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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产业“大户”，规

模化生猪养殖场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整个产业的健

康发展，如何实现规模化

养殖场高质量发展，成为

农业专家的主攻方向。

围绕规模化猪场生物

安全体系构建、育种改良

基因价值、精细管理提质

增效等问题，河南省农科

院专家，为养殖者支招，共

享最前沿养猪技术理念和

实战经验。

防好霉菌毒素

“中国地少人多，人畜

争粮现象严重，就养殖业来

说，本就不够吃，更关键的

是，受霉菌毒素污染，还会

导致粮食损失，这就给畜牧

业带来双重压力。”河南省

农科院动物免疫学重点实

验室副研究员胡骁飞说。

饲料霉菌毒素超标会

影响畜牧业的健康发展，

为此，胡骁飞给出建议。

首先，粮食饲料尽可能保

存在干燥的地方，如果足

够干燥，就可以阻止霉菌

生长。其次，在饲料生产

环节，要加强日常管理，做

好预防工作，避免已经被

污染的原料进入工厂，对

于接触原料的地方及器械要及时清理，同时

尽量缩短原料及饲料保存期，尽快使用。

“防霉剂也是不错的选择。”胡骁飞说，防

霉剂通过破坏霉菌细胞膜和抑制细胞内酶活

性两个途径发挥杀灭或抑制微生物代谢及生

长，在多种类型的防霉剂选择时，应尽量选择

有机酸与无机酸混用。但应当注意，防霉剂

只能抑制霉菌生长，不能使已经存在的霉菌

毒素失活。

严防非洲猪瘟

生猪养殖最怕啥？大多数养殖户会脱口

而出：“非洲猪瘟。”作为“头号杀手”的非洲猪

瘟，到底恐怖在哪里？

“死亡率可高达100%。”河南省农科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传染病研究室副主任徐引弟

