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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广州隆重召开

2015年5月23-24日，第十七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广州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

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出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致辞。全

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同志，广东省、

陕西省有关领导同志，解放军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著名专家学

者，来自科研、生产、教学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诺贝尔奖等国际科技领域知名奖项获得者，以及来自港澳台

地区和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日本等16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科技组织代表，共2500余人出席大会开幕

式。开幕式由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主持。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致欢

迎辞。

李源潮在讲话中指出，创新驱动科技要先行，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力投身科技创新创业创优，在推动创

新型国家建设、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作出应有贡献。

李源潮强调，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增强创新自信，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努力取得更多世界一流的原创性科技成果。抓住高科技、新产业、大市场融合发展的产业创新机

遇，抓住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优惠政策机遇，积极领办创办科技企业，造福百姓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树立科技创优的追求，立足本职岗位创先争优，为推广科技成果、提高科技应用效益、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扎实

工作。

韩启德在致辞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新时期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科协要紧紧围

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助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努力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更有作为，并以改革创新精神谋划好“十三五”科协事业发展规划。韩启德

强调，组织和推动科学普及工作是科协的重要任务，当务之急是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要鼓励相关学会、地

方科协开设微信公共账号和客户端，发布科学信息，同时及时澄清伪科学谣言，传播正确的、有说服力的科普

知识，正确引导舆论。

朱小丹在致辞中表示，本届中国科协年会为广东与海内外科技界搭建了学术交流、科普活动、咨询服务的

良好平台，必将有力提升广东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广东将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

统领，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推动广东产业向全球产

业链、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

开幕式上颁发了第八届周光召基金会科技奖和第十八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奖。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了大会特邀报告会，报告会由中国科协副主席、学术与学会专委会主任李静海主持。全

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修，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怀进鹏和中国

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卢春房分别作了题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大众创新创业》、《改革释放活力，创新

驱动发展》、《把握互联网+新趋势，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和《中国高速铁路技术特点》的大会特邀报告。

本届年会由中国科协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创新驱动先行”为主题，体现“层次高”、“内容

精”、“效果实”的主要特点。年会邀请了国内外科技界一流、一线的学者，尤其是具有学科交叉背景和国际

学术背景的学者出席，精准设计、压缩规模，力求让参会的科技工作者在学术上有收获、在科普上有贡献、

在服务政府和企业上有作为。年会紧扣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最迫切、党委政府最关注的问题，找专家、找项

目、找方向，瞄准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问题、热点问题，提炼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提供决策

参考，力求为广东省服务取得实效。与广州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一届创新科技成果交流会，展出675家单位的

1100多项创新成果，组织一批企业与科研机构、学会专家签订合作协议，支持供需双方在网上对接交流，线下

见面转化。

年会期间将举行五个板块共364项活动。其中有：开幕式暨大会特邀报告会、广东省党政领导与院士专家

座谈会、16场学术交流分会场活动、3个系列335项科普活动、23项咨询服务活动、11个专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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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兽医学会2014-2015畜牧学学科发展研讨会召开

中国科协从2006年起建立了学科发展研究及发布制度，对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与渗透，促进多

学科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中国科协及所属全国学会的学术权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中国科协评

审通过，中国畜牧兽医学会承担了“2014－2015畜牧学学科发展研究”项目。2014年7月，学会召开

了第一次项目工作碰头会和开题会，确定了牵头分会和负责人，明确了各牵头分会的工作任务，会

议还对畜牧学学科发展编写大纲进行了讨论，确定2015年5月召开学科发展研讨会。

2015年5月9日，中国畜牧兽医学会2014－2015畜牧学学科发展研讨会在云南腾冲召开。中国科

协学会学术部领导、学会负责人和理事、省学会和分会秘书长、编写组专家1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刘琳副秘书长主持。

刘琳副秘书长首先介绍了项目简况，总结了前段工作进展，介绍了综合报告的编写情况，综合

报告将以畜牧学学科的主干学科“动物遗传育种学”、“动物繁殖学”、“动物营养与饲料学”以及

综合交叉学科“家畜环境卫生学”为主要内容，介绍以上学科的最新进展，并且展望畜牧学科的发展

趋势及策略。动物遗传育种学分会理事长张勤教授作了动物遗传育种学学科发展报告，报告分为奶

牛、肉牛、猪、家禽、绒毛羊、肉羊、马的遗传育种及代表性成果八个部分；动物繁殖学分会秘书长

田见晖教授作了动物繁殖学学科发展报告，报告分别就动物繁殖生物技术、动物生殖生理、家畜繁殖

障碍控制技术研究进展以及标志性成果进行了汇报；动物营养学分会常务理事刁其玉研究员汇报了动

物营养与饲料学科发展报告，就猪营养、家禽营养、反刍动物营养、水产动物营养、特产动物营养、

饲料及添加剂、动物消化道微生物等7个方面阐述了近5年来的研究进展及国内外发展比较；家畜环境

卫生学分会秘书长颜培实教授代表家畜环境卫生学分会和家畜生态学分会两个牵头分会，汇报了家畜

环境卫生学发展报告的编写情况，报告阐述了产蛋鸡福利笼具的研究、母猪群饲模式的探讨、慢性应

激问题初探、温热环境与畜牧生产、空气卫生问题、寒冷地区养牛生产、南方防暑技术、防寒与防暑

策略、畜牧场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畜牧业区域规划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

