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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畜牧业博览会组委会 
“2017中国西部家禽产业创新发展论坛”邀请函 

各地畜牧行业管理、技术推广单位、农业院校、家禽养殖企业、畜牧或家

禽协会会员单位、饲料及相关企业、业界同仁： 

家禽产业是我国西部畜牧产业中为农户增加纯收入最稳定的畜牧主导产业

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业转型升级速度的不断加快，现代家禽产业在养殖

模式、饲养技术、以及新工艺与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变革也在加快。家禽产业如何

在新形势下实现“产业链安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西部地区如何科学布局和导

向产业发展、如何解决养殖场普遍存在的共性重大技术问题？定于 2017 年 9 月

27-28日在陕西杨凌举办“2017中国西部家禽产业创新发展论坛”，现将相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 论坛宗旨： 

打造中国西部家禽产业创新尖峰论坛第一品牌。汇集国内外与家禽生产联

结度高的业界知名学者和产业精英，焦聚西部家禽产业发展的热点问题，探究、

传递或展示融科学性、实操性为一体的适合西部家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

新方略、新技术、新工艺、新模式。让西部家禽界同仁分享到难得的产业技术创

新盛宴。 

二、本届主题：家禽产业动荡大背景下的安全应对方略 

三、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杨凌示范区管委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陕西省畜牧业协会 

承办单位：杨凌示范区展览局、农业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杨凌试验站  陕西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 

北京天创金桥展览有限公司 

执行主席：高玉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陕西省家禽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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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坛内容：2017 年中国西部家禽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特邀专家 专家简介 报告主题 主要内容 

魏晓明 

董事长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国家蛋鸡产业技术体

系银川试验站站长，中

国畜牧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畜牧协会禽业分

会副会长，曾荣获中国

家禽业十大年度人物、

第二、三届中国畜牧行

业先进个人。在业界具

有创新性理念和独特

的思维与阅历丰富的

技术沉淀。 

我国蛋鸡 

产业发展 

趋势与 

环保压力 

下的生物 

安全保障 

我国蛋鸡生产经过“过山车”式

的洗礼或风波，可谓正常也谓不

正常，核心问题凸显出构建新型

的全产业链生物安全体系的迫切

性和必要性。本报告深入透析我

国现代蛋鸡产业养殖的现状、环

保压力等焦点问题、生物安全挑

战、困惑；分析了围绕构建生物

安全体系的产业发展趋势、机遇

与技术途径，提出今后可持续发

展的应对方略。 

徐桂云 

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

家蛋鸡产业技术体系

蛋品加工与质量控制

研究室主任。农业部家

禽品质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

家禽育种与产品质量

控制品科教工作。主持

和参加 30 多项国家、

省部级科技项目。 获

得科技成果奖励 5 项、

审定新品种证书 2 项、

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

篇。获取发明专利 3

项。 

现代蛋鸡养殖

产品质量与安

全控制 

蛋鸡养殖与人的健康最敏感的关

系是鸡蛋的安全问题。随着我国

蛋鸡养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

入，人们对蛋品安全的关注越来

越高，特别是近期欧洲“毒鸡蛋”

效应的蔓延，尤其引起公众关注。

本报告对我国目前蛋品安全现状

及其与国外差距、蛋品安全主要

影响因素、蛋品安全控制的技术

途径与方法等提出了切实可行的

方案。   

何诚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

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

究方向为畜禽衣原体

感染与免疫机制、动物

疾病模型与新兽药研

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 4 项，科技部重点

国际合作项目 1 项，科

技部 863 项目、支撑计

划项目 3 项；教育部博

士点基金 2 项；国家高

端外项项目 2 项；主持

现代家禽养殖

保健关注点—

—环境致病与

防控对策 

西部是我国干旱的代表性区域，

现代养鸡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

是养殖环境的精细化管理问题，

并由此产生顽固的以环境为主要

诱因的顽固性呼吸道疾病。本报

告论述环境如何致病，细菌性病

与病毒性疾病混合感染的关联

性、顽固性呼吸道疾病的综合防

控技术途径与实操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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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2

