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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体牲畜”变“数字孪生资产”

大数据为畜牧业注入新动能
3月30日，望着刚入栏的

284头肉牛，贵州省开阳县“85

后牛倌”高飞喜上眉梢。

“284头肉牛，光买就要花

几百万元，还有后续管养、销售

等难题，以前想都不敢想。”高

飞说，“现在有大数据帮忙‘养

牛’，既帮助我们解决了资金筹

措的问题，又解决了管养、销售

方面的难题，让人干劲十足。”

近年来，贵州把“活体牲畜”

变成“数字孪生资产”，有效解决

养殖户融资难融资贵、管理不到

位、市场信息缺失等问题。

数字赋能 激活金融活水

“‘按牛贷款，按牛监管，卖

牛还款’，大数据‘养牛’让我不

再为资金发愁。”高飞说，几年

来，通过大数据构建活牛“数字

孪生资产”，成功获得了银行多

次授信，养牛规模从30多头壮

大至最大存栏数500多头。

高飞说的大数据构建活

牛“数字孪生资产”，是利用大
数据搭建的“生态牧业数字经
济运营管理平台”，用物联网
等设备产生可信数据，通过大
数据风控模型量化评估企业
经营管理水平，监控企业运营
能力和经营风险，从而帮助金
融机构开展畜牧养殖业的金
融信贷服务。

