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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林麝养殖作为一项充满潜力的朝阳产业,在中国各地迅速

崛起,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无抗养殖技术的引入和应用,为林麝养殖户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有效解决了养殖过程中的疾病困扰,降低了养殖风险,极大地提升了养殖户的信心。
这不仅为林麝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林麝养殖的广阔发展前景,全面展示无抗养殖技术在提升林麝繁殖率、成活率以

及增加养殖效益方面的显著成效,为林麝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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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forest
 

musk
 

deer
 

breeding,as
 

a
 

promising
 

sunrise
 

industry,is
 

rapidly
 

emerging
 

across
 

our
 

country,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in
 

driving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free
 

breeding
 

technology
 

have
 

provided
 

strong
 

technical
 

support
 

for
 

forest
 

musk
 

deer
 

farmers,effectively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diseases
 

in
 

the
 

breeding
 

process,reducing
 

breeding
 

risks,and
 

greatly
 

en-
hancing

 

the
 

confidence
 

of
 

farmers.This
 

not
 

only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
 

musk
 

deer
 

in-
dustry

 

but
 

also
 

injects
 

new
 

dynamics
 

and
 

vitality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This
 

paper
 

aims
 

to
 

deeply
 

explore
 

the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forest
 

musk
 

deer
 

breeding,comprehensively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antibiotic-free
 

breeding
 

technology
 

in
 

improving
 

the
 

breeding
 

rate,survival
 

rate,and
 

increasing
 

breeding
 

benefits
 

of
 

forest
 

musk
 

deer,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forest
 

musk
 

deer
 

indus-
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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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林麝养殖作为一项具

有广阔前景的产业,正逐渐成为农业发展的新亮点。
近年来,无抗养殖技术的引入和应用,为林麝养殖带

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一技术的推广,不仅显著提

高了林麝的繁殖率和成活率,还大幅增加了养殖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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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为林麝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林麝,作为一种珍贵的药用动物,其麝香具有极

高的经济价值。然而,传统的养殖方式在呼吸道、消
化道疾病和繁殖疾病方面存在诸多难题,这些问题

一直制约着林麝养殖业的健康发展[1]。无抗养殖技

术的出现,恰如一场及时雨,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

有力武器。通过这一技术,林麝的养殖效益得到了

显著提升,尤其在疾病防治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林麝的生理特性和营养需

求,笔者所在的无抗养殖技术团队成功研发了林麝

专用预混料,进一步优化了饲料配方,不仅提高了林

麝的免疫力,还降低了养殖成本,节约了劳动力,实
现了养殖效益的最大化。如今,无抗养殖技术已在

全国多个省份得到广泛推广,受到了广大养殖户和

养殖场的认可。实践证明,这一技术在降低养殖风

险、提高养殖效益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养殖户们

纷纷表示,无抗养殖技术让他们看到了林麝养殖的

美好前景,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动力。本文围

绕无抗养殖技术在林麝养殖中的应用及其成效展开

深入探讨,旨在为中国林麝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提供

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在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

代,我们坚信无抗养殖技术将引领林麝养殖走向更

加辉煌的未来。正如古语所云:“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无抗养殖技术正是推动林麝养殖业发展

的利器,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技术为乡村振兴带来

的美好变化。

1 林麝养殖前景广阔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林麝养殖正逐

渐成为农业发展的一片新蓝海。作为中国独有的珍

贵物种,麝香资源稀缺且市场需求旺盛,林麝养殖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首先,麝香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其高昂的市场

价值。目前,全球对麝香的需求量不断攀升,而中国

作为麝香的主要产地,其产量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

求。据统计,全球每年麝香的需求量约为100
 

t[2],
而中国每年的产量仅为20

 

t左右[3]。这种供需失

衡导致麝香价格居高不下,成为众多投资者的关注

焦点。
其次,林麝养殖的灵活性使其更具吸引力。无

论是散户养殖还是规模化养殖,林麝都能适应各种

养殖模式。散户可以通过饲养少量林麝实现增收,
而规模化养殖场则可以形成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
这种灵活性为林麝养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4-5]。

此外,当前正值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全国各地

纷纷发展集体经济,林麝养殖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

产业之一。许多地方政府积极出台政策扶持林麝养

殖,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支持。预计未来

几年,林麝养殖将迎来一波发展热潮。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畜禽养殖市场萎靡不振,

许多养殖户纷纷寻求转型。林麝养殖作为一种新兴

产业,吸引了众多畜禽养殖资本的进入。这些资本

的注入为林麝养殖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推动了

产业的快速发展。总之,林麝养殖作为乡村振兴的

新机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只要养殖户勤学习、
常钻研,以养殖技术为依托、防控风险,就能够在这

片蓝海中取得成功。

2 无抗养殖技术应用于林麝产业的意义

2.1 降低发病率,提高成活率

降低发病率,提高成活率,是无抗养殖技术在林

麝养殖领域的重要贡献。林麝,作为国家一级野生

保护动物,其从野生状态到圈养环境的转变并非一

帆风顺。由于无法迅速适应这种急剧的变化,林麝

在圈养过程中常常遭受呼吸道、消化道、泌尿道以及

生殖道等多种疾病的困扰。这些疾病的高发不仅严

重影响了林麝的健康,更导致了每年仔麝较高的死

亡率,给养殖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6-7]。无抗养

殖技术的引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案。
该技术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和疾病预防措施,能够