会议还结合近年来畜牧学科和生产发展实际，开展了深入讨论。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黄珏调研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理事长陈焕春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秀梵教授以及阎汉

平常务副理事长，秦贞奎、文心田、李英、王金洛、张春新等副理事长，杨汉春秘书长等学会领导

参与了讨论，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学会将于研讨会后对学科发展主报告、各学科分报告进行认真修

改、成稿、审定，并将于2015年10月按时提交中国科协。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术部石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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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

第九届理事会2015年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

2015 年 5 月 11 日 ,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第九届理事会 2015 年常务理事会在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召开，理事长呙于明教授，副理事长王恬教授、蒋宗勇研究员、蔡辉益研究员，秘书

长汪以真教授及京内外常务理事共 17 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汪以真秘书长主持。会议主要议程有：

一、讨论并确定 2016 年 10 月“第十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二次动物营养学术研讨会”的

承办单位、地点等事宜。呙于明理事长在讲话中指出 2016 年会议的重要性，不仅要进行理事会换届，

而且在学术交流上内容更丰富、规模和影响都更大，选择承办单位，要从大会场、分会场的容纳能力，

交通便利情况，学术及会议组织工作能力及会议所需资金的筹措能力等方面综合考虑。共有两家单

位提出承办申请，分别为武汉轻工大学动物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和四川农业大学动物营养研究所。

侯永清、吴德常务理事分别代表所在单位进行了现场陈述和 PPT 展示，常务理事们经过热烈讨论，

无记名投票，最终，武汉轻工大学动物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以高票获得了会议的承办权。

二、2014-2015 畜牧学学科发展报告——

动物营养学科发展专题撰写进展及学科发展报告

情况介绍。由汪以真秘书长介绍了该撰写任务的

完成进度及需要各位常务理事对该任务需要征集

动物营养学科 5 年内获国家、省市奖励信息工作

的支持。并由代表分会出席“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014 － 2015 畜牧学学科发展研讨会”的刁其玉常

务理事详细介绍了参会情况及报告的修改要求。

三、我分会 2015 年拟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汇

报。由莫放常务副秘书长详细介绍了我分会今年

拟召开的三个会议，分别是 2015 年 8 月在山东泰安召开的中国特产动物营养专题研讨会、10 月在重

庆召开的第七届中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及 11 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七届中国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学术研

讨会，并请常务理事们对分会组织的学术会议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关注。

最后，呙于明理事长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发言：感谢各位常务理事对学会工作的支持；申办成功

的单位开始做筹备工作，尽快落实细节，让参会的广大老师、同学满意；同时对秘书组在协助 2016

年会议的筹备工作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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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动物营养学报》编委会（会议纪要）

2015 年 5 月 11 日 ,《动物营养学报》中文版（以下简称《学报》）编委会会议在中国农业大学召开，动物营养

学分会理事长兼编委会主任呙于明教授，副理事长王恬教授、蒋宗勇研究员、蔡辉益研究员，秘书长汪以真教授，《学

报》主编卢德勋研究员、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汪儆研究员以及其他 15 位编委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卢德勋主编主持。首先，汪儆主任对编辑部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及今后的工作计划进行了汇报，并对《动

物营养学报》英文版Animal Nutrition 的创刊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

   2014 年度《学报》工作稳中有升：2014 年载文量为

477 篇 , 比 2013 年 增 长 21.4%；2013 年 影 响 因 子 为

0.826，比上年提高 0.5%，连续第 5 年在畜牧兽医类期刊

中名列第 1；总被引频次为 1346 次，比上年提高 14.4%，

排名由第 4 升至第 3 位；综合评价总分为 66.6 分，比上

年提高 61.3%，排名继续保持第 2。2014 年 9 月中国科学

技术信息研究所在全国 5000 余种科技期刊中遴选出 315

种中国精品科技期刊（2014-2017 年度），《学报》入选，

排名第 169 位，同时 20 篇论文入选 “中国精品科技期刊

顶尖论文”，1篇论文入选 “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内

学术论文”。2015 年继续保持中文核心期刊和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称号；2015 年 3 月再次被评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

核心库来源期刊 (2015-2016 年度 ) 和中国科学评价研究

中心权威期刊（A+级）(2015-2016 年度 )。今后《学报》

的工作重点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改进审稿流程，编辑参

与审稿，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和发表速度；进一步扩大稿源；申请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第四期（2015-2017

年度）项目；继续举办论文写作培训班，从源头上提高稿件质量。

在各级领导和国内外动物营养和饲料专家、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多年酝酿，编辑部近一年的艰苦努

力，《动物营养学报》英文版Animal Nutrition 创刊号于 2015 年 3 月在爱思唯尔（Elsevier）的网络平台 www.

sciencedirect.com 上发布，主页网址为：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aip/24056545，投稿

网 址 为 https://www.evise.com/evise/faces/pages/navigation/NavController.jspx?JRNL_ACR=ANINU。

Animal Nutrition 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主办，是一本国际化的爱思唯尔期刊，由中国工程院印遇龙

