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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水产畜牧兽医局到我所进行科技工作调研 

 

2 月 23 日，广西水产畜牧兽医局局长蒋和生率队到我所

召开科技工作调研座谈会，重点针对我所 2016 年的科技工

作进行调研。广西水产畜牧兽医局副局长王强、副局长廖毅、

相关处室负责人，以及我所领导班子和科技人员代表参加会

议。 

会上，我所法人代表、党总支书记黄加祥汇报了 2016

年度我所科技和党建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在科研成果、团

队建设、平台建设、科技扶贫和生态养殖等方面取得的成效

和亮点，并进一步分析了区内产业发展形势及我所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和目标。 

蒋和生局长对我所去年各项工作的突破，以及在产业推

进、科技扶贫和生态养殖等方面的贡献表示了肯定。对于我

所的科研工作，他表示，作为曾经从事过水牛科技工作的“老

水牛人”，他对水牛有着很深的感情，对于水牛事业广阔的发

展前景和空间也拥有足够信心。他要求，我所科技人员要牢

固树立起科学、生态、可持续的水牛业发展理念，坚定理想

和目标，在前人打下的良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基础性研究

的攻关和创新，多出优质科研成果，提升广西水牛科研的影

响力，力争开创水牛科研的新局面。 

重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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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所今后各项工作的开展，蒋和生局长提出了具体

要求。一是要将“成本概念”提升为水牛养殖和推广示范等工

作的重要一环，算好、算清水牛养殖的“成本账”，让社会充分

认识到水牛养殖的效益优势；二是要进一步搭建和提升各类

优势合作平台，注重“产学研”合作平台、国内外合作科研合

作平台和科技创新平台的建设和配套，为引进人才、研发创

新和成果转化奠定基础；三是要继续推进和完善生态养殖工

作的开展，广泛运用“微生物+”模式养殖在源头上抑制和根治

养殖污染，进一步推动水牛养殖的提质增效；四是要继续加

强党建工作在全所各项工作当中的组织保障作用，重点抓好

党内组织生活和全所职工的思想作风教育，为水牛事业的各

项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会上，王强副局长和廖毅副局长也针对我所的工作汇报

发表了讲话。会议还对我所科技人员代表广泛征求了科技管

理的意见和建议，并对部分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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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开创水牛生态养殖新局面 

 

广西水牛所种畜场是世界上唯一拥有三大河流型奶用

水牛核心群的种畜场，同时也是辐射我国南方地区的良种水

牛繁育基地，长期以来，肩负着水牛科学研究、保种育种和

种源推广等一系列工作任务，获得了国家各部委颁发的多项

荣誉。但和很多历史悠久的种畜场一样，受限于早期场栏的

规划设计，在 2015 年初《新环保法》颁布后，水牛所种畜

场的再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环保压力。探求一条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养殖之路成为了水牛所科技工作者迫在眉睫，但也是必

须面对并攻克的难点。 

建所至今，水牛所科技工作者就从未停止过对水牛生态

养殖模式的探索。种畜场内的环境控制、牛粪和污水的无害

化处理、循环利用等环保课题一直以来都是历代水牛科技工

作者的攻关重点。随着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微生物控制技术在众多环保技术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水牛所

科技人员攻克环保难题的一件“利器”。因此，在“十二五”期间，

水牛所联合了国内多家知名院校，在国内外多位高水平专家

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尝试运用“微生物+”养殖模式解决种畜

场的环保“结症”。 

生态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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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微生物+”养殖模式就开始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

势，从各个方面缓解种畜场的环保压力。通过在水牛粗饲料

当中添加益生菌，不仅有效减少了青贮饲料的腐烂现象，牛

群通过食用添加益生菌的粗饲料，还保证了牛只肠道益生菌

菌落的平衡，增加了牛群的采食量，增强了个体免疫力，减

少了养殖过程中的碳排放。更可喜的是，在通过多项指标的

检测后发现，水牛奶的品质也获得了有效提升。“微生物+粗饲

料”的方式现已经被广泛运用于场内的日常养殖当中，在提升

环保效果的同时，进一步减轻了场内的疫病防控压力，实现

了水牛养殖提质增效的目标。 

短短几年的“微生物+”养殖探索和创新后，场内的气味没

那么重了，苍蝇没那么多了，处理后的污水也达到了《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通过对微生物发酵后的牛粪

进行有效加工，制作成的有机肥在市场中的售价达到了每吨

180 至 200 元，而利用微生物处理过的达标污水进行牧草灌

溉不仅进一步提升了牧草地的单位亩产量，同时还有效降低

了水资源的浪费。水牛所的“微生物+”养殖模式真正实现了变

废为宝，达到了“农牧结合、综合利用、循环发展”的生态养

殖要求。当地环保部门也对场内的环境和排放能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得到改善而感到惊讶，对于水牛所这几年的环保创新

和工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并于 2016 年底顺利通

过了种畜场的环保备案。种畜场跨过了一个规模化养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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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微生物+”模式也为水牛所的生态养殖开创出了一个新

