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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承 发 扬 先 驱 治 学 创 业 精 神
接 过 接 力 棒 争 取 再 创 辉 煌

!!!专 访 中 国 工 程 院 张 子 仪 院 士

本刊记者 李 玫

编者按!张子

仪"中国农业科学

院 畜 牧 研 究 所 研

究 员#博 导 #所 学

术委员会主任#中

国工程院院士$院

士 !""# 年冬在中

国农业大学!云南

农 业 大 学 以 及 中

国 畜 牧 兽 医 学 会

动 物 营 养 学 分 会

召开的有关学术交流会上"前后围绕着#接过接力

棒作好铺路石$%&隔着代沟的交流$以及&许振英

教授学术思想浅释$ 等为题的学术报告或即席发

言"引起广大听众的关注’ 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就

有关问题专门向张子仪院士进行了访谈" 现将访

谈记录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记者!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本刊采访"听说您在

我国著名遗传育种学界的老前辈吴仲贤教授在中

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成立 ’& 周年纪念学术

报告会上发表了#零的哲学$为题的学术报告会之

后"您也接着作了%如何接好接力棒&为题的即席

发言"您能复述一下您的感想吗’
张院士! 吴老的那次报告是一个非常精辟而

且富有哲理的学术报告( 可惜时间太短"吴老未能

再深入展开( 吴老深入浅出地从)零*的发现")零*
在整数系统中的涵义")零*在文学+数学%哲学中

的概念等做了准确的阐述之后" 提出了一系列独

到的见解( 我未记全他的报告全部内容"好在吴老

已宣布他将写成论文正式发表" 到时争取先睹为

快"能更好地学习吴老的治学精神"如条件成熟"

我也打算写一篇学习心得( 最使我受教育的是吴

老坎坷半生"如今年逾耄耋"犹能坐在轮椅上勤奋

学习"苦索真谛"每念及此"辄鞭策我莫敢懈怠( 年

纪大了"容易被经验主义所束缚"这是思想僵化的

前兆( 更主要的是)怕*字当头"怕惹事生非"怕说

错了"不如明哲保身( 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 这是告诫人们对任何事物的分析"
持不同见解是正常的" 为了探索真理" 要求同存

异,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要团结奋进( 只有提出不

同观点% 辩明是非才能使真理愈辩愈明" 取得共

识( 吴老在报告中直言-%有些权威不敢提出自己

的观点是怕丢人((&" 实在是振聋发馈之语"我

属于老年人中的少壮派"肩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
争取能接好这个接力棒"不负历史重任(

记者!张先生"您在全国猪的动物营养研讨会

上作了#许振英教授学术思想浅释)的报告"您能

谈谈您为什么在新世纪之初提出这个问题么’
张院士! 已故许老是我国畜牧科学界知名的

奠基人之一"在动物科学%动物营养科学方面不仅

造诣深邃" 而且在治学精神方面也给我们树立了

榜样( 去年是许老逝世 $% 周年"许老生前在畜牧

科学方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 借此机会"尽可能多)抢救*出一些"对

下一代人的成长应该是有好处的(
记者! 张先生请您谈谈许老对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畜牧科学发展的基本估计及展望是什么’
张院士!我非常高兴在许多学术会议上了解到

各个领域的科学研究都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年轻的

同行们的工作成果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在此"我想

引用许老生前半个月给我写信中的一段的话"他

说-%动物营养学界这 #& 年没有白过" 下一代基本

专

家

论

坛

! " # $



!饲料广角"!""! 年第 " 期

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 #$$%&##’’’()#*+,-../01230)+ 电子邮件#45367)#*+,-../01230)+

