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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手机上，除了叫外卖、打车和
购物，还能顺便养猪、喂牛和放羊，这是
一种什么体验？

生产效率低、利润空间小、机械化水
平低等负面标签长期贴在国内畜牧产业
身上，但随着智能技术的加入，养殖业原
始粗放的产业形态正在发生改变。

在重庆，畜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
琪金荣昌猪保种场、天友牧业、大足黑山
羊保种场等养殖业龙头企业，以智能化
设备应用、远程控制、信息采集及处理、
生产全过程监控预警为切入点，发力智
能化。

数字化赋能养殖场

电子耳标耳牌时刻记录黑山羊的身
份信息和状态；

智能定位器可设置安全范围，通过
围栏保护并实现智能追踪；

摄像头、感应器等对场内的光照、空
气温湿度、氨气浓度等进行实时监测；

……
这是前不久重庆日报记者在国家大

足黑山羊保种场看见的一幕，数字化正
在为这个传统的养殖场带来巨大改变。

春江水暖鸭先知。与羊儿接触得最
多的兽医张官斌率先感受到智能化带来
的变化。

过去，保种场内没有智能设备，温湿
度、氨气、粪便清理、山羊健康状态全靠
人工判断，费时费力又无法做到实时监
测，山羊生病是常有的事。“去年这个时
候，我每天背着药箱在场内转，光是观察
山羊状态和检查治疗都忙不过来，现在
则是一目了然，基本能做到精准发现、及
时治疗。”张官斌说，现在应用了生产数
字化管理平台后，场内黑山羊的存活率
上升了3%-5%，达到了约92%，保育价
值与经济价值都得到了提升。

从粗放养殖到精细化管理，越来越
多企业在智能化设备加持下，体会到了
现代畜牧业的高效、便利。

位于黔江区白石镇的天友牧业自营
牧场，采用全球顶级的SCR监测系统，
将奶牛身上的无线项圈中嵌入“实时加
速度器”，能灵敏感应奶牛在不同状态下
的各种行为及强度的加速度，经系统分
析处理后，每20分钟向电脑端传出相关
报告。

“西南地区气候高温高湿，并非奶
牛最佳适养区，因此对于养殖技术要求
更高。”天友牧业副总经理谭伟说，传统
养殖通过观察奶牛状态来作出判断，有
了智能化的设备，能做到提前预判、及
时干预。通过不断升级技术、设备，去
年上半年，天友自营牧场母牛年单产已
突破11吨，较此前提高2吨，在整个西
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达到全国中上游
水平。

卖猪肉起家的琪金公司，对猪肉品
质极为看重，自从事荣昌猪保种工作起，
养殖场就持续推进智能化建设，从建立
溯源系统到购买智慧养殖平台服务，现
已实现猪场管理、AI巡检、精准饲喂、精
准环控等7个方面的监控预测。

目前，琪金保种场已开始运用更先
进的AI摄像头对生猪进行实时监控。
通过在猪舍天花板上铺设滑轨，管理人
员可以遥控摄像头锁定任一生猪进行观
察。“除了监控外，这个摄像头还具备数
据分析能力，比如通过扫描猪的身高、体
长等对其体重作出估算，准确率高达
90%以上。”琪金公司负责猪场管理的负

责人侯军说，智能化手段的运用节约了
人力成本，大大提高了养殖场的生物安
全级别，生猪发病率明显降低，养殖总成
本下降10%。

科技化IT企业争相竞逐

刘强东力推京东“跑步鸡”、马云携
“AI猪”而来、华为发布牛联网产品“小
牧童”……AI养殖，离不开科技企业的
助力。

站在大足黑山羊背后的科技企业
——重庆中链融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董
事长名叫王万均，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
重庆正大软件（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工
程学院董事长，从事IT和教育产业。

王万均带领团队，为大足黑山羊设
计了包括3个方面的智能化养殖平台：
首先是物联网，通过电子耳标、温湿度
传感器等，用数据代替人工，监测场内
状态；其次是管理软件，所有信息都集
成到电脑端和手机端，通过一个App
就能实时查看和进行养殖分析，并安排
生产计划；第三是通过电子耳标和电子
围栏，将山羊养殖企业与金融机构联系
起来，更精准更有保障地实现活体质
押。