院士和澳大利亚 New England 大学 M. Choct 教授共同担任主编，目前编委 44 人，国内 22 人，国外 22 人，为

OA 期刊，季刊，ISSN 号为 2405-6383，CN 号正在申请之中。Animal Nutrition 今后的工作重点主要为以下几个

方面：多方进行约稿，扩大稿源；审稿和编辑团队紧密合作，加快论文发表速度；申请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

升计划拟创办新刊项目；举办英文写作培训讲座等。

参会编委纷纷发言，肯定了《学报》一年来取得的成绩，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对《学报》要加强编辑初审环节，对于稿件质量明显达不到要求的，编辑部可直接退稿，对于稿件格式文字不规范

的，要退返作者反复修改，直至达到要求后再送审；《学报》适当提高退稿率，以提高整体质量；目前综述文章刊

登较多，且多为硕士研究生撰写，对于综述文章质量要严格把关；编辑部举办的作者写作培训班很有意义，希望继

续开展下去，扩大受益范围；建议编委积极发挥作用，把《学报》列入本校核心期刊名单中。此外，编委们对创办《学

报》英文版Animal Nutrition 的工作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纷纷承诺积极投稿或约稿，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宣传介

绍Animal Nutrition，向国外退休著名专家教授约综述稿件等。

随后，呙于明教授代表编委会对《学报》主编、副主编及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一年来对《学报》中文版、英文

版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表示只要《学报》有需要，动物营养学分会都会不遗余力进行支持。此外，他还建议对

论文的引用频次加以充分的重视，目前许多学校的人才评审、学科评估都以此为重要评价指标；同时他还号召各位

编委多投稿约稿，为《学报》中、英文版的发展贡献力量。

最后，卢德勋主编做了会议总结，感谢各位编委对《学报》工作的支持，并希望《学报》编委会、编辑部再接再厉，

把《学报》越办越好。

《动物营养学报》编辑部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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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韩日瘤胃生理与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由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韩国瘤胃功能研究会、日本瘤胃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

十届中韩日瘤胃生理与代谢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5年8月3-6日在韩国国立顺天大学成功举行。来

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家的100多位从事瘤胃微生物、生理与

代谢研究的相关专家、学者及研究生参加了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由韩国中央大学

Moon-Baek Chang教授担任组委会主

席，由韩国首尔大学J.K. Ha教授、

日本北海道大学Y.Kobayashi教授、

浙江大学刘建新教授组成会议的国际

咨询委员会。本次研讨会是具有纪念

意义的第十届会议，国际咨询委员会

的三位成员分别作为各自国家的代表

在开幕式上致辞，对会议的顺利召开

表示祝贺。开幕式上，J.K. Ha教授

对前九届会议进行了总结，回顾会议的产生背景、经典会景、会议的贡献、存在问题等，对今后的

计划提出来一些初步思路。同时，对始终如一坚持参加全部十届会议的6位专家颁发了纪念奖牌。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Rumen Function Research for Ecology and Production”，围绕瘤

胃微生物生态、瘤胃功能与调控、温室气体减排等专题，有40多位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最新研究

成果，其中口头报告和墙报展示各半。会上，美国Illinois大学Roerick Mackie教授、澳大利亚

CSIRO Chris Mcsweeney博士、英国Aberdeen大学John Wallace教授、英国Aberythwyth大学

Nigel Scollan教授分别作了《生长在复杂和特定基质上的黄化瘤胃球菌的比较基因组与转录组学研

究》、《反刍家畜甲烷生成与氢利用》、《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红基因组学与瘤胃组学》、《反刍

动物产品中的脂肪：挑战与机遇》等特邀专题报告。会议进行了最佳发表奖评选，由特邀专家组成

评选组从中日韩三国研究生中分别评选一名获奖人员，南京农业大学硕士生叶敏慧同学荣幸入选。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并参观考察了顺天湾、民俗村、韩牛TMF饲

料厂等。通过本次会议，各国同行之间加深了了解，建立了友谊，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尤为可喜的

是，近年来在国家各类项目资助下，我国反刍动物瘤胃营养功能及其调控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其研究成果为我国牛羊等反刍动物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议决定下一届研讨会将于2017年在日本举行，由日本三重大学承办。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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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学术研讨会通知（第三轮）

自2009年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召

开“第六届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专题委员会大会暨

第三届全国酶制剂在饲料工业中应用学术与技术研

讨会”以来，我国以酶制剂为代表的饲料生物技术

领域学术界和产业界，围绕养殖和饲料产业的一系

列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问题展开联合攻关，取得了

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重要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

表明，单单依赖一种生物技术产品难于对等替代抗

生素和兼顾养殖业对“安全与高效”的综合需求，

因此需要整合各个饲料生物技术方向的优势，配合

应用与协调发展。为此，拟于2015年11月6-8日在

广州市召开“第七届中国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学术

研讨会”，届时李德发院士和印遇龙院士将出席大

会，印遇龙院士将就就国内外饲料生物技术的发展

做大会报告，同时大会还邀请美国NRC编委等国外

专家介绍国外生物技术新发展。本次会议在前两届

酶制剂领域学术与技术研讨的基础上，扩展为整个

饲料生物技术领域的学术与技术研讨，为养殖和饲

料生产研发人员提供新思路、新技术，推动我国饲

料科技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

承办单位：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

           广东省饲料行业协会

          湖南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中粮饲料有限公司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泛亚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夏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饲料行业协会

赞助单位：深圳市绿微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博仕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参会对象

