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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万年前。
饲料概念在人类驯养动物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但最初的饲料只是天然的饲料原料及其混合物。
随着人类对动物生长发育及饲料原料特性的认知，100多年前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配合饲料，即通过简
单地粉碎和混合手段加工农副产品等而形成的配合饲料产品。
直到20世纪40年代，人类对维生素、必需矿物元素和必需氨基酸等营养素生理功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
了解后，才实现了可配制真正意义上的、能发挥动物最大生产潜力的全价配合饲料；到20世纪50年代
初期，通过在配合饲料中使用营养性添加剂及抗生素类添加剂，大大改善了动物生产性能和健康状况
。
与此同时，饲料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饲料加工工艺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配合饲料加工已由传统的简单粉碎加工延伸到如对饲料原料进行脱壳、去皮、挤压、粉碎、碾压、轧
片、膨化、焙烤、微波处理、湿压热爆或制粒、破碎等技术，可根据原料特性和动物生理需要，选择
相应的加工措施，提高饲料养分消化利用率，缓减人畜争粮的压力。
配合饲料加工业已经不再是简单工艺的组合，而是更加专业化的流水作业。
电脑智能化控制和大型成套设备的应用，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程序和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运作，形
成以配合饲料生产为核心的饲料原料生产、添加剂生产和饲料加工机械设备制造一整套产业链，饲料
工业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重要支柱行业。
发达国家的饲料工业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20年间是大发展时期，到20世纪80年
代进入平稳发展阶段。
中国饲料工业发展起步较晚，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现代意义上的配合饲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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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配合饲料加工业已经不再是简单工艺的组合，而是更加专业化的流水作业。
电脑智能化控制和大型成套设备的应用，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程序和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运作，形
成以配合饲料生产为核心的饲料原料生产、添加剂生产和饲料加工机械设备制造一整套产业链，饲料
工业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重要支柱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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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技术勘察技术勘察是在初选厂址的基础上进行的。
通过测量和勘探，进一步获得土壤、地质、地形等技术资料，以便对厂址作最后的选定。
同时，为工厂的总平面设计提供依据。
技术勘察工作，包括核实已收集的资料和需要进一步查清的情况，均可由建设单位委托设计、勘测单
位进行。
技术勘测的主要内容包括：①地形测量：详细测量厂址地形，按比例绘制出地形平面图，图上包括厂
址附近的铁路、公路、河流及厂址界限等。
查明厂区的自来水管网、下水道管网、输电线路等情况，绘制地下设施图。
根据地势测量，绘制地势等高线图。
②地质勘测：对拟建铁路专用线、主要建筑物及对基础有一定要求的建筑物的地质情况进行勘测，查
明厂址土壤的耐压力、土壤成分和地层构造、地下水位的高低等情况。
通过技术勘察，可以具体确定下列问题：根据地形和地质条件，确定主要建筑物的位置；预计土方工
程量，包括铲土和填土；确定建筑物基础的深度和处理方法；确定地坑、地槽和地下通道等的深度；
确定排水系统的优势方向；确定厂区内铁路专用线的位置和同厂外铁路干线的连接点，确定专用码头
的位置；确定高压输电线路、水塔和给水系统线路。
2.2.2 工厂总平面设计工厂总平面设计，就是对厂区内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今后规
划中拟扩建的部分）、铁路专用线、码头、道路、工程管线和绿化设施等，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全
面、科学和合理的布置。
总平面设计一般由工艺设计部门协同土建部门一起进行。
（1）总平面设计的内容①厂区平面布置：涉及厂区划分、建筑物的平面布置及其间距的确定，厂内
外运输方式的选择，厂内运输系统的布置以及人流和物流组织，厂区的绿化及美化方案的确定；②厂
区竖向布置：涉及各建筑物的标高、厂区道路的标高和坡度，室内地坪标高的确定，工程管网架空及
地下敷设方案。
（2）总平面设计的要求在总平面设计时，可将厂区分成几个区，如厂前区、生产区、生活区、辅助
生产区等。
每个区域的分布应是既有联系又须适当分隔，达到联系方便，互不干扰。
对各种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布置，应符合生产管理、生活管理、建筑布局、安全卫生及厂区道路和管线
布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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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饲料加工工艺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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