有效预防和治疗林麝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常见

疾病,从而显著降低了发病率。与此同时,无抗养殖

技术的应用还大幅提升了仔麝的成活率,增强了林

麝群体的整体健康水平。这一成果不仅提高了养殖

户的经济效益,也为林麝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无抗养殖技术的实践,我
们看到了林麝养殖业向着更加健康、可持续的方向

发展的希望。

2.2 保障动物健康,提高产品质量

保障动物健康,提高产品质量是无抗养殖技术

的核心宗旨。无抗养殖技术,简而言之,就是在养殖

过程中彻底摒弃抗生素的使用。这种养殖模式的应

用,极大地降低了林麝因长期使用抗生素而导致的

病菌耐药性风险,从而有效保障了动物群体的健康。
无抗养殖技术的推行,不仅减少了林麝养殖中的疾

病发生率,而且确保了林麝产品的天然性和安全性,
使得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更加健康、绿色的林麝产品。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
无抗养殖技术所生产的高品质麝香无疑更符合市场

趋势和消费者的需求,为林麝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开辟了新的道路。

2.3 促进生态平衡,保护环境

促进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是无抗养殖技术带来

的另一重要效益。长期以来,林麝养殖过程中,抗生

素的滥用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不仅导致了细菌耐药

性的增加,还对环境造成了污染[8]。抗生素残留通

过养殖废弃物进入土壤和水源,破坏了土壤结构和

水质,影响了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进而威胁到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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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生物的健康。无抗养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从根本上减少了养殖过程中抗生素的使用,从而降

低了养殖废弃物中的抗生素残留,有助于减少对环

境的污染。这种养殖模式不仅维护了生态系统的稳

定,还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为构建和谐的自然

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无抗养殖技术的实施,体现

了养殖业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担当,是实现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整个社会走向绿色、环
保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2.4 提高养殖效益,助力乡村振兴

提高养殖效益,助力乡村振兴,是无抗养殖技术

在林麝养殖领域发挥的显著作用。通过应用无抗养

殖技术,林麝的发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不仅减少

了养殖户在疾病治疗上的成本投入,还大幅提升了

林麝的繁殖率和成活率。这些改变直接转化为养殖

户的经济收益,增强了他们发展林麝养殖业的信心

和动力。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无抗养殖技术的

推广使用,不仅促进了林麝养殖业的健康发展,还为

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养殖户

通过无抗养殖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收入的稳定增长,
为乡村的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无抗养

殖技术的普及还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完善,促进了

农村就业,提升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撑。因此,
无抗养殖技术在推动林麝养殖业转型升级的同时,
也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重要力量。

3 无抗养殖技术在林麝产业中的应用成效

3.1 疾病防治效果显著

过去3年来,无抗养殖技术在林麝产业中的应

用取得了显著成效(表1)。林麝腹泻和肺炎曾经是

发病率最高的两种疾病,每年给林麝产业造成严重

的经济损失,而使用无抗养殖技术后,腹泻和肺炎发

病率下降近90%;毛球病是林麝产业致死率最高的

疾病,一般难以确诊,目前理想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

法取出毛球,而无抗养殖技术可以预防林麝毛球病

的发生。此外,对林麝常见的皮下脓包病和脑炎的

预防,无抗技术的使用显得十分有效。在解决瘤胃

酸中毒和瘤胃积食方面,无抗养殖技术也体现了独

特的优势。在林麝尿道结石方面,当前只有间断使

用无抗养殖技术的养殖户发现林麝尿道结石,也仅

仅是轻微临床症状,而往年频繁发生尿道结石,现在

长期使用无抗养殖技术后,未见尿道结石发生。总

之,使用无抗养殖技术后,林麝常见疾病的防治效率

达到89.1%以上,大大降低了养殖户的风险。

3.2 饲料配方优化

饲料配方优化和应用方面的成效在林麝养殖产

业表现得尤为显著。为了更好地适应林麝的营养需

求,成功开发了林麝专用预混料。这一专用预混料

的推出,有效解决了林麝养殖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饲

料配方问题,为养殖户提供了更为科学、高效的饲养

方案。养殖户普遍反映,使用林麝专用预混料后,饲
料配方的成本得到了大幅降低,原料的使用也更加

节约,这不仅减少了养殖的运营成本,还提高了饲料

的利用效率。更为重要的是,林麝专用预混料的使

用显著提高了仔麝的成活率,增强了林麝群体的整

体健康水平,从而大幅提升了养殖效益。养殖户在

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

到了依托技术带来的积极变化,为林麝养殖业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3 繁殖率得到了提高

