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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家畜环境卫生学（第4版）》突出了农业产业化是
农村发展的重要途径的理念，认为天人合一的生态文明观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本源，全书贯穿动
物福利，健康生产和环境保护主轴，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
全书共分12章，内容涉及家畜环境适应，温热环境、光环境、声环境，有害物质与微粒、水与土壤环
境，行为与环境、畜牧场规划、畜舍环境的改善与控制、畜舍的设施与设备.畜牧生产中的污染控制、
家畜的行为管理等，还在书后附加了实验指导，内容包括：气象因素的测定，辐射热、照度、畜舍采
光和噪声的测定，空气卫生状况测定，畜舍隔热和换气量计算，畜牧场设计图的识别以及水质检验等
，可供教学使用。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家畜环境卫生学（第4版）》特配数字课程，其上内容
分为拓展学习和实用数据两部分，供读者查阅。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家畜环境卫生学（第4版）》可以作为畜牧学，兽
医学、动物药学，农业工程学等一级学科的本科和职业技术学院的教材，也可作为畜牧兽医、农业工
程工作者拓展环境科学知识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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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问题 五、圈养的行为问题 六、拴系和限位饲养的行为学问题 七、传统之散养方式与其未来 第四
节 行为与动物福利 一、动物福利 二、动物福利的评判标准 三、动物福利的行为学基础 思考题 第八章
畜牧场规划 第一节 场址选择 一、自然环境因素 二、社会经济因素 三、立地条件 第二节 畜牧场工艺
设计 一、畜牧生产工艺的定性设计 二、畜牧生产工艺的流程设计 三、畜牧生产工艺参数设计 四、畜
牧生产饲养工艺设计 五、畜牧场工程工艺设计 第三节 畜牧场总平面规划 一、畜牧场总平面规划的原
则 二、畜牧场的功能分区 三、分区规划布置要求 四、畜舍布置形式 五、畜舍朝向 六、畜舍间距 七、
畜牧场主要项目构成 八、畜牧场场区总平面规划实例 九、畜牧场规划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四节 畜
牧场基础设施工程规划 一、防护设施 二、道路工程 三、给水工程 四、排水工程 五、采暖工程 六、电
力电讯工程 七、绿化工程 八、粪污处理工程 第五节 畜牧场规划与设计成果 一、规划阶段 二、初步设
计阶段 三、施工图设计阶段 思考题 第九章 畜舍环境的改善与控制 第一节 畜舍的基本结构 一、基础
和地基 二、墙 三、屋顶 四、天棚 五、地面 六、门窗 七、其他结构和配件 第二节 畜舍类型和特点 一
、棚舍 二、开放式与半开放式畜舍 三、有窗式畜舍 四、无窗式畜舍 五、畜舍样式的选择 第三节 建筑
材料特性与围护 结构传热 一、建筑材料的温热特性 二、建筑材料的空气特性 三、建筑材料的水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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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4.畜牧业的清洁生产在畜牧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全方位持续地应用综合预防的环境策
略。
即主要通过应用专门技术，改进工艺技术和改变管理质量，既保证动物权利和产品卫生，又减少畜牧
生产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
畜牧业清洁生产应包括饲料、供水、防病及饲养管理。
①合理地利用营养调控技术，提高饲料利用率，减少干物排泄量及其无机氮的排泄量；②采用无害化
饲料添加剂，并且能快速发现和诊断疫病，进行早期预防和迅速治疗；③减少铜、锌和砷等元素添加
量，减少因施用猪、禽粪便堆肥导致的土壤重金属浓度的增加；④改善饮水设备，减少水的消耗量，
减少污水的排放量；⑤添加酶等生物制剂，减少氮与无机磷等物质的排泄量；⑥科学处理粪便。
我国确立了清洁生产的战略目标，为改善动物福利提供了契机，但变革必须渐进着手。
动物福利的推广必须配合现况，应尽量顺应时代的趋势与现有的限制，面对现实来做改善。
如果仅以一己的理念或利益做诉求，并未考量国家与社会大众的利益，或者毫不体恤家畜生产者在整
体环境下所受到的限制，进行极端抗争，则动物福利理念常遭到生产者的排斥，反而不利于推进。
因此，在推动动物福利时，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之利益都应兼顾，由现况中找出折中的方式，渐渐地
加以改善，由现有的饲养管理方式与设备能做到的部分先行着手。
当第一阶段目标达成后，再做进一步改善，如此可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地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习惯
于重视动物福利的环境。
切忌妄求一蹴可及，立刻就想要做出重大变革，结果却打乱社会现有制度的平衡而造成反弹。
相信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民素质的提高，动物康乐、持续性发展的生态农业一定会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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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畜环境卫生学(第4版)》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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