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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　　第一节　饲料营养、饲料安全与分析检验技术　　一、饲料质量的重要性及其
基本内涵　　饲料作为动物的食料，是养殖动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其成本约占畜牧业总成本的70％，
在动物生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饲料质量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动物生产性能的发挥和畜牧、
水产养殖业的经济效益，关系到肉、蛋、奶等动物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关系到环境保护和资源的有效
利用，而且还关系到动物和人类的安全与健康。随着畜牧和水产养殖业的不断工业化和集约化，饲料
的质量问题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受到了国内外科研、生产乃至政府部门普遍关注。　　现代
饲料生产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动物生产的需求，为快速生长的动物提供生长发育、维持、做功、繁殖所
必需的全部营养，并要求各种营养素有充足的数量、最佳的比例和最好的利用效率。因此，高营养品
质的饲料是一直人们普遍关注和孜孜以求的质量目标。多少年来，从单一饲料到配合饲料，从钙、磷
、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的添加到酶制剂、抗氧剂、防霉剂和益生素等许多新型添加剂的应用，
从饲料抗营养因子的控制、破坏和营养素的生物有效性考虑到计算机配方技术和制粒、挤压膨化工艺
的运用，无一不是人们围绕提高饲料营养品质做出的努力，有人统计，现代畜牧业与50年前相比，已
将猪的日增重提高了160％，而饲料消耗降低了25％，肉鸡8周龄的体重增加了550％，饲料消耗降低
了50％。如此巨大的进步与良种选育、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关，同时也与饲料营养品质的提高分不
开。　　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起，一系列恶性事件的发生，如英格兰10万火鸡的黄曲霉毒素中毒死
亡、英国的疯牛病、比利时的二（口恶）可英、西班牙等国发生的β-激动剂中毒以及许多国家发生的
儿童性早熟和世界范围内致病菌对抗生素抗性菌株的出现与扩大等，都是通过饲料引发的，让人们深
切地感到饲料安全、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是密不可分的，提高饲料质量绝不能不考虑其卫生与安
全方面的属性。饲料原料中固有的、次生的或外来污染的许多有机的、无机的或生物的有毒有害物质
，或是作为添加剂超量、超范围使用或滥用等，不仅会造成动物的急性中毒，更为大量地是表现为对
动物食欲、健康、正常生长等产生长期的慢性负面影响，其对动物生产的效果、效益和资源的利用方
面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常常比急性中毒来得更大、更严重。同时这些物质还会在动物体内残留、蓄积
，通过食物链对人类健康和生存环境造成威胁。饲料的营养性能和卫生、安全品质是饲料质量的两个
基本属性，它们缺一不可，相互区别，但又不能完全割裂，这不单是由于两者对动物代谢和实际生产
中的交互作用，而且因为“营养素”和“有毒有害物质”并不总是具有清晰界限的，在此，且不提像
硒这样动物生长所必需，却安全使用范围很窄的营养素，也不提不同形态的铬（三价铬和六价铬）对
动物截然不同的作用，就是大家公认的动物所必需的营养元素如氮、磷、锌等，当用量超过一定的限
度，也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目前已成了西方先进国家饲料安全指标的控制对象。饲料营养品质强
调营养素的均衡关系也是出于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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