林麝人工养殖三十多年来,繁殖率问题一直是

困扰养殖户的一大难题[9]。在过去,每年约有4%
~7%的母麝因为不发情、不接受公麝爬跨、配种失

败等原因无法成功繁殖,这不仅影响了林麝种群的

稳定增长,还给养殖户造成了不小的经济损失[10]。
然而,随着无抗养殖技术的引入和使用,以及相关技

术团队的精心指导和帮助,林麝的繁殖障碍问题得

到了有效解决。母麝的发情周期变得更加规律,接
受配种的行为也更为频繁,从而大幅降低了配种失

败的比例。养殖户在专业技术团队的指导下,掌握

了更科学的繁殖管理方法,使得林麝的繁殖率得到

了显著提升。这一变化不仅增强了养殖户的收入预

期,也为林麝养殖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表1 无抗养殖技术的应用降低林麝发病率

Table
 

1 The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free
 

breeding
 

technology
reduced

 

the
 

incidence
 

of
 

illness
 

in
 

forest
 

musk
 

deer

名称 对照 试验组 下降百分比

腹泻 39.7±5.6 4.1±0.2 89.6%
支气管炎 17.6±2.5 1.3±0.4 92.6%

肺炎 24.4±2.3 2.2±0.6 90.9%
毛球病 8.2±0.6 0 100%

尿道结石 5.3±0.8 1.2±0.2 77.35%
脓包病 7.6±0.8 0 100%

瘤胃积食 9.6±0.7 0 100%
瘤胃酸中毒 26.9±1.1 1.7±0.5

 

93.6%
脑炎 4.8±0.2 0 100%

  注:对照组完全是按照传统的养殖方法进行预防、治疗;

试验组完全使用无抗养殖技术,针对顽固性疾病,如长期咳

嗽、流鼻涕、急促喘气等情况,科学合理地联合抗生素治疗。

数值来自以陕西、山西和青海、甘肃四个省为单元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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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经济效益显著,养殖户信心倍增

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为养殖户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信心。以20只林麝的养殖规模为例,得益于无

抗养殖技术的应用,部分养殖户每年能够成功收获

10对仔麝,按照市场行情,销售额可达到80万元,
这样的收益无疑是令人鼓舞的。此外,对于那些原

本需要3~5年才能赚回的40~50万元贷款成本的

养殖户来说,如今在无抗养殖技术的帮助下,只需2
年就能回收成本,这种快速的投资回报极大地提振

了养殖户的信心。即便是一些没有销售种源的养殖

户,尽管短期内未能收回成本,但他们也明显感受到

了种群数量的增多,这为未来的销售和繁殖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公麝每年每只采集麝

香的量增加了3~5
 

g。这一增长不仅提高了林麝的

经济价值,也增强了养殖户对市场的信心。总体来

看,无抗养殖技术带来的经济效益是全方位的,它不

仅加快了成本回收,提高了养殖收益,还增强了养殖

户对林麝养殖业的长期发展信心,为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注入了新的活力。

4 无抗养殖技术的推广范围

无抗养殖技术已经在陕西、青海、甘肃、湖北、云
南和山西等地得到了广泛推广,成为了林麝养殖业

的一股新潮流。据统计,目前已有800多家养殖户

和较大规模的林麝养殖场采纳了这一技术,共同见

证了无抗养殖技术在解决病多、死亡多和繁殖率低

等问题上的显著成效。在过去,林麝养殖面临着诸

多挑战,如母麝不发情、不接受配种等问题,导致养

殖户经济损失严重。而无抗养殖技术的应用,通过

优化饲料配方、加强健康管理等方式,极大地改善了

这些问题。养殖户们纷纷表示,自从采用了无抗养

殖技术,林麝的疾病少了,死亡率低了,繁殖率上去

了,每年可收获更多的仔麝,经济效益显著提升,养
殖户的信心也得到了极大提振。

5 案例简介

在无抗养殖技术普及的背景下,一位养殖林麝

才2年的养殖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自

2022年起,该养殖户便开始采用无抗养殖技术,起
初仅有15只林麝,但在短短3年内,养殖规模扩大

至52只,无抗养殖技术为该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值得一提的是,林麝出血性肺炎是一种高

死亡率的疾病,其死亡率曾高达60%以上,某些情

况下甚至达到100%,给养殖户造成了巨大的经济

损失。然而,自从众多养殖户引入无抗养殖技术后,
连续两年因出血性肺炎导致的死亡率降至零,这一

显著成果不仅证明了无抗养殖技术的有效性,也为

其他养殖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通过这个案例,我
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抗养殖技术不仅能够提升养

殖效益,还能有效降低疾病风险,为林麝养殖业的健

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6 结 论

无抗养殖技术在林麝养殖业中的应用取得了显

著成果。通过降低发病率、提高成活率和繁殖率,为
养殖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增强了他们的

发展信心。特别是对于林麝养殖的新手们,见证了

无抗养殖技术在短短三年内助力养殖规模翻倍,并
成功预防了出血性肺炎发生。这一成果不仅体现了

无抗养殖技术的优越性,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

有力支撑。未来,我们应继续推广林麝无抗养殖技

术,让更多养殖户受益,共同推动林麝养殖业走向更

加绿色、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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