高校和科研院所教学科研人员及研究生，饲料

和养殖企业管理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技术人员和

营销服务人员。

三、会期、会址

1. 会议时间：2015年11月6-8日。

2. 会议地点：广东•广州。

四、会议主题与内容

1．会议主题：安全-高效-生态-健康

2．会议主要内容：

（1）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优秀的大型农牧

企业技术总监、一线技术人员就当前饲料安全与生

物技术领域的热点问题做专题报告与讲座。

（2）围绕“安全-高效-生态-健康”主题开

展饲用酶制剂、益生素、生物活性肽、植物提取物

等生物技术产品生产、质量评估、作用机理、应用

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等学术交流与研讨。

（3）饲料生物技术产业前沿科研成果介绍、

创新产品展示与信息交流。

（4）高校与科研院所研究生与企事业用人单

位交流。

3．会议报告安排：

（1）11月6日全天：报到注册。

（2）11月7日上午：开幕式、国内外知名专家

主题报告。

（3）11月7日下午及8日上午：国内外知名专

家与技术人员针对饲用酶制剂、益生素、生物活性

肽、植物提取物等生物技术产品生产、质量评估、

作用机理、应用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等热点问题进行

专题报告。

（4）11月8日下午：学术与技术问答、企业技

术交流、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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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征文

1. 征文范围：

围绕“安全-高效-生态-健康”主题，以论文

摘要形式征集国内外有关饲用酶制剂、益生素、生

物活性肽、植物提取物等生物技术产品研究与应用

方面未公开发表的学术与技术论文。本次会议拟出

版《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研究进展》和《第七届中

国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2. 论文提交要求：

《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研究进展》：特约稿,

由组委会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学者撰稿。字数不超

过6000字，附中、英文摘要与参考文献，具体请参

见《动物营养学报》综述投稿须知http://www.

chinajan.com/CN/column/column113.shtml。

《第七届中国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研讨会论文

集》：（1）请提交研究报告论文详细摘要。字数

控制在1000字左右，不插入图表，不列参考文献；

（2）专题分类：T01饲料安全、T02酶制剂、T03

益生素、T04生物活性肽、T05植物提取物、T06功

能性碳水化合物、T07核苷酸、T08其他。

3．征文截止时间：

《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研究进展》：2015年9

月20日。

《第七届中国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研讨会论文

集》：2015年9月20日。

4.提交方式：

请进入动物营养学分会网站http://www.

ananutri.com后点击右上角“饲料安全会议”栏

目，在会议系统中注册后，提交论文摘要WORD电

子版（docx格式请转换成doc格式），具体操作流

程和最新进展请见分会网站。

5. 论文接受及评选：

《论文集》征文截止后，会议组委会将组织专

家审稿，审稿结果有以下三种：

（1）口头报告：即论文摘要将刊登在论文集

上并推荐做口头报告。为了鼓励论文作者参会并做

报告交流，将为口头报告作者发论文交流证书。

（2）论文摘要将刊登在《论文集》上，不单

独在会场做展示。

（3）不录用：即退稿。

审稿结果会以E-mail通知，并在论文提交系统

中进行反馈（如在2015年9月30日前作者还未接到

电子邮件通知，请及时登录论文提交系统浏览反馈

结果）。请作者在征文截止后关注会议网站和注册

邮箱。

六、会议费用

会务费包含报名费、资料费及会议指定餐费，

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2015年9月30日前注册者缴

费1000元/人，9月30日后注册者缴费1200元/人；

学生（凭研究生证）9月30日前注册者缴费500元/

人，9月30日后注册者缴费600元/人。团体注册（3

人及以上）请发“大会参会回执”至502563008@

qq.com或Feedbio@21cn.com。

七、会务和赞助联系

会议向全国征集企业界协办单位和赞助商，请

联系：

1．左建军（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副教授）

电话：020-85283756，13570464890；

传真：020-85280740

E-mail：scauzuo@hotmail.com

邮编：510642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农业大学新动科

楼521室

2.冯定远（动物营养学分会饲料安全与生物技

术专题组主任、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

电话：020-22014988，13903071406；

传真：020-22014988

E-mail：fengdy@hotmail.com

获取更多会议信息、动态及回执请访问：  

http://www.ananut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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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通知（第二轮）

尊敬的各高校、科研单位、企业单位领导、同

行：您好！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养猪

业和饲料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在政

策调整、成本增加、环保新政、食品安全等多重压

力下，如何创新饲料营养科技，实现生猪健康、高

效和优质生产，是缓解目前行业发展压力，保障行

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业界和学术界共

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自 2011 年“第六届全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