说，虽然非洲猪瘟并不感染人，但消费者采购

意愿会因此降低，从而影响猪价。从目前来

看，我国生猪养殖中，一线兽医体系建设相对

滞后，诊断不到位，加上我国养猪体量大，调

运频繁，生物安全条件并不完善。

如何把非洲猪瘟“堵”在场外？徐引弟给

出了原则：精准清除、动态清零、因场施策、因

地制宜。“生物安全是生猪养殖场防控非洲猪

瘟唯一有效、可行的策略。”徐引弟说，要提高

防控意识建立防控屏障，做到车辆三重消毒，

清洗不留死角，人员要隔离洗澡，桑拿效果更

好。物料入场要及时采取熏蒸等措施，同时

严格选用原料、保证饮水安全。养殖场内还

要做到消除虫蜱鼠蝇，杜绝传播媒介。

做好品种改良

俗话说：“母猪好好一窝，公猪好好一

坡。”从源头保障种公猪的健康度和基因性

能，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源头是关键！”河南精旺猪种改良有限

公司负责人原黎伟说。那么到底是引公猪还

是用精液？两相比较，原黎伟介绍说，种猪引

入存在质量、成本、路途等多种风险，两者饲

养成本、折旧成本也不同，加上利用效率、健

康保持度等因素，有保障的高品质精液是高

效选择。 （据《河南日报农村版》）

鸡伤寒病是沙门氏菌

属中鸡伤寒沙门氏菌引起

的鸡亚急性或慢性细菌性

传染病，多发于成年蛋鸡，

是影响蛋鸡经济效益的主

要传染病之一。

该病无季节性，但以春

秋或气候突变时多发。感

染率、发病率、死亡率随鸡

的日龄增长而增加，如饲料

质量差、营养不全价或饲养

环境不良可增加发病率和

死亡率。该病属于慢性传

染病急性发作型，在良好的

饲养条件下，带菌鸡并不表

现出疾病的临床症状，当外

界环境条件骤变或随日龄

的增加，就会引起机体的生

理平衡、抵抗力下降，体内

病原菌就会迅速繁殖，逐渐

侵害机体各部器官，引起临

床症状。如食欲下降、精神

不振，拉带有白色、黄色的

稀便，冠、肉髯逐渐苍白或

发紫，产蛋率下降，并下软

壳、沙皮蛋，有的蛋皮出现

陈旧性的出血斑点。病程

较长的出现瘫痪。鸡群中

就会出项零星死亡。

治疗原则是早发现、早

治疗，用药准确、中西结合、

坚持一个疗程。可作为饮

水给药的有：氟苯尼考、喹

诺酮类的恩诺沙星、氧氟沙

星、沙拉沙星等、磷霉素钠

等肠道能完全吸收的粉

剂。每天分早、晚两次饮

完。用药前需停水1-2小

时，连用4天。同时在料中

拌入禽菌灵等中药，连用5

天。用药一个疗程后基本

可以控制死亡和临床症状，

如有复发，要更换药物。

目前无有效商品菌苗

应用。生产中预防措施靠

加强日常管理、健全消毒制

度。鸡场要定期进行检疫，

将凝集反应阳性鸡予以淘

汰。孵化场要搞好种蛋的

消毒，商品鸡场也要定期进

行全血凝集反应检测，将阳

性鸡集中监督饲养。一旦

发现病鸡，立即采取有效药

物治疗，有条件的一定做药

敏试验，做到准确用药。

（高明辉）

近日，猪肉价格再次

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

农信互联生猪行业分析师

夏晨丰表示，随着天气转

凉，猪肉消费进入旺季，价

格仍有利好提振。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

月8日，生猪（外三元）均价

为 23.57 元/公斤，近期猪

价环比上涨了6.28%；同比

上涨了68.98%。夏晨丰分

析，近期猪肉价格上涨，主

要原因是供需两端都有利

好。从需求端来看，一方

面是天气转凉，猪肉消费

增加；另一方面是中秋国

庆假期的利好提振。

9 月 8 日，国家发改委

会同有关部门投放今年第

一批中央冻猪肉储备，本

次投放数量为 3.77 万吨。

对此，夏晨丰表示，和单日

全国总猪肉消费水平相

比，本次投放从数量来看

并不算多。

夏晨丰认为，在近期

生猪价格已经上涨到超过

20元/公斤的情况下，整个

养殖端目前头均养殖利润

已经处在非常好的状态，

个别时候可以达到 1000

元/头以上，而猪肉价格相

对来说也已经处于周期内

的高位。

谈及后市走势，夏晨

丰表示，未来随着天气逐

渐转凉，预计猪肉的消费

将会逐步增加，尤其是到

四季度随着腌腊需求的

提升，整个猪肉的消费会

进入一个旺季，对猪肉价

格仍会带来一定的利好

提振。

“在供给端，从基础的

产能来看，四季度的生猪

供给还是有保障的。”她

说，但是要注意，由于整个

市场对四季度价格的看

好，养殖端会有压栏惜售

的心态。如果市场上压栏

惜售、二次育肥等心态过

强，会加大短时价格的波

动。 （据《南方农村报》）

母羊实现一胎多羔必

须掌握育种和繁殖技术，并

要做好以下工作。

确定品种、优选优育：
一胎多羔首选品种应属小

尾寒羊，但不是所有的小尾

寒羊都能产双羔或多羔，还

需要坚持优选优育。

母羊的优选：原则一，

选第一胎双羔、多羔或者头

三胎产羔多的母羊留做种

羊；原则二，应选皮肤皱褶

少的留做种羊，因皱褶数与

繁殖力呈负相关；原则三，

选光脸型的，其母性强、奶

水充足；原则四，要选个头

大、体型紧凑、肌肉丰满、皮

肤有弹性，胸深宽、背腰平

直，后腹部稍大，四肢正直、

间距宽，生长快，乳房柔软、

呈球形、泌乳性能好。

公羊的优选：从繁殖力

高的母羊后代中培育种公

羊，并加强饲养管理。种公

羊应选体况好、精力充沛，颈

短、粗圆，体质结实，体驱呈

长方形，胸深宽、背腰平直，

臀部长宽、丰满。为使受配

母羊多产羔，采用本交配种

时，公与母比例要小于50。

抓好配种：适时多次输

精，9-10月份是羊配种的

季节，此时母羊膘情好、排

卵多，公羊性欲旺盛、精液

品质好。为提高受胎率，可

用同头公羊间隔12小时复

配或另一头公羊进行双重

配。母羊发情后的13-14

天，在后腿内侧皮下注孕马

血清8-10毫升，隔日或连

注三次，再发情时配种可提

高产羔率。

保证营养、抓好膘情：
秋季要选草质好的草场放

牧，并勤换草场，让羊吃饱、

吃好，使羊积累脂肪；冬季

多数母羊处于妊娠期，要适

时补充精料。母羊在配种

前要进行短期优饲，在保证

营养的前提下多供给鲜、嫩

多汁饲草。公羊在保证营

养的前提下，要补喂全价

料，还要补喂胡萝卜，以便

提高性欲和精子品质。

加强运动、实施试情：
舍饲羊群要保证足够的运

动空间以便增强体质。公

羊必须实行强制运动，定期

驱赶，以便提高性欲和配种

能力。9-10月份，每天早、

晚二次将种公羊放入母羊

群进行试情，并将试出的发

情母羊挑出，在专门的地方

配种。

分群管理、区别饲养：
公、母羊要分群饲养，避免

群交乱配，以便掌握好产羔

时间。分群饲养可以调节

公、母羊不同运动量以及饲

料的差别，并起到分别提高

公、母羊利用率目的。

（据《吉林农村报》）

多雨的季节，低洼草地

会形成水洼，放牧牛、羊喝

到了被吸虫虫卵污染的水

洼中的水就可能发生吸虫

病。吸虫的中间宿主是各

种陆地螺、淡水螺或蚂蚁及

草螽，牛、羊将其吃入后也

可感染吸虫病。

发病症状。该病多为慢

性，患牛羊精神沉郁、食欲不

振、被毛粗乱，颌下、胸腹部

水肿，腹泻、贫血。急性的食

欲废绝、体温升高，病程3-5

天，因衰竭而死。

治疗。在确诊后需联

合用药，多发地区要在春秋

两季进行投药驱虫。

硝氯酚：牛每公斤体重

3-4毫克，羊每公斤体重4-5

毫克，一次性口服。针剂均

为每公斤体重0.5-1.0毫克。

丙硫咪唑：牛每公斤体

重10-15毫克，羊每公斤体

重5-10毫克，一次性口服。

硫双氯酚（别丁）：牛每

公斤体重40-50毫克，羊每

公斤体重80-100毫克，一

次性口服。

左旋咪唑：牛每公斤

体重 15-20 毫克，羊每公

斤体重 10-15 毫克，一次

性口服。

吡喹酮：牛每公斤体重

35-45毫克，羊每公斤体重

20-30毫克，一次性口服。

（刘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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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伤寒病如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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