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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所趋大势所趋！！
一起来看智能化养殖什么样一起来看智能化养殖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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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养殖是什么样？
在河南省鼎元种牛育种有限公司核心育

种场，驻场养殖人员向记者展示智能化牛体型
测定。一头头牛通过测定通道有序站上智能
测定设备，等待15秒，电子屏幕上便显示出被

测牛的体重、体高、胸围、胸深等多个测定数
据，并实时上传肉牛产业信息服务系统。

事实上，用智能化设备测量畜种体型只是
畜牧业智能化的“冰山一角”，在畜牧业发展
中，智能化已经渗透到了养殖、生产加工、管

理、销售等各个方面。放眼全国，畜牧业智能
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在近期举办的2023年数
字农业科技大会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智慧畜牧
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熊本海表示，畜牧行业以

“智能化”逐步代替“人工”是大势所趋。

智能化设备可伴随猪的一生，作为

目标年出栏量过万的现代化猪场，河南

省邓州市福航养殖场的运作模式是如今

大型养殖场的缩影。

种猪舍内，一头猪走上种猪性能测

定站，这个外观酷似“大铁箱”的设备可

不简单。几秒后，耳标识别时发出“滴”

的一声，设备瞬间识别出猪的身份。此

时，食槽内已经准备好了饲料，供其自由

采食。在猪采食的过程中，智能设备工

作的“重头戏”开始了。此时，这头猪的

采食时间、采食量、采食次数、体重等有

效信息都被设备读取，并上传到专门的

数字平台。经过后台运算，猪日增重、料

肉比等情况在饲养员手机上就可以看

到，种猪健康状况是否优良一看便知。

在这座猪场的保育舍内，智能饲喂器

为猪提供精准饲喂服务。饲养员提前在手

机上为饲喂器设定下料量和分餐计划，饲

喂器屏幕上即时显示“今日下料量20公

斤，将在下午5时下料”。记者看到，下午5

时，精准饲喂器开始运作，本着猪少食多餐

的原则，饲喂器分多次进行下料。当进食间隔时间

结束后，食槽内的饲料被猪吃光，食槽感应杆受到触

碰时，饲喂器才会进行下一次下料，直到设定量的饲

料投喂完毕。食槽旁配备万向探针，用于检测水

位。当食槽内的水达到最大水位，即使猪不停拱触

碰杆，饲喂器也不会下料，以防水和饲料浪费。与此

同时，猪的饲喂信息也同步上传至数据管理系统。

这种智能化的科学喂养会根据猪的头数、日
龄、采食习惯等进行精准饲喂，既提高了猪采食
量，也减少了饲料浪费，从源头降低料肉比与碳排
放。相较于传统的干料喂养，吃这种粥料的猪，在
保育育肥阶段每头可提升效益150元左右，那么

1000头猪便可多带来15万元的收益。

除提高生产效益外，智能化设备的应用还能

大大降低用工成本。

目前，全国猪场饲养员薪资平均值约为月薪

5000元。一方面，大型的养猪场往往需要多名饲

养员，饲养员的薪资成为猪场开支的重要组成部

分。另一方面，尽管部分猪场给出远高于全国猪

场饲养员平均月薪的诱人薪资，但依然面临招不

到人的困境。大型猪场饲养员不只需要负责给猪
喂饲料、打扫猪粪那么简单，工业集约化养猪关系
到猪场的设计、基因育种、饲料营养、环境卫生等
等，综合型人才的缺乏也制约养猪大场的发展。

而使用了智能化系统后，养殖场有了最得力
的“助手”。无论养殖人员身在何处，只需拿起手
机，每头猪的生长状况、整个猪场的运行状况便清
晰地呈现在眼前。

中小散户并非“局外人”

畜禽养殖市场是产品质量的较

量，也是资金和科技的博弈。有人担

心，在养殖大场力拔头筹之后，中小

散户在市场竞争之中愈发难得分一

杯羹，甚至可能最终迎接被兼并或者

消亡的命运。

陪伴中小散户度过成长“寒冬”

