程
院院士袁隆平带领的青岛
海水稻研发中心团队获
悉：5月26日，在来自印度、
埃及、阿联酋等国专家的参
与下，该团队对在迪拜热带
沙漠地区实验种植的水稻
进行测产，其中一个材料产
量超过亩产500公斤，两个
材料产量超过400公斤，在
沙漠里种植水稻初获成
功。迪拜将于 6月下旬组
织正式收割测产，根据测
产结果，将从试种水稻中
选取优势水稻材料，研发
适合当地气候环境的杂交
水稻品种。

据悉，袁隆平海水稻研
发团队此次选取了全球范

围内包括耐盐碱水稻品种
在内的不同类型水稻品种，
在迪拜开展了在高温、低
湿、地下水盐度高水位高的
沙漠条件下进行品种试种
实验，目的是初步掌握水稻
在沙漠极端环境下的生长
规律和水肥施用条件，为大
规模、低成本地利用沙漠地
下半咸水推广种植水稻做
准备。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
副主任张国栋介绍，迪拜
当地种植水稻最大的挑战
是沙漠土壤有机质含量
低，无法保墒，地下 7.5米
处多为海水。当地淡水宝
贵，主要依靠海水淡化，普
通的灌溉方式行不通。该

团队利用其独创的“四维
改良法”土地改良技术提
供了技术保障。其中，要
素物联网模组是最关键的
核心技术。

根据规划，袁隆平海水
稻研发团队与迪拜双方将
在 2018年下半年启动 100
公顷的“海水稻实验农场”，
在 2019年扩展到 100公顷
的“海水稻标准农场”，并从
2020年开始快速复制扩大
种植面积，双方将以10平方
公里“人造绿洲”为单元，打
造“绿色迪拜”和“生态迪
拜”，大幅提升阿联酋粮食
自给能力和粮食安全，并有
效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人民网）

中科院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和
文献梳理发现，我国共有传统代茶
饮植物759种，22个省区市有使用
代茶饮的文化传统。代茶饮的保
健药用功效多为清热、解毒、止
咳。该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期刊
《民族药物学》上。

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付瑶博士介绍，我国
茶饮中除了使用茶这种植物外，还
大量使用其他代茶植物。这些代
茶饮品历史悠久，多有保健及药用
功效。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民族
植物学研究团队对 40年发表的
260篇论文及对代茶饮市场进行梳
理调查后，对我国各地区、各民族

代茶饮植物进行了系统盘点。
付瑶说：“我们梳理出了中国

传统代茶饮植物有759种，其中以
豆科、菊科、唇形科植物居多；代茶
饮以草本植物为主，且利用叶片的
居多；我国有22个省区市，以及包
括汉族在内的15个民族有使用代
茶饮的文化传统；代茶饮的保健及
药用功效有30余类，多为清热、解
毒、止咳。”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研究团队
筛选出了提及频率较高的29种代
茶饮植物，常见的有：苦丁茶、菊花
茶、金银花茶、蒲公英茶等，它们的
保健药用功效被研究关注较多，且
有确凿的现代药理学证据支持。

（新华网）

袁隆平团队在沙漠种植水稻初获成功 研究表明我国共有传统
代茶饮植物759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