在杭州召开以来，围绕生猪和饲料产业的一系列基

础理论和共性关键技术问题，我国猪营养领域学术

界和产业界密切合作，取得了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

重要科技成果。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猪营养与饲养科

技的发展，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猪营

养专题委员会联合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北京大北农

集团，拟于 2015 年 10 月 15-18 日在重庆召开“第

七届全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著名专

家学者、优秀农牧企业技术总监，以生猪“健康高

效、优质安全生产”为主题，重点围绕“猪营养代

谢和营养需要”、“猪饲养管理与环境控制”、“猪

饲料营养价值评定与大数据平台建设”、“饲料中

抗生素减量替代和饲料添加剂”等专题，共同研讨

本领域最新动态和成果，推动我国猪营养与饲料科

技的发展。

一、参会对象

高校和科研院所教学科研人员及研究生，饲料

和养殖企业管理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技术人员和

营销服务人员。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

承办单位：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协办单位：北京大北农集团西南特区

三、会议主题和内容

会议主题：健康、高效、安全、优质

会议安排：

10 月 15 日全天报到

10 月 16 日全天：国内外知名专家针对猪营养

和饲料研究进展、营养管理、饲养管理、环境控制

等热点问题进行主题报告。

10 月 17 日上午：

专题论坛 1：猪饲料营养和饲养技术

专题论坛 2：猪饲料抗生素减量替代技术和饲

料添加剂研究与应用

10 月 17 日下午：猪饲料营养价值评价与大数

据平台建设专题

10 月 18 日：离会

四、会议邀请专家及报告题目

1. 李德发（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浅谈中国

猪营养研究进展

2.印遇龙（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

究所）：猪饲料氨基酸消化代谢测定方法研究进展

3.Leo den Hartog (Professor, Wageningen 

University, Nutreco, Netherlands):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and the nutritional 

solutions in swine. 

4.K.E.Bach Knuds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Dietary fiber for pregnant sows: 

influence on sow physiology and performance 

during lactation.

5.Sung Woo Kim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imal Science,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USA): Opportunities with 

supplemental amino acids on gut health of 

pigs.

6. 蒋宗勇（研究员，广东农科院畜牧所）：仔

猪肠道黏膜免疫与肠道健康

7. 陈代文（教授，四川农业大学）：仔猪营养

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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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单安山（教授，东北农业大学）：猪饲料霉

菌污染及防控措施

9. 秦贵信（教授，吉林农业大学）：猪饲粮能

源和蛋白源结构的优化

10. 张宏福（研究员，中国农科院畜牧所）：

日粮纤维影响猪肠道健康研究进展

11. 王  恬（教授，南京农业大学）：后抗生

素时代的饲料添加剂创新与应用

12. 朱伟云（教授，南京农业大学）：肠道微

生物与猪营养代谢

13. 彭  健（教授，华中农业大学）：日粮纤

维的特性及其对母猪繁殖性能的调控作用研究

14. 管武太（教授，华南农业大学）：母猪乳

腺发育与乳成分合成的分子机制及研究进展

15. 王军军（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减少

猪窝内出生重变异的营养调控技术

16. 吴  德（教授，四川农业大学）：提高妊

娠母猪繁殖效率的营养关键技术

17. 刘作华（研究员，重庆市畜牧科学院）：

非常规饲料资源开发和利用

18. 汪以真（教授，浙江大学）：饲料营养技

术与安全猪肉生产

19. 宗  力（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猪用非

常规饲料原料加工技术

20. 俞云涛（技术总监，大北农集团）：耐高

温植酸酶的有效性评价

21. 郭吉原（品控总监，新希望六和集团）：

近红外技术在猪饲料营养价值评价中的应用

22. 邵彩梅（副总裁，辽宁禾丰集团）：猪饲

料原料营养价值数据的应用

23. 赵  峰（副研究员，中国农科院畜牧所）：

仿生酶法评价猪饲料营养价值的研究与应用

24. 刘  岭（博士，农业部饲料工业中心）：

猪饲料原料大数据库建设和应用

五、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5 年 10 月 15 日 -18 日（10 月 15 日

全天报到）

地点：重庆逸安酒店，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

道 188 号

六、会议征文

面向国内外征集论文，编印论文集 2 本：《第

七届全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和《中国

猪饲料原料营养价值评价研究进展》。

1、大会论文征稿范围

猪营养需要、营养与繁殖、营养与健康（免疫）、

饲养管理技术、营养管理、饲料营养价值评定、抗

生素减量替代技术及新型饲料添加剂开发与应用等

方面的文献综述、试验研究、调查报告、经验总结等。

2、征集要求

（1）《第七届全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会议论

文集》：研究性、综述性论文均可，全文和大摘要

均可，中英文论文不限。以全文形式投稿的（需要

中英文摘要），字数控制在 5000 字左右（具体请

参见 http://www.chinajan.com《动物营养学报》

的投稿要求）。请注明作者联系方式（电话和邮箱

等）。以大摘要形式投稿的（中英文均可，格式请

参考《动物营养学报》），需包括题目、作者（多

个作者由逗号隔开）、工作单位（单位名称、所在

城市、邮政编码）、引言 /目的、材料方法、结果、

结论等内容。摘要字数 800-1000 字，摘要正文不

需分段，可有重要图表，请避免由于篇幅过长、过

短而被退稿。

（2）《中国猪饲料原料营养价值评价研究进

展》：以李德发教授主持的公益性农业行业专项“饲

料营养价值与畜禽营养需要研究与应用”为基础，

征集猪饲料营养价值评价的研究论文和文献综述，

论文要求与《第七届全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会议论

文集》相同。

（3）征文截止时间：2015 年 8 月 31 日（以收

到日期为准）

（4）论文投稿与接收：请将论文 WORD 版本发

至 zhuyingyang2015@163.com 邮箱。论文发送后 1

周内组委会工作人员给予接收反馈，并电子邮件通

知作者，如作者还未接到电子邮件通知，请及时联

系组委会工作人员。

（5）联系地址：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路 2号。

（6）联系人及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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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大学：曾祥芳博士，13581585949