局面。  

放眼全区，水牛产业的环保压力依然严峻，低效、粗放

的水牛养殖模式依然存在，这一模式将因形成不可避免的污

染而被时代所淘汰。因此，制定和完善“微生物+”水牛养殖标

准和规范，推广“微生物+”水牛养殖模式，加快推动全区水牛

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将是水牛所科技工作者下一步要肩负起

的责任和重担。相信随着微生物和大水牛的配合日趋熟练，

水牛养殖这一古老的技艺将在微生物的加入后增添一件新

的环保“外衣”，广西水牛产业也将会给予社会展现出清洁、绿

色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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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乳又一项关键技术标准获得发布 

 

2 月 11 日，由南宁市特聘岗位专家、我所研究员曾庆

坤主持起草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灭菌水牛乳》（DBS 

45/037-2017）顺利通过了广西食品安全标准评审委员会的

评审，正式向社会发布，将于 2017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这是我所继起草《生水牛乳》（DBS45/011-2014）和《巴氏

杀菌水牛乳》（DBS45/012-2014）等多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后，再一次对已有水牛乳的关键技术和加工工艺进行的成果

转化，对于水牛乳产品市场的进一步规范，以及奶水牛产业

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该标准适用于以生水牛乳为原料，经净乳、均质、脱脂

（不脱脂或部分脱脂）、灭菌所得的水牛乳，基本涵盖了目

前市场当中大部分水牛乳产品。标准对灭菌水牛乳的术语和

定义、产品分类、要求、食品添加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

要求等进行了规范，提出了检验方法和规则，明确了产品标

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等关键因素的基本要

求。通过该标准，不仅能在市场上进一步明确水牛乳产品的

品类，同时还规范了相关水牛乳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检测等

各项环节，实现了水牛乳市场中“良币驱逐劣币”的目标，保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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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和市场的健康。 

近年来，我所水牛水牛乳肉加工创新团队大力开展“产

学研”联合，通过与区内龙头企业合作的方式，深度结合市场

需求进行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除获得多项发明专利授权和

制定多项行业、地方标准，帮助企业发展，规范市场行为外，

还取得了 1 项广西科技进步奖，研究成果得到了上级科技管

理部门的肯定。在我国科技创新体质改革的大背景下，我所

成果转化的步伐还须进一步加快。未来，我所将继续发挥出

创新实体的优势，全面提升广西水牛科研水平，助推水牛产

业转型升级，以科技创新驱动为核心助力广西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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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帕拉联邦大学教授到我所开展合作交流 

 

2 月中旬,世界知名水牛育种专家、巴西帕拉联邦大学

G.Vale 教授受邀到我所开展了为期 5 天的学术交流，与我所

科技人员共同分享探讨了中国和巴西两国在水牛科研和产

业发展上的经验，为今后双边开展多元化的水牛科技合作奠

定基础。 

G.Vale 教授是我所的老朋友，曾多次与我所科技人员

在国际水牛会议上对全球水牛业的发展交换意见和看法，对

近年来中国水牛科研和产业所取得的发展，以及对世界的贡

献一直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和认可。其本人是巴西及拉丁美洲

水牛繁殖育种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同时也是巴西兽医

科学学会荣誉会员、美国动物生殖学协会会员、国际动物繁

殖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兽医科学、动物育种和繁殖生物

学等学科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在双边水牛繁殖育种技术报告会上，G.Vale 教授以巴

西水牛产业发展的过去、现今和未来三个角度，为我所科技

人员全方位展示了该地区水牛繁殖育种科学研究的最新进

展。通过巴西及南美洲水牛人工授精所遇到的困难为例子，

G.Vale 教授深度剖析了繁殖生物技术对当地水牛遗传改良

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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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意义，并详细介绍了巴西现代水牛改良技术的丰富实

践经验。报告中的视角和观点进一步开拓了我所科技人员的

视野，对于了解世界各地水牛科技的发展，挖掘攻关角度，

激发创新思维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双方的相互了解

和有效交流，也为中巴水牛科技的进一步深入交流与合作创

造出有利条件。 

在去年 11 月的哥伦比亚第 11 届世界水牛大会上，我所

代表受邀参观和访问了多个水牛研究机构和养殖基地，其中

南美洲水牛产业的发展经验引起了我所科技人员的高度关

注。该地区的水牛主产国普遍为发展中国家，其水牛业在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我国较为相似，所取得的一系

列经验对于我国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此

次 G.Vale 教授的来访进一步促进了双边的交流，加深了了

解和印象。相信随着下一阶段更为频繁的交流往来和项目合

作，处于南北半球的两个地区将会被水牛科技、产业和经贸

等合作拉近距离，水牛也将会为为中国与南美洲地区的友谊

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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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我所的精神文明建设，2 月 9 日晚，我所

组织全体职工开展了元宵游园活动，通过安排筹备丰富多彩

的个人和团体竞技项目，活跃节庆氛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全面提升全所职工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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