的养殖服务商们从自身经历出发，给

出了答案。

“作为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小散户是不可能被完全
消除的。在未来，他们可能会转型成
合作社或者家庭农场，逐渐走向规范
化、标准化。畜牧业永远呼唤顺应时
代潮流的‘新农人’以及具有本土特

色的养殖方式。智能化便是助力更
多畜牧业养殖人才和特色化养殖方
式的有效手段。”农信互联副总裁于

莹对记者说，农信互联提供服务的核

心群体并不是集团化的大型养殖场，

而是家庭农场、合作社。他们具备一

定规模，却在资金和资源整合能力方

面远不及大型养殖场。

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给养殖的

空间越来越小。对于中小散户来说，

成本是其考虑的第一因素。为养殖

中小散户提供物美价廉的智能化科

技既是市场所需，也是中小散户走向

智能化的重要出路。

南京亥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晓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

研发出的环控器从几百到1万元不

等，而进口同类型的环控器价格可

能高达 2-3 万元。”作为一家主要

提供养猪智能化技术的企业，亥客

技术有限公司除了研发对标养殖

大场的智能化设备，还把目光转向

无力承担高额费用的养殖小户，研

发出价格低廉的“傻瓜化”产品，力

图简化操作流程，让散养户也能轻

松掌握。

如今，很多智能装备都纳入了农

机购置补贴的范围，在拥抱智能化畜

牧业浪潮的进程中，中小散户也不是

“局外人”。

智能畜牧业发展“节节高”
2018年被业内人士誉为智能畜

牧的元年，国内智能设备或系统生产

企业和平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

涌现，标志着国内畜牧业智能时代的

正式开启。如今，历经5年的发展，在

2023年数字农业科技大会上，专家学

者在分享了优秀的畜牧业智能化养

殖案例后说：“我们非常欣慰地发现，

相较于一些智能化养殖强国，我国智

能畜牧业起步较晚，但在应用方面有

着不俗的表现，甚至在一些方面实现

了超车。”

不过，中国畜牧业协会智能畜牧

分会发布的《2022年中国智能畜牧业

发展报告》显示，我国畜牧业智能化
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如信息化的硬
件设施薄弱，信息自动获取、共享程
度低；信息融合、综合分析能力不
够，信息利用率不高；生产信息、管理
信息和动物信息获取过程中存在大

量 依 赖 人 工 观
测、录入的环节，
还无法做到自动
监测等。

那么，如何
更 好 地 推 进 畜
牧 行 业 的 智 能
化进程？

报告指出，
一要加快智能解
决方案的落地和
成本；二是要在
行业内树立标杆

示范，并加强科普；三是聚合科研院
校等资源，开展新型人才培养和技术
指导工作；四是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政
策，促进智能化升级。

“目前，对于我国畜牧业来说，智

能化程度最高的是2个畜种：生猪和

家禽。对于生猪行业来讲，我们在精

准饲喂、环境控制、发情繁殖管理、疾

病预防、诊疗方面都有了比较成熟的

效果。比如智能机器人在巡检猪时，

对猪进行体况3D扫描的精准度已经

能够达到99%以上。在高度集约化

的家禽行业，以蛋鸡为例，大型蛋鸡

场存栏量动辄达到5-10万只，无轨

道的蛋鸡巡检机器人可以根据鸡的

体温、活跃程度，简单高效地把病死

鸡、产蛋性能低的鸡及时处理出去，

大大减轻人力负担。”中国畜牧业协

会副秘书长刘强德表示：“无论从国

家政策的指引、还是从技术的提升，

都标志着我国的畜牧业智能化正在

走向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据《农民日报》）

浙江省桐乡市华腾石湾未来猪场的现代化猪舍。

浙江省金华市熊猫猪猪两头乌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装

备的现代化猪舍。

河南省鼎元种牛育种有限公司核心育种场工作人员正

在使用肉牛线性鉴定系统测定牛只体型数据。

河北乐源牧业有限公司优致牧场使用的现代化

挤奶转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