四川农业大学：车炼强博士，13982285213

七、会议费用

会务费包含报名费、资料费及会议指定餐

费，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2015 年 9 月 15 日前

（包括 9 月 15 日）注册者缴费 1000 元 / 人，9 月

15 日后注册者缴费 1300 元 / 人；学生 9 月 15 日

前（包括 9 月 15 日）注册者缴费 400 元 / 人；

9 月 15 日后注册者缴费 600 元 / 人。注册时间以

收到注册费的时间为准。并将会议回执及时发至

chongqingzhyy2015@163.com 邮箱。

会议注册费缴纳方式有三种：

1、汇款 汇款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重庆业嘉逸安酒店有限公司；开户

账号：83010154800000924；开户银行：浦发银行

重庆分行营业部（由于该宾馆同时有两个会议，汇

款时请在备注里注明会议账号：290822 农畜科院 +

参会者姓名，如果备注不下姓名，请务必备注手机

号码）

2、支付宝支付

账户：siximin191@sina.com.cn；姓名：罗敏

3、现场缴费

所有缴费方式的发票都注册时现场领取。

八、宾馆预订

请参会人员按照附件 2 的宾馆预订信息填写会

议回执（附件 1），由会务组统一安排预定宾馆，

如不填写则由参会人员自行预定宾馆。会议回执请

发至 chongqingzhyy2015@163.com 邮箱。

附件1：会议回执

单位名称（发票单位）

通讯地址 邮 编

姓 名 性别 手机 职 务 E-mail

房间预订 宾馆名称
单间 间 住宿时间 月  日 -  日

标间 间 住宿时间 月  日 -  日

附件2：预订宾馆信息

宾馆名称 房间类型 数量 协议价 地址

重庆逸安酒店
标间 100 398

渝北区黄山大道 188 号
单间 30 398

重庆天宇大酒店 标间 100 398 渝北区黄山大道 119 号

重庆中安宾馆
豪华标间

40
298

渝北区黄山大道白杨路 32 号
商务标间 248

益欣酒店
商务标间

40
288

渝北区人和云杉北路 81 号
普通标间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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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猪业科技大会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通知(第二轮)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发展对生猪产

业的高效、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推动

作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依托浑厚的畜牧兽医科技

资源和人才智力优势，致力于推动前沿的基础科研

和实用技术的研发推广，为全面推进我国猪业科技

的提升和发展，更好地为产业服务，在农业部和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创立中国猪业科技大

会，拟每2年举办一届。首届中国猪业科技大会与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2015学术年会合并，定于2015年

9月18-20日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召开。

为满足社会各界近距离接触猪业各领域科研

进展和企业应用现状，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主办的

“2015猪业博览会” 也将于9月19-21日在厦门国

际会展中心M厅隆重举行。欢迎相关人员和企业踊

跃参会参展。大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大会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2.承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

          北京博亚和讯农牧技术有限公司

二、会议主题：生态、质量、效率

三、日程安排：   

上午 下午
9月 17日 报到注册
9月 18日 开幕式、全体大会 分专题报告
9月 19日 分专题报告 全体大会、优秀论文颁奖
9月 20日 特色活动、专题研讨会、新闻发布会