黑山羊的应用成果进一步激发了这
家软件企业继续深耕畜牧业的兴趣，“未
来，我们将补链成群，集智能养殖、仓储、
协同、营销等于一体，为养殖企业提供黑
山羊全生命周期服务。”王万均说。

无独有偶。2017年，三个分别从事
互联网、软件开发、市场营销的年轻人，
也同时将目光聚焦到畜牧业，通过两年
市场调查，在丰都上线了全国首个肉牛
产业互联网——有牛网。

为什么投身与自身行业看似风马牛
不相及的领域？“肉牛产业交易偏传统，
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牛贩子掌握更
多话语权，这是一大痛点。”有牛网相关
负责人陶然介绍，肉牛多以散养为主，养
殖户较为分散，通过互联网技术，可有效
解决这一问题。

2019年，有牛网上线，通过建立讯
蚂溯源系统加线下服务站，为加入平台
的每头活体肉牛建立档案信息，包括出

生地、性别、年龄、
品种和屠宰等信
息，为买卖双方提
供透明交易信息，
以及专业肉牛运
输服务。目前，有
牛网已实现全国肉
牛产业带 16 个省市
全覆盖，用户超2万户，
活牛交易额达到23亿元。

这仅仅是第一步，接下来
平台将向肉牛养殖领域继续拓展，
打造“数字牧场”平台。陶然表示，除了
常规的监管设备、系统外，未来将结合
AI脸部识别技术，将牛脸识别与电子耳
标设备结合，实现对牛群更精准的监测。

智能化转型在路上

高大上的人工智能频频介入畜牧
业，是因为看到了市场的机遇和前景。

两年前，中央层面就释放信号，推动
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赋能升级：2019年
初，“智能+”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同年4月，中国畜牧业协会智能畜牧
分会成立。

在重庆，“智慧农业·数字乡村”建设
如火如荼：截至2020年底，全市868万
头畜禽养殖、8.82万亩水产养殖基本实
现智能化生产。全市农业农村数字化水
平达到40.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1个
百分点，位居西部地区第一、全国第八
位。

王万均手中的一项资料显示，中国
人几乎每年都要吃掉全球一半以上的
猪。但相关研究表明，我国生猪养殖成
本比美国高40%左右，每千克增重比欧
盟多消耗饲料0.5千克左右，母猪年提
供商品猪比国外先进水平少8到10头，
综合竞争力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农业现代化必然要伴随着信息化
和数字化。”在IT行业深耕了20多年的
王万均，也想赶上这一“风口”。

“产业互联网是发展趋势，我国是农
业大国，智能养殖市场空间很大，值得深
耕。”陶然表示。

前景虽看好，前路却漫漫。

市农业农村委信息化处二级调研员
万俊新认为，目前畜牧业应用AI最大的
问题是数据量不够：“重庆山高坡陡，基
础设施建设难度大，尤其是在一些偏远
山区，网络覆盖率比较低，数据收集谈何
容易。”

还有数据整合问题。以天友牧业来
说，目前使用的营养、繁殖、环境监测等
系统分别购自不同公司，难以对所有数
据进行综合研判。

第二个难点则是补贴力度不够，尤
其是在养殖业这种重资产运行的企业身
上，其利润不足以支撑智能化转型。

从事大足黑山羊保种育种的重庆腾
达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德利说，公司
的智能化养殖平台一期就花了120万
元，二期工程则要花上400万元-500万
元。“我们是国企，做这件事情有一定资
金保障，一些民营养殖场显然承受不起
这个费用。”

侯军表示，荣昌猪保种场运用的AI
摄像头，最便宜的要5万多元，贵的要
10多万元，全由企业承担，是一笔不小
的费用。

市畜牧总站副站长刘白琴调研后
发现，畜牧业智能化转型路上，人才也
是一个短板。畜牧从业人员大多年龄
较大、文化水平较低，在使用相关信息
系统时无法熟练掌握。随着信息化的
逐步普及，人才的缺口还将进一步扩
大。

“信息化、自动化、智能化已是畜牧
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我们将顺
势而为，迎难而上。”刘白琴最后表示。

重庆畜牧业向智能化转型
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栗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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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于
渝 北 区 的
天友乳业，
全自动灌装

机 前 ，工 作
人员正在查看

产品。
重庆日报记者

万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