成熟!但要达到国际水平!还要待下一两代人的努

力" 总结历史!唐#宋文风!都在建国百年之后!美#
日赶超德#英也是近 $%8&% 年的事" $我非常同意

许老的这一基本估计!总起来说!我国科学技术界

的人才断层问题虽然已基本解决"但是同发达国家

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当前我国还面临未来 !" 亿

人口的生存问题$资源问题乃至人文问题等重大问

题有待解决#因此!必须戒骄戒躁$再接再励才有望

完成这一历史重任# 我虽未曾直接师从许老!但曾

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方式聆听过先生教诲!我始

终视先生为严师挚友#现在手头珍藏有部分与许老

之信函及书稿!屡欲留作许老纪念文集的续集之素

材!但又恐背景不详!记录挂一漏万!有违许老原

意!迟迟未敢动笔# 虽曾写过一些纪念文章!登在动

物营养学分会的会讯或非正式通讯上!但都是些杂

文!内容也有偏颇之嫌!希望有些老同志能趁健在

之日!多做些%抢救&工作#
记者% 您认为在猪的营养研究方面还存在哪

些问题&
张院士% 许老在生前曾前后主持过多次全国

猪的营养专业会议! 与会人数从 !# 多人 到几百

人!每次开会!许老都强调’一不赚钱"二不旅游$
看戏#给大家留下了良好的会风#!# 年前许老即指

出在猪的营养需要量方面’(!)种猪营养研究工作

滞后"($)肉猪营养研究工作密集重复"(%)仔猪营

养研究工作首尾脱节# 他还引用农谚中说的’’公

猪好!好一坡(母猪好!好一窝(仔猪好!好一个" $
他又指出’’仔猪初生!由)水生*到)陆生*!由恒温

到变温!由无菌到有菌!由被动获取营养到主动觅

食!无不带来应激(仔猪的营养#酶活#免疫#环境

等一系列的变化是其)因*(而)拉稀*是其)果*" 研

究对策与方法要析因!要溯源求本!因果对照!区

别对待!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此外也还要结

合我国饲料资源特点!提倡要充分利用母猪资源!
提高仔猪成活率及仔猪后期的育肥效果! 从近期

内我国猪的生产实际!整体育肥效果与%仔猪早期

断奶&模式相比应该是利大于弊的# 我完全赞同许

老的观点!应予以重视#
记者% 那么您认为在发展规模化养猪业中存

在什么问题&
张院士% 从近期看是蛋白质资源短缺问题!从

长远看是%能源&问题# 许老曾提出’%石油烧一点!
少一点!不能再生&!我完全赞同许老的观点# 我国

目前所需石油大约 !&% 依赖进口"到 $#$# 年!我国

石油依靠进口的程度即 %依存度& 将达到 ’#(!
"#("到 $#%# 年!如开发不出新能源!届时石油依

存度将达 )#(或以上#要搞规模化就必须有运输工

具# 将饲料从农村搬到大猪场!再将粪肥搬到田里!
将活猪搬到屠宰场!再将可食部分送到市场或进行

冷藏!再加上屠宰废弃物处理净化!无处不需要能

源# 目前我国农村所用能源中折成标准煤!电力占

*+"(!成品油只占 $+%(左右!规模愈大对能源的需

求压力也愈大# 目前一个共识是 %养猪规模要适

度&# 那么!%适度&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我认为主要

是扣除运输能源半径的成本后是否还能可持续发

展# 假若一旦国际上风云突变!石油涨价!到那时!
饲料$猪肉等都要随着涨!想想看!有多可怕*

此外!国际上还有个%蛋白质经济&的提法!如

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那么我国畜牧业的发展无

疑是纸上谈兵# 许老早在 $, 年前便指出’’靠拣落

!注"#拣落$%东北俚语%指农副产品%下脚料&发展

养猪不成$最近豆粕价格上涨是预料中的事!据估

计’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 世纪初叶我国饲料用

蛋白质缺口将达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 若到 $#%#
年我国人口按 !" 亿人计!人均每日占有动物性蛋

白质仍按 $,- 计 !注"!""" 年城乡居民约为 !#$%
日%农村居民约为 !!$%日%是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水

平&!以最佳高效蛋白质资源估计!缺口至少一 半

以上# 种种办法都试验过了!成效甚微# 对于这一

问题! 我认为只有通过三元结构农业的内涵性改

造与外延性开发相结合!从发展以不收获籽食(粮

食)为唯一目标的营养体农业方面找出路#
记者% 请您回顾一下中国现代的动物营养研

究史! 评价一下动物营养学研究工作发展中的经

验教训是什么&
张院士% 我国现代动物营养科学从西方传入

中国!可追溯及上个世纪 $# 年代!其中以凯尔纳

著+农畜饲养学,以及莫利逊著+饲料与饲养,的影

响最大# 惜这些著作从译成$定稿到出版!前后竟

经历了 !,!$# 年之久# 回顾上个世纪 $#!’# 年代

的工作! 有过盲从的阶段! 也有过苦索真谛的史

实# 应该承认!斯界先驱是在披荆斩棘!一片空白

中摸索前进的# 到解放初期!我国畜产品处于严重

短缺时期!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重视下!动物营养科

学如雨后春笋!欣欣向荣# 惜正当我国在这一领域

尚处于启蒙阶段! 全国上下便被接二连三的政治

运动所干扰#虽有王栋先生的+动物营养学,(!.,.)
及各种大专教材问世!但未普及便湮灭于书肆# 对

! " # $



!!!!饲料广角"!""! 年第 " 期

电话#$"#"%$%&’(%)( $!)*(*$+ $!)*(*$) $!)*(*$, $!)*(*$* 传真#-+#+.$!#’"#$$ $!#%"!&#

影响较大的前苏联波波夫著!家畜饲养学"应一分

为二#其功#是对当时动物营养学的发展起到了启

蒙作用$ 其过# 在于理论脱离当时中国的生产实

际#未能做到%拿来&而不照搬’ 尤其是在后来%向

苏联一边倒的年代& 在许多问题上是起了误导作

用’ 从该书译者!体会"的字里行间中也可以看出#
在当时与西方的科技信息交流渠道不通# 同时又

渴望求知而正在%接受改造&中的知识分子的无奈

与隐情’一直到拨乱反正后#许老才得直言(!$& 年

代 引 进 的 苏 联 养 猪 饲 养 标 准 " 经 使 用 不 适 合 国

情##惜已晚矣’ 相继中苏关系从紧张到破裂#接着

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人的营养研究尚被视为

资产阶级科学$何况%动物营养&#基本上处于空白

状态’ 随着#在%!" 年超英#!# 年赶美&的政治口号

下#导出了诸如%万头猪场&)%卫星猪&)%一窝产 #$
仔&)%三割催肥法!注"#三割$即%割尾巴&割耳朵&
割甲状腺’猪日增重 !!"#$ 的伪科 学贬 称(&等 一

