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版5
编辑编辑：：张朝辉张朝辉 校对校对：：党菲党菲 美编美编：：王樱羽王樱羽 20232023年年44月月1111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现代畜牧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码上看报码上看报 码上订报码上订报

近日，王振伟走在山东省莒南县

相沟镇一片麦田里，晴好的阳光下，

他的心情很好。麦苗早已在春风中

返青，旺盛的长势让人感觉整片麦田

有着厚重的浓绿。

种着270亩小麦的王振伟，今年

44岁，莒南县洙边镇王家野疃村人，

是位大学毕业返乡创业青年。其实，

他是养奶牛的，他的养殖场里，共有

1500头奶牛。“我的主业是养牛，种

地开始是不得不去做，现在想法变

了，种地对我来说同样重要。”他说。

2009年，王振伟回乡养起奶牛，

到2014年，他的养殖场里奶牛数量

达到300头。在养奶牛一切皆看好

的时候，他遇到了大问题，那就是粪

污处理。

300头奶牛，一天可产生10立方

米干粪、20立方米污水。干粪还好

些，周边村庄农民会用车来拉，施用

到他们的粮田菜地果园里，污水却没

人要。“经过干湿分离的污水，其实也

是很好的肥料。”王振伟说，“农民不

来拉，是因为运输需要专用车辆，至

少需要大罐体；拉来还要施用到地

里，运输费用和时间成本都太高。”

王振伟考虑过要建污水处理厂，

可是建设成本高，运行成本高，不是

养几百头奶牛所产生的利润可以承

受的。他就想着种些地，自己来解决

污水问题。

2014年，他新建一处养牛场时，

流转了周边的270亩耕地，试着搞种

养结合。他在养牛场里建起了容积

达1万立方米的氧化塘。养牛场产

生的粪污，经干湿分离后，干物质经

过发酵变成优质有机肥，污水经过三

级沉淀后进入氧化塘。

在密封的氧化塘里，污水要存留

半年，经过厌氧发酵、暴氧生化处理，

最后变成沼液。更重要的是，这种沼

液达到了国家级农田灌溉用水的标

准，可以直接通过管道流进270亩地

里，用来浇地肥田。

王振伟的270亩地，一季种小麦

一季种玉米。开始，他与周边的农民

一样，需要施化肥，随着养牛场所产

的有机肥、沼液年年施用到田间，化

肥施用量越来越少。“近几年，我基本

不再施化肥了，一亩地一年可节省近

600元，节支便是增收。”他说。

“近三四年，不管是种小麦还是

种玉米，与周边农民的同等地块相

比，我的单产都高出10%－20%，而

且地越种越肥。”王振伟说。

270亩粮田所产的小麦、玉米秸

秆，全部拉进养牛场，最后被牛吃

掉。“种养结合，解决了粪污进农田最

后一公里问题。”王振伟说，“环保问

题，水肥的循环利用问题，绿色农业

问题，都需要打通这最后一公里才能

取得实效。管道输送，是解决这最后

一公里的关键所在。”