“平台会为养殖企业每头

牛建档立卡，实时记录牛的全

部信息，构建一头‘数字牛’。

企业以‘数字牛’和购牛总价

为依据，通过平台向银行申请

贷款。银行核准后，再通过平

台把贷款匹配到每头牛身

上。”平台相关负责人刘东亚

说，牛可以自由出售，企业出

售一头牛就还一头牛的贷款。

衔接市场 助力产销融合

打开生态牧业数字经济

运营管理平台可以看到，可视

化实时存栏动态图清楚地显

示出平台内各地各养殖场牲

畜实时存栏量，运行图根据当

时存栏数量正在实时变化；同

时还能清楚地看见当前产业

的行情价格。

“以肉牛产业为例，以前

养殖户对牛的价格根本不清

楚，买牛、卖牛都是直接找牛

贩子，价格由别人开。”刘东亚

说，这导致养殖户经常出现高

买低卖的情况。另一方面，因

为养殖企业之间信息不互通，

经常存在某养殖场接到大订

单，却因自身不能保证供货

量，又无法联系同行一起供

货，只能选择放弃的情况。

利用大数据，能够有效解

决目前养殖场数据采集难、监

管难、渠道不畅、决策缺少支

撑等问题，实现信息即时汇

总、数据动态分析和自动抓

取、流通实时跟踪，有效提升

养殖业全程信息化管理水平，

精准对接市场，助推产品俏销

更增效。

与此同时，大数据的运

用，还将进一步优化产业溯

源体系，打通货源供给、防疫

检疫、物流运输、养殖育肥、

屠宰加工、多终端销售等供

应链环节的数字化管理，真

正实现产品全流程的可溯源

管理。

“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和

分析，我们可以更精准地判断

牲畜的生长情况，更科学地给

出养护方案。”刘东亚说，不仅

在生产端实现提质增效，在市

场端也可为市民提供经得起

查的安全产品，让企业不断提

升客户信赖度，增加销量。

（据《贵州日报》）

这两年由于玉米、豆粕等

饲料原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导

致生猪养殖成本明显上升，而

猪价并未随之上浮，不少养殖

户由于缺少饲料常识，产生不

必要的浪费，从而面临亏本的

窘境。那么，养猪场如何才能

减少饲料成本呢？

安徽省现代生猪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专家、安徽农业大

学教授殷宗俊说，“我走访过

一些猪场，所看到的猪舍，从

外部看，各种条件也不错，但

进入到猪舍内，地面上撒漏的

饲料肉眼可见，这饲养几千头

猪，撒漏的饲料加起来可就不

少了。”可能有的养殖户说了，

猪因为哄抢饲料，喂料的时候

少不了撒漏，也只能眼睁睁看

着饲料这样浪费了。其实在

养猪的过程中，需要养殖户多

加注意，前期通过观察，对猪

群进行分群饲喂，体量差不多

的在一个猪舍内，合理分配，

控制好饲喂量，在一定程度上

是可以减少饲料浪费的。在

冬春季，养殖户可以加入青贮

饲料、胡萝卜、大白菜等等，混

在饲料中一起饲喂，主要是帮

助猪补充营养，调节肠胃，提

高猪的采食量，可节省一部分

饲料成本。

殷宗俊介绍，近几年不少

规模化猪场应用上了液态饲喂

系统，这也是以后养猪场饲喂

模式的发展趋势。在使用过程

中，使用饲料原料的来源广泛，

营养均衡的配比，通过高温蒸

煮，猪的适口性好，在饲喂结束

后，管道也会自动清洗和消

毒。这样一来，确实可以减少

饲料的浪费，提高饲料的利用

率，降低一部分成本。但是市

面上的液态饲喂设备鱼龙混

杂，养殖户在选择的时候要擦

亮眼睛，选择有客户基础、有国

家认证资质的厂家。

（刘刚）

据新牧网监测的生猪报价

信息统计，4月12日新牧猪价

指数 93.97，全国生猪均价为

7.29 元/斤，较上周同期下跌

0.15元/斤。

当前全国部分地区外三元

生猪主流出栏价：东北地区猪

价暂稳，大体重肉猪比例仍高，

辽宁、内蒙古、黑龙江规模场出

栏价报7.1-7.2元/斤，吉林规

模场出栏价报 6.95-7.05 元/

斤。华北及西北地区猪价稳

定，河北规模场出栏价报7.1-

7.3 元/斤，陕西 7.15-7.25 元/

斤，山西7.05-7.25元/斤。华

中地区猪价稳定，低价之下散

户有惜售情绪，河南 7.1-7.3

元/斤，湖北7.1-7.2元/斤，湖

南7.15-7.35元/斤。华东地区

猪价大致稳定，安徽规模场出

栏价报7.05-7.25元/斤，江苏

7.25- 7.45 元/斤，山东 7.15-

7.35元/斤，江西下调到7.35-

7.45元/斤，福建7.55-7.65元/

斤。西南地区猪价继续下探，

四川 7.05- 7.15 元/斤，重庆

7.1- 7.2 元/斤，贵州 7.0- 7.1

元/斤。华南地区猪价弱稳，广

东7.6-7.8元/斤，广西7.4-7.6

元/斤。

新牧网猪价指数分析部认

为，节后低迷消费持续，供应端

方面大体重肉猪比例仍高，规
模场出栏稳定，市场供需两低，
预计短期内全国猪价维持稳定

为主。建议广大养殖企业坚定
信心，保持正常的出栏节奏。

（凌觉歌）

奶牛围产期一般指产前

21 天和产后 21 天这一段时

间。围产期的饲养对泌乳牛的

健康和整个泌乳期的产奶量、

牛奶的质量及经济效益起着重

要的作用。

产前管理：在产前应做到

以下几点：⑴从进入围产期就

需要增加精料，由原来的每天

每头4千克，按每天每头0.3千

克递增。精饲料可在产前15

天起每天逐渐增加，但最大量

不宜超过体重的1%。干草喂

量应占体重的0.5%以上。日

粮中的精、粗比例为40︰60，粗

蛋白质为13%，粗纤维为20%

左右。 ⑵喂给优质干草，喂量

不低于体重的0.5%，且长度在

5厘米以上的干草占一半以

上。 ⑶对有酮病前兆的牛应

及时添加烟酸（每天每头 6

克）。 ⑷分娩前21天，开始喂

低钙日粮（钙占日粮干物质的

0.3%至0.4%，总钙量为每天每

头50至90克）。

产后管理：奶牛分娩后，要

注意以下几点：分娩时，用麸

皮（500克）、食盐（50克）、石粉

（50克）、水（10千克）混合后喂

牛，或喂给益母草膏糖水（250

克益母草加1500克水煎熬成

益母膏，再加红糖1千克，加水

3千克，预热至40℃左右，每天

1次，连服3天），以利于牛恢复

体力和胎衣排出，也可促使排

净恶露和恢复子宫。奶牛产后

1周内，由于机体较弱，消化机

能减退，食欲下降，因此，应多

喂些优质牧草或干草，促进其

消化吸收。另外，喂干草时，务

必多饮水。

产后1周后，多数奶牛乳房

水肿消退，恶露基本排干净，食

欲良好，消化机能正常。要保证

优质粗饲料的供应，精粗比例为

60︰40，以保证瘤胃的正常发

酵，避免瘤胃酸中毒、真胃变位

以及乳脂率下降。 （孙亚红）

羊口疮又叫“羊传

染性脓疱”，是绵羊和山

羊的一种由病毒引起的

传染病。羊口疮多于春

秋两季群发于3-6月龄

羊，成年羊也可感染，但

发病较少，呈散发性流

行。病羊和带毒羊是主

要传染源。

症状：病羊以口唇部

感染为主要症状。首先

在口角、上唇或鼻镜上发

生散在的小红斑点，以后

逐渐变为丘疹、结节，继

而形成小疱或脓疱，蔓延

至整个口唇周围及颜面、

眼睑和耳廓等部，形成大

面积具有龟裂、易出血的

污秽痂垢，痂垢下肉芽组

织增生，嘴唇肿大外翻呈

桑葚状突起。

预防方法：本病主要通过受伤

的皮肤和粘膜传染，因此，要保护

皮肤和粘膜不使其发生损伤。尽

量不喂干硬的饲草，挑出其中的芒

刺。给羊加喂适量食盐，以减少羊

啃土啃墙，保护皮肤、粘膜。

在本病流行地区，用羊口疮弱

毒疫苗进行免疫接种。接种时按

每头份疫苗加生理盐水在阴暗处

充分摇匀，每只羊在口腔粘膜内注

射0.2毫升，以注射处出现一个透

明发亮的小水泡为准。也可把病

羊口唇部的痂皮取下，研成粉末，

用5％的甘油生理盐水稀释成1％

的溶液，对未发病羊做皮肤划痕接

种，经过10天左右即可以产生免

疫力，对预防本病效果好。

隔离病羊，对圈舍、运动场进

行彻底消毒。给病羊柔软、易消

化、适口性好的饲料，保证充足的

清洁饮水。先将病羊口唇部的痂

垢剥除干净，用淡盐水或0.1％高

锰酸钾水充分清洗创面，然后用紫

药水或碘甘油(将碘酊和甘油按1:

1的比例充分混合即成)涂抹创面，

每天1-2次，直至痊愈。

（据中国农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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