四、会议地点：

厦门市国际会展中心（厦门思明区会展路198号）

报到地点：厦门市国际会展中心1号馆3层

五、会议及活动内容

1. 全体大会报告：

陈焕春（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

院士）我国猪病防治现状、问题与对策

黄路生（江西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种猪遗传改良成就、挑战与建议

李德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

士) 猪饲料原料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

周光宏（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猪肉加工业

发展概况及产业科技进展

王 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教

授）中国生猪产业效率的提升途径

Michae l  Mur taugh（Unive r s i ty o f 

Minnesota）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的免疫学及

其控制进展

Jörg Krapoth（Deutsch-Chinesisches 

Kooperationsprojekt zur）德国乃至欧洲生猪环保

及福利化养殖

2.各分论坛特邀演讲

第一分会场：育种与遗传资源专题

P.K MATHUR（TOPIGS）基因组选择在育

种中的应用

王立贤（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

所，研究员）饲料利用效率的选择——剩余采食量

李加琪（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瘦肉型

猪性能测定校正公式 

潘玉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基于基因组

SNP的猪地方品种保护、选择以及利用

陈瑶生（中山大学，教授）种猪数字化育种

体系建设探讨 

吴珍芳（温氏集团，教授）基于新一代测序

的种猪全基因组选择技术

第二分会场：营养与饲料专题

张宏福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

所，研究员) 欧美在猪育种新进展背景下的营养供

给和日粮配制新技术

吴  德（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母猪采食量

的营养调控与泌乳力提高

朱伟云（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猪肠道微生

物菌群与肠道健康和饲粮营养高效利用

计  成（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猪饲料中霉

菌毒素的流行情况及其检测与防控

洪  平（安佑集团，博士）猪新饲料资源的

开发与高效利用

Hans H. Stei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猪饲料有效营养成分研究与应用

Leo den Hartog（Inspector General, 

Nutreco R&D and Quality Affair）欧盟禁用抗

生素促生长剂后如何保持生猪产业的高效发展

第三分会场：疫病防治与兽医临床专题

杨汉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我国猪繁殖

与呼吸综合征流行新特点与防控对策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2015年第2期

13

会议通知

张永光（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我国猪口蹄疫的流行现状与防控对策

王  琴（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研究员）猪

瘟的诊断、免疫与净化

何启盖（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副猪嗜血杆

菌病与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病原学与控制技术进展

姜  平（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我国新发猪

伪狂犬病病因解析、防控与净化

邵国青（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研

究员）猪气喘病病原学与疫苗研究进展 

冯  力（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研究员）我国新发猪流行性腹泻病原学与防控技术

Ky o u n g - J i n  Y o o n（ I o w a  S t a t e 

University）Epidemiology and control of PED 

emerging in the US 美国发生的猪流行性腹泻流

行病学与控制

第四分会场：饲养工艺与设备专题

刘学陶（台湾农业科技研究院动物研究所）

集约化养猪中的批次管理技术

王楚端（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生猪养殖工

艺进展

押田敏雄（日本麻布大学，教授）日本养猪

业废弃物处理技术

冯光德（四川铁骑力士集团，研究员）集约

化生猪生产与精细化管理

廖 新俤（华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猪业废弃

物管理的纵横分析 

颜培实（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发酵床饲养

模式之动物福利与优质猪肉生产

李玉芝（美国密苏里达大学，教授）猪栏布

局的动物行为学研究进展

第五分会场：猪业经济与产业发展专题

程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生猪产

业政策研究

王济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新常态下的生猪产业发展战略

薛素文（大北农集团）互联网与养猪产业新生态

Vernooij Albert（荷兰合作银行）欧洲的生

猪产业政策和法律环境及生猪产业发展现状

潘晨军（荷兰合作银行）生猪产业链成本效

益分析及中外对比

康自强（招商证券）产业生产组织及商业模

式研究

Gordon Spronk （美国pipestone公司董事

长）养猪业现代服务业的起步与发展

谢刚（齐鲁证券）后期猪价走势分析及中长

期变化趋势

M i c h a e l  B r umm（B r umm  Sw i n e 

Consultancy Inc.）养殖规模与效益的平衡最优化

研究

王来喜 (猪E网) 如何应用互联网为养猪人创

造价值

注：组委会根据需求还会有所调整，以现场

公布的演讲题目和演讲人为准。

六、其他活动

（1）9月17日下午，养猪学分会理事会换届大会

（2）9月18日下午，猪场疫病防治研讨会勃林

格殷格翰专场

（3）9月18日下午，9月19日上午，后抗生素时

代猪业科技创新论坛

（4）9月19日下午，优秀论文颁奖典礼

（5）9月19日，2015年中国畜牧兽医科技期刊

发展论坛

（6）9月20日，海峡两岸猪业科技研讨会

（7）9月20日，企业新技术、新产品发布会

七、猪业博览会

大会主办单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还将于2015

年9月19－21日在国际会议中心M馆举办猪业博览

会。博览会是目前国内唯一以猪业为核心的综合性

展会，世界猪业发达国家如美国、丹麦、德国、英

国、法国、荷兰等国企业纷纷参展，国内猪业产业

链优秀企业也踊跃参展，共同展示猪业产业链从育

种养殖到后期屠宰加工等各个环节先进的生产、管

理理念，完善的科学技术与前沿产品。

博览会将充分体现“新技术、新产品”的主

旨理念，开设以下展示专区及活动:

1.全国核心猪场、地方优良品种以及生猪产

业体系展区

2.环境保护与污染物处理展区

3.现代化养猪生产管理及设备展区

4.现代化安全养殖及保护展区

5.全国地方优良品种猪肉品鉴活动

6.美丽猪场公益活动颁奖盛典

八、联系方式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学术部

电话：010-85959006，85959010

E - m a i l ： c a a v 2 0 0 7 @ 1 6 3 . c o m ，

caavcss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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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通过《全国兽用抗菌药及

禁用兽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

（2015-2019年）》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消息：6月30日，农业部

部长韩长赋主持召开农业部常务会议，研究部

署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等工作。会议审议并

原则通过《全国兽用抗菌药及禁用兽药综合治

理五年行动方案（2015-2019年）》。会议指

出，兽用抗菌药是养殖业必要的投入品，要采

取有效措施，开展综合治理。要抓好落实，细

化实化年度安排，明确每一年综合治理的重点

区域、重点产品、重点对象和主要任务。要加

强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各单位各部门要履职

尽责，勇于担当，严禁推诿扯皮、敷衍塞责。

同时，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合作，加大对违法犯

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要强化宣传，科学解读，

消除广大消费者的疑虑，努力营造一个科学监

管安全用药的舆论环境。要总结推广各地的好

经验、好做法，对于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

加强研究，切实提高治理的针对性，确保取得

实效。               （来源：农业部网站）

农业部发布指导意见促进

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

农业部新闻办公室消息：近日，农业部

发布《关于促进草食畜牧业加快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今后一个时

期草食畜牧业发展的思路、目标和主要任务。

《意见》提出，到2020年，我国牛羊肉总产量

达到1300万t以上，奶类总产量达到4100万t以

上。《意见》明确，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草食

畜牧业发展要以肉牛、肉羊、奶牛为重点，以

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产业效益和素质

为核心，坚持种养结合，优化区域布局，加大

政策扶持，强化科技支撑，推动草食畜牧业可

持续集约发展，不断提高草食畜牧业综合生产

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切实保障畜产品市场有

效供给。             （来源：农业部网站）

推动现代畜牧业建设率先取得

新突破引领带动农业现代化

建设迈上新台阶

2015年6月15-16日，全国现代畜牧业建设

工作会议在山东聊城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关于发展现

代畜牧业的重要批示，总结交流各地建设现代

畜牧业的成就和经验，分析研判当前的新形势

新情况，明确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现代畜牧

业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重点。农业部部长韩

长赋、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出席会议并讲话。韩

长赋强调，各级农牧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有关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要求，抓住难得机遇，