系列闹剧’ 而在此同时#许多西方先进国家正在凭

借其在动物营养学)饲料科学)医药学)食品科学)
机械加工领域等科技储备的优势# 很快便综合应

用于饲料工业及现代养殖业’ 到 $" 年代许多经济

发达国家的畜禽生产效率比 %" 世纪初期翻 了将

近一番’ 特别是进入 &" 年代以后#其发展尤为迅

猛’ 这便使我国养殖业水平本来就落后于先进国

家的距离又进一步拉大’
记者$您能否谈谈改革开放后"我国在饲料工

业和养殖业方面取得了哪些主要成果%
张院士$从拨乱反正到 %" 世纪末期是我国饲

料营养科学与养殖业)饲料工业生产密切结合#同

步发展的盛世’ 在这 %" 多年里#由于政策的调整)
国家的投入)科学技术的普及#特别是动物营养及

饲料科学在养殖业及饲料工业上的广泛应用#使

民族饲料工业稳定地占领了国内市场# 有些产品

还销往东南亚各国’ %""’ 年预计#全国肉)蛋)奶总

产量分别将达到 $ (#" 万 ))% #’# 万 ) 和 ! $%# 万 )#
跃居世界前列’ 全国人均肉)蛋)奶量将比改革开

放初期增长 * 倍)+ 倍和 ( 倍’ 斯界科技队伍也从

%六五&初期的几百人增长到几万人’ %""% 年作为

%畜禽水产养殖技术&被中国工程院评为%%" 世纪

我国重大工程技术成就&之一#与%两弹一星&相提

并论#在全世界公认为是奇迹’ 这些成就应该承认

是我国畜牧水产界几代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与

广大生产者经过 %" 多年共同努力的成果’
记者$ 能否请张先生为我们展望一下我国动

物营养学的发展"明确我们所肩负的任务"同时表

达一下您对下一代饲料营养科技工作者的期望%
张院士$对于 %! 世纪#我认为现代饲料营养科

学的发展必须服从于从数量型畜牧业向质量型畜

牧业发展的需要’即从营养)品种)环境等多种学科

的交融界面#走向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所

需 要的 方 向 发 展$同 时 必 须 从&多’快’好’省(向

&省’好’快’多(的良性机制转变#最终服从于节耗)
优质)高效)安全和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至于具体

科研任务嘛#许老早在 $" 年前阐述!中国畜禽营养

之特性"一文中便高瞻远瞩地指出(&欧美积若干年

之研究"其原理不宜抹杀"然而许多国家不能通用"
此类资料的探索"实刻不容缓)*当然"目前尚顾

不到+ 诸如对各种家畜习用饲料之消化率的测定+
维持需要之测定"皆应在短期内完成"好作实际饲

养者指南(’这是半个世纪前许老提出的初级任务’
当前时代变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外许多畜禽饲养

标准已几易其版#饲料成分及营养价值表也日新月

异#而我国许多饲料的有效能值仍然沿用)抄袭)照

搬国外上世纪中期的经验数据#%同名异物& 者有

之#%同物异名者&有之#%张冠李戴&者亦有之#大量

以讹传讹之数据竟成为所谓电脑配方之科学依据’
众所周知# 现代饲料工业的核心技术是饲料配方#
而饲料配方的参数需以动物营养需要量与饲料营

养价值评定值为背景’而我国对%饲养标准&中的有

效能值的时空观始终未能取得共识#在实际操作中

也缺乏公允的规范#这便成为基本参数无同比性的

客观事实与混乱局面’ 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

以德国%淀粉价理论&为背景#以反刍动物为对象的

前苏联%燕麦饲料单位&#应用于猪的生产实践#有

识之士均引以为笑柄’虽有爱国之士#将%燕麦饲料

单位&折成%玉米饲料单位&#以示国粹’ 但实质上换

汤不换药)%牛冠猪戴&# 并载诸全国统一院校大专

教材# 偌大中国竟鲜有人提出挑战’ 当前又有向

%,-.&一边倒的倾向#我认为作为学术思想问题亟

须通过交流#明确方向#中国特色的畜牧业何时能

翻身#望同行们能在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的基础上#
完成先驱遗愿’还有许多三元结构农业中的调整问

题#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饲料工业问题#现代化养

殖业的模式问题#一言难尽#以后有机会再交流吧’
记者$非常感谢张先生接受这次采访"同时也

感 谢 您 对 中 国 饲 料 工 业 协 会 信 息 中 心,-饲 料 广

角.杂志社的鼎力支持"祝愿您身体健康"万事如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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