这些年的养牛、种地，王振伟基

本算清了种养结合账。在粮食不减

产的情况下，不施化肥，一头牛所产

粪污，可以基本保证一亩地施用；一

头牛所产粪污用在3亩地里，可减少

20%的化肥施用量。（据《农村大众》）

羊创伤性网胃炎是由于金属尖锐异物进入网

胃，导致网胃壁损伤继而发生炎症的一种疾病。

临床症状

1.呈顽固性消化不良症状。食欲、反刍减少或

停止，或时好时坏，网胃蠕动音减弱甚至消失，时常

臌气，使用兴奋瘤胃蠕动的药物治疗不但无效，反

而加重。

2.异物刺伤网胃后，触诊网胃压痛敏感，出现颤

抖，特别是肘肌震颤明显，磨牙呻吟。

3.行动和姿势异常。如行走小心谨慎，爱走软

路，左肘头外展，站立时往往取前高后低姿势，卧时

不愿卧，起时不愿起，起立时先起前肢。还表现上

坡容易，下坡难，或横身行走。

4.疼痛敏感试验阳性。手抓鬐甲部疼痛敏感，

有时咩叫、呻吟，严重时可倒地。

5.异物穿破网胃，若刺入腹膜可引起局限性腹

膜炎或发展为弥漫性腹膜炎，病后期常导致腹膜粘

连；若刺入膈膜，则可引起膈肌炎、瘘管和大小不等

的膈脓肿、膈疝；若刺入心包则引起创伤性心包炎，

叩诊心区扩大，有疼痛感。听诊心音减弱，混浊不

清，常出现摩擦音及拍水音。病后期常导致心包化

脓和脓毒败血症。

治疗

早期确诊后，停止活动和放牧，减少饲草喂养

量，降低腹腔脏器对网胃的压力。可肌肉注射青霉

素80万IU、链霉素0.5克，每天2次，连用1周。亦

可用磺胺嘧啶5-8克、碳酸氢钠5克，加水一次内

服，每天1次，连用1周以上。

用硫酸镁（钠）40-100克、石蜡油100-200毫

升或植物油100-200毫升，内服。

重症病羊，可在用药后8-10小时，再用2%盐

酸毛果芸香碱、新斯的明等，以提高疗效。

用磁铁吸取金属异物。

站立疗法。让羊只取前高后低位置，使腹腔压

力减小，促使异物退回原位。

（甘肃省12316动物疫病专家 毛树德）

走进山东省日照市禹海红旗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

养殖池、运转有序的循环水设备。养殖池内的石斑鱼

群穿梭游弋，等到时机成熟，池内的鱼儿就“游”往江

苏、天津等城市售卖，在北方市场上很受欢迎。

“石斑鱼养殖是‘南鱼北养、南鱼北育’的成功实

践，作为南方鱼种，对环境条件的变化非常敏感。”园

区工作人员告诉笔者，与传统的开放式流水养殖模式

不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系统脱离了“靠天吃饭”的不

稳定因素，能够精准控制池水的温度、溶氧等各项指

标，为石斑鱼提供最合适的养育环境。

24小时运转的循环水系统，能够第一时间将养殖

池内的残饵粪便排出，经过微滤机过滤、生物滤池硝

化菌分解，再杀菌、增氧、曝气后回到养殖池，实现水

体循环利用。“这种养殖模式水资源消耗少、对环境污

染少，有效解决传统养殖模式地下水浪费严重、尾水

排放不达标、近海污染等难题。”园区工作人员介绍。

为进一步保证鱼类生长环境稳定性，禹海红旗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还通过物联网监控系统，监测养殖园

区中的溶解氧pH、温度、电导率、水位等各项数值，实

时观察各个养殖池中鱼类生长情况，实现海水产养殖

产业数字化发展。

此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的经济效益也非常

可观，产品优质安全、病害少，养殖风险低，能够承载

的生物量大约为每立方米35公斤，生产效益是传统养

殖模式的3-5倍。 （据日照网）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蓝耳

病)是由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

引起，以母猪繁殖障碍、早产、流产、

死胎、木乃伊胎及仔猪呼吸道疾病

为特征的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流行特征

临床上以母猪繁殖障碍和仔

猪、育肥猪与成年猪呼吸道症状为

特征，常继发细菌感染。不同年龄

和品种的猪均可感染，以妊娠母猪

和1月龄以内的仔猪最易感。病猪

和带毒猪是本病主要的传染源。易

感猪可经呼吸道(口)、消化道(鼻腔)、

生殖道(配种、人工授精)、伤口(注射)

等多种途径感染病毒。病毒可经胎

盘垂直传播，造成胎儿感染。猪感

染病毒后2-14周均可通过接触将

病毒传播给其他易感猪。易感猪也

能通过直接接触污染的运输工具、

器械、物资、饲料等感染。

防控措施

强化引种控制。积极推进自繁

自养、全进全出的饲养方式。如需

引进猪只、精液，必须坚持引自阴性

的猪场。引进种猪要先隔离、观察，

并进行病毒检测，确定核酸检测阴

性后再并群饲养。

做好场内生物安全。做好猪舍

卫生、维护猪场环境清洁、定期进行

带猪消毒，杜绝饲养员串舍，场内净

道与污道分开，灭蚊、蝇、鼠等。

科学合理地进行疫苗免疫。在

猪蓝耳病流行猪场或猪蓝耳病阳性

不稳定场，可以根据本场流行毒株

进行匹配猪蓝耳病弱毒活疫苗的使

用；在蓝耳病阳性稳定场应逐渐减

少猪蓝耳病弱毒活疫苗的使用，甚

至停止使用弱毒活疫苗；在蓝耳病

阴性场、原种猪场和种公猪站，停止

使用弱毒活疫苗。 （据中国农网）

牛肺疫也称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病原是比细菌结构还简单的霉形体，

具有多形性，其抵抗力不强，常用的

消毒剂均可杀死，高温立即死亡。

流行特点：可感染各种牛，不感

染人和其他动物。3-7岁牛多发，犊

牛少见。病牛是主要传染源，特别是

临床健康或经治疗无临床症状的带

菌牛对健康牛的威胁更大。主要通

过呼吸道传播，患牛的尿、乳汁及子

宫渗出物中带菌，也可以通过消化

道、生殖道感染。潜伏期视毒力及被

感染牛的机体抵抗力而异，短则 7

天，一般为15-30天，最长的可达3-

5个月。

诊断方法：依靠流行特点、临床

表现及死后的病例剖检变化进行初

步诊断。确诊要进行血清学或免疫

学检测。本病易与牛出败症（巴氏杆

菌病）混淆，但出败症发病急、临床症

状重剧，死亡率较高，死后在脏器中

可检出革兰氏阴性杆菌。还易与结

核杆菌病混淆，但结核杆菌病用结核

杆菌素做皮试呈变态反应阳性。

预防措施：自繁自养，6个月以上

牛用牛肺疫兔化弱毒菌苗接种，至少

每年一次，连用三年以上。禁止疫区

牛的流动，不从疫区引牛，必须引入时

要检疫，阴性牛也要在接种菌苗后30

天起运，到达目地后隔离3个月后再

混群。对不明疫情地区要坚持检疫，

并淘汰病牛和带菌牛。日常生产要保

持牛舍清洁、空气清新、定期消毒。

治疗药物：多种抗菌药物对本病均

有治疗作用，但临床治愈牛仍然带菌，

成为传染源。如下药物可用于静脉注

射、肌肉注射治疗，如泰乐菌素、泰妙菌

素、替米考星、长效土霉素等，用量按说

明书，治疗需保证一个疗程。（高明辉）

养殖场粪污变肥水直送农田，种粮不再用化肥

一头牛“喂饱”一亩粮田
羊创伤性网胃炎

如何治疗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如何防控

工厂化养殖石斑鱼
效益提升三倍

春季养牛，应严防牛肺疫

春季生猪常见疫病防控技术指南之：

养牛大棚里有自动清粪系统，

及时把牛粪清走。

干湿分离，干物质变成有机肥，

污水随管道进入下个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