加大工作力度，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切实增

强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不断提高畜牧

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努力推动现代

畜牧业建设率先取得新突破， 引领带动农业现

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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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简讯

第七届（2015）中国蛋鸡行业

发展大会在成都召开

2015年6月24日，第七届（2015）中国蛋鸡

行业发展大会在成都召开，吸引来自国内外家

禽、饲料、动保等业界500多名代表参加。蛋鸡

行业是我国畜牧行业中形成最早的产业，但在新

形势下，蛋鸡行业迫切需要重新定位，整合各种

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使行业在持续发展中实现

新的突破。本次大会以“新常态新思路新挑战”

为主题，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王俊勋等就蛋鸡

行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深入探

讨。大会在国内鸡蛋价格持续下滑的形势下召

开，与会领导及嘉宾的分析和预测将为国内蛋鸡

走出此波低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来源：中国畜牧业协会禽业分会）

全国肉牛技术与经济研讨会在京

召开探讨破解“养牛难赚钱”

2015年6月27-28日，以“肉牛科技推动产

业进步”为主题的首届全国肉牛生产应用技术

与产业经济研讨会召开，来自“产学研”各方

面的业内专家齐聚北京，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农

民养牛难赚钱、加工企业亏本等难题。

据了解，我国肉牛现存栏6840万头，2014

年牛肉产量689万吨，但近年来，随着土地、

饲料、人工等成本增加，尽管牛肉价格持续走

高，产业现状却是“养牛难赚钱”。

农业部畜牧业司副司长王宗礼作了题为

“我国肉牛生产现状、思路与政策”报告，

他提出目前我国肉牛业存在规模化养殖发展缓

慢、良种化水平低、生产方式落后、疫病风险

大等限制因素。针对这些问题，中央扶持肉牛

产业的政策框架已经出炉，包括支持标准化养

殖项目、基础母牛扩群增量项目、良种补贴和

良种工程项目等。

研讨会由中国林牧渔业经济学会肉牛经济

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和肉牛研究中心承办。来自美国、加拿大、法

国等国的肉牛领域专家与来自全国肉牛养殖、

饲料加工、屠宰分割、科研教学等机构的企业

家、专家学者等共600多人参加了会议。

（来源：中国农业新闻网）

第四届“奶牛营养与牛奶质量”

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5年5月9-10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

畜牧兽医研究所、美国奶业科学学会和中国奶

业协会在京共同主办第四届“奶牛营养与牛奶

质量”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

利亚、爱尔兰、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的29位

外宾和10位国内知名专家以“奶业挑战与合

作”为主题，围绕“奶牛营养与牛奶质量基础

研究”、“牛奶质量与安全”和“新技术与新

产品”分享了39场专题报告。与专家提出，

在我国奶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

应把实施优质乳工程作为解决奶业难题的战略

举措，创建优质乳标识制度，并依法运用和监

管；推动奶牛养殖技术升级，以保障优质原料

奶的稳定生产和供给；全面实施乳制品加工工

艺标准化监管，确保加工出营养丰富、安全可

靠的优质乳制品。通过实施优质乳工程，使奶

业工作从被动应急转变为主动谋划，推动形成

新型生产关系，用优质乳产品重振消费信心，

让产业链利益合理分配，从而保障奶业和谐、

健康、可持续发展。

（来源:中国奶业协会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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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讯

会议名称 中国饲料霉菌毒素危害与防控论坛

组织单位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国家饲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时间地点 2015年9月15-17日，河南郑州

联系方式 洪汕 13811101207

会议名称 2015中国猪业科技大会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 2015猪业博览会

组织单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等

时间地点 2015年9月18-20日/9月19-21日，福建厦门

联系方式 石娟 010-85959909/陈玮华 13911458245

会议名称 2015中国（北京）国际马科技大会

组织单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马学分会

时间地点 2015年10月10-13日，北京

联系方式 李平岁 010-62733300

会议名称 第七届中国猪营养学术研讨会

组织单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

时间地点 2015年10月15-18日，重庆

联系方式 杨凤娟 13581807154

会议名称 第七届中国饲料安全与生物技术学术研讨会

组织单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

时间地点 2015年11月6-8日，广东广州

联系方式 左建军 020-85283756

会议名称 2015中国维生素产业发展高层论坛（第10届）

组织单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信息与市场研究部

时间地点 2015年11月，浙江杭州

联系方式 王必勇 010-82893959

会议名称 第25届世界家禽大会

组织单位 世界家禽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时间地点 2016年9月5-9日，北京

会议名称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第十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十二次动物营养学术研讨会

组织单位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营养学分会

时间地点 2016年10月，武汉

会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