项；完成省校省院合作

项目 7 项。获得新疫苗

证书 1 项和申报新兽

药制剂 4 种，获得国家

授权发明专利 17 项。 

赵向红 

博士 

技术总监 

北京中农优嘉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

中心总监，中国农业大

学动物营养学博士。从

业 20 多年来，一直致

力于动物营养的实践

应用研究，特别对于家

禽免疫营养、家禽早期

营养有相当深的造诣。 

现代饲料营养

与蛋鸡高效生

产对接的实操

方略 

现代家禽品种高产的特质客观上

需要精准营养，按照这种方略，

精准营养不仅包含了家禽营养本

身的问题，更扩展了营养与免疫、

营养与环境、营养与产品安全等

生产中的现实需求。索源到饲料，

应该是一种全新的饲料供应模

式，进而高效精准解决现实家禽

生产中凸显的主要营养问题，实

操性特别强。 

高玉鹏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

授、陕西省家禽产业技

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国

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陕西省有突出

贡献专家。长期从事家

禽科学的教学、科研和

技术推广工作。兼任

《畜牧兽医杂志》主

编、中国家禽学会理

事、陕西省畜牧兽医学

会副会长等。主持科技

项目 30 余项，发表论

文 160余篇，著作 8部，

获得 7项奖、10项发明

专利。 

蛋鸡精准饲养

新方略探究 

蛋鸡产业螺旋式发展凸显出许多

困扰的难题，本报告透析了目前

蛋鸡健康养殖中凸显的问题，并

探究用新的思维、新技术、新方

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有些

是你想到的但不知道如何做；有

些是你可能已经做了但不知道为

什么要这样做，听听专家如何解

读。 

四、时间、地点： 

时间安排：报到时间：2017年9月27日； 

禽业论坛时间：28日上午8:30-12:00 

论坛地点：杨陵国际会展中心C馆展览现场二楼会议室  

五、参会群体： 

家禽产业管理与技术推广部门人员； 

科教单位人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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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西部家禽产业创新发展论坛重要活动通告 

举办“家禽健康安全”“杨凌宣言”活动 
 

各涉禽产业的科教单位、行业管理与推广部门；家禽养殖、饲料、兽

药疫苗及其相关企业；业界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去冬今春，第5波H7N9来袭，呈现出感染人的病例增多、分布地区扩大、家

禽局部感染并毒株出现变异等特点。特别是陕西省在今年5月初也报道了人感染

H7N9病例，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也对家禽养殖、产品消费造成了前所未有的

重大冲击。“谈鸡色变”成为当时许多公众挥之不去的心结。尽管业界共识的是：

我们比窦娥还冤，但由于H7N9冠上了“禽”名，“宁可死禽一万，也不能损人一

毛”就成了这场轰轰烈烈事件阶段性结局。尽管目前正规报道H7N9的“禽”字已

经去掉，但人们心中已经形成的固有“禽”的关联心理则很难去掉。今天要告诫

同仁的是，家禽产业的“山车”该有的你挡不住，改过的你也拦不了。昨天的H7N9

叫“第5波H7N9”。我们不能抱着“第5波H7N9”的阴影应对明天。因为“H7N9”

有了昨天的第5波，就还可能有明天的“第6波”，“6”不会等于“5”，这些我

们养鸡的人的确管不了。但从我做起，管住我们自己，消除公众对家禽及其产品

健康疑虑，那还是能做到的，也是必须的。 

为此：借2017西部家禽产业发展创新论坛之际，涉禽企业、学者及相关联的

单位、同仁发起倡议，签署“家禽健康、产品安全”《杨凌宣言》。 

特别注意：杨凌宣言议程在论坛报告结束进行，包括： 

1、宣读并签署宣言；2、签署单位与个人大会合影留念 

家禽健康、产品安全杨凌宣言 

—西部地区涉禽科教单位、养殖企业、饲料兽药企业、业界专家同仁 

家禽产业是近年来为老百姓增收仅次于养猪产业的畜牧主导产业。但近年来

H7N9等风波对家禽产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家禽产品的消费也广受社会诸多不公

正的偏见与质疑。为了促进家禽产业健康、安全可持续发展,保障家禽产品质量，

解除消费者对家禽产品消费的质疑，西部地区涉禽科教单位、养殖企业、饲料兽

药企业、业界专家同仁特在本次产业创新论坛发布“家禽健康、产品安全杨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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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一、遵纪守法、健康养殖 

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视质量为生命、以诚信为根本，切实承担起家

禽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使命，履行社会责任和义务。 

二、安全生产、质量保证 

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行业规范组织家禽生产和经营，科学养禽，严格免疫，

强化疾病防控。保障家禽健康、产品安全。  

三、从严要求、从我做起 

涉禽企业不采购有毒有害的饲料原料，不添加违禁药品和添加剂，不销售违

规、违法、以及不合格的饲料、药物、添加剂、雏鸡、肉鸡、鸡蛋等产品。出售

向下游企业提供不合质量要求的雏禽或活禽产品。  

四、接受监督，加强自律  

自觉接受政府、公众对家禽健康和产品质量的监管，自觉接受舆论公正的批

评，自觉接受消费者对家禽产品质量的监督，明白消费，垂范自律，维护行业信

誉，提升行业形象。为社会提供安全、健康、优质的家禽产品。 

  

                                          2017.09.28  于陕西杨凌 

 

    

附：2017中国西部家禽产业创新发展论坛参会回执 

单位  

地址  

参会人 职务/职称 手机 

   

   

   

备注  

参会回执请发：刘幸 1113916342@qq.com 

 

mailto:1113916342@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