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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次栉比的白色塑料棚成为广西东兴市
一道独特的风景。棚内大约400平方米的养
殖池塘实现南美白对虾高密度周年养殖，年总
产量可达传统露天池塘养殖的4至6倍。

之前，当地养殖南美白对虾全部采用露天
池塘模式，一年只能养一造，而且还要经常受
到雨水和降温的影响，虾苗成活率没有保障，
产量不稳定，养殖效益一直上不去。

近年来，该市持续引进推广养殖温棚、陆
基圆池循环水养殖等设施渔业技术模式，鼓励
支持有意愿的企业和养殖大户先行先试，进而

形成辐射示范效应。
位于江平镇巫头村的广西仙棚农业

公司于2022年建成小棚养殖产业示范
项目。运行两年来，该项目采用温棚小
池塘养殖技术和生物絮团养殖模式，大
大提升了南美白对虾的成活率和品质，
示范带动当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15%以上。

公司负责人陈树伟介绍，在项目改
造前，这160多亩土地是传统的养殖池
塘。“露天池塘养殖最大的问题是雨水流
入后，塘内海水的成分会发生变化，从而
对虾的生长造成不利影响，另外通过鸟
类传播的疫病也容易发生交叉感染，给
养殖带来风险。”

现在棚内养殖可有效阻挡雨水进

入，也为鸟类传播疫病建立起屏障。而且
项目采用生物絮团模式，让水体中有益菌
类和藻类先在空间上占位，从而抑制有害
菌类和藻类生长。“采用设施养殖后，我们
的养殖密度能比传统模式高出一倍，而且
养殖周期从一年一造缩短为一年两至三
造，半亩多的池塘一年能出虾近4000斤，
而传统露天养殖同样的养殖面积一年产虾
都不到1000斤。”陈树伟说。

同样改造升级，采用棚内小池塘养殖
的广西中苗农业科技公司这两年也体会到
设施渔业的好处。用公司负责人谭海军的
话说：“露天大塘养虾，雨季一来就麻烦了，产
量也上不去，现在一个棚一造就能产2000斤
虾，一年还能养两造，第二造在春节前出虾，价
格也相对较高。”

而东兴市海洋渔业开发公司则已经采用
了更为先进的陆基圆桶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
式。一个个直径20米，高2米的养殖圆桶连接
到自动化智能化控制系统，一年可养殖四五批
次，养殖效益可达到传统养殖模式的10倍以
上，而且养殖基地配备尾水处理系统，实现养
殖废水的零排放和循环利用。

目前，该市已累计建成工厂化养殖车间
1.5万平方米、陆基小棚养殖对虾3000多亩、陆
基循环水养殖圆桶1800多个，渔业养殖基础
设施日益完善。 （据《农民日报》）

近年来，越来越多生猪养殖户选择
通过数字化赋能传统养殖，依靠高科技
实现降本增效。在北京一家安装“猪小
智”智能猪场管理系统的智能猪场中，
记者看到养殖区的监控摄像头在对进
食中的猪只数量进行清点，与此同时，
后台电脑正在对生猪数量及体重进行
精准化识别，有效识别率达97%以上，
识别精准度远远高于以前的人眼估
重。通过智能化后台管理，养殖户可以
直观了解到猪只增长了多少斤、食用了
多少料，从而计算出猪场的投入产出比
是多少，从而让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此
外，使用自动智能化饲喂系统，还可以
减少猪只饲料的浪费。“假如一头猪今
天吃够了量，即便是它还想过来吃，料
槽也不会再去给它下料。这样不但节
约饲料，同时也保证了猪只的健康。”猪
场工作人员介绍说。

“猪小智”记录的猪场实时生产经
营数据会被汇总在被称为“养猪大脑”
的现代化数据管理系统里。“养猪大脑”
可以将猪场员工的能力和行为数据化，
并结合设备、猪场环境、行业环境进行
大数据分析，建立猪场的解决方案制
定、过程化管理、执行结果反馈等流程机制，
再通过“猪联网”形成数据闭环，帮助及时解
决猪场生产及管理中的关键问题，为下阶段
生产提供准确的数据支持。（据《农民日报》）

小反刍兽疫是由小反刍兽疫病毒引起的
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俗称“羊瘟”，小反刍
兽疫主要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传播方
式主要是接触传播，可通过与病羊直接接触
传播，病羊的鼻液、粪尿等分泌物和排泄物可
含有大量的病毒，与被病毒污染的饲料、饮
水、衣物、工具、圈舍和牧场等发生间接接触
可传播，在养殖密度较高的羊群偶尔会发生
近距离的气溶胶传播。

流行特点。小反刍兽疫潜伏期为4-5
天，最长21天。急性型临诊症状，体温可上升
至41℃，并持续3-5天。流黏液脓性鼻液、口
腔黏膜充血、带血水样腹泻、严重脱水、消瘦、
咳嗽、呼吸异常。发病率高达100%，在严重暴
发时，死亡率为100%，在轻度发生时，死亡率
不超过50%。幼年动物发病严重发病率和死
亡都很高，为我国划定的一类疾病。

防控措施。做好免疫接种，从根本上加
强疫病防控，多雨季节及寒冷干燥季节是该
病的高发期，雨季之前应对幼龄小反刍动物
进行免疫接种，最好是在2-6月龄进行；接种
方法为使用小反刍兽疫疫苗对山羊、绵羊等
小反刍动物颈部两侧进行皮下注射，剂量为1
头份/只。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养殖场或养殖户应
加强饲养管理，做好消毒工作，科学配比饲
料，保证羊群营养均衡，提高机体免疫力，降
低感染疾病的概率；购进新的羊群时，要严格
检测，只有阴性羊才能引进；一旦发现疫情，
立即上报有关部门，如若确诊，要立刻采取封
锁、隔离、扑杀、检疫等应急措施，以免疫情扩
散、蔓延。 （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

夏季蜜粉源丰富，是蜂
群的主要产蜜和产浆季
节。但是夏季天气炎热，蜜
蜂劳动强度大，寿命大大缩
短，蜂王产卵减少，蜜蜂的
死亡数大于出生数，群势一
般都呈下降趋势。若管理

稍有不善，蜂数会降
到40％以下，导致无
法生产王浆。因此，
夏季养蜂应做好以下
几点：

防暑降温。蜂场要选
择空气流通、有树阴的地
方，或在蜂箱上覆盖草帘，
以防阳光晒箱增加巢温，使
蜂群不安；将巢门放大，使
箱内空气流通，天气过热
时，可在箱外喷洒冷水，饲
喂凉开水；对拥挤的蜂群，
早加继箱，增加空巢脾和巢
础框，扩大蜂巢；尽量少开
箱检查，多做箱外检查，给
蜂群一个安静的环境，一般
一个星期作一次快速开箱

检查即可，开箱时发现
情况要及时处理。

调整群势。
定 期 全 面 检
查，调整蜂群
内卵、虫、蛹
比例，加强
通风，防止
自然分蜂；在
进入夏季之
前要培育新蜂
王，利用优质新

王产卵，扩大卵圈，加速繁
殖新蜂，确保蜂群的群势迅
速上升；采用强群和新分群
互换巢脾来调整群势的方
法合并弱群，如果新分群哺
育力不足，把新分群已经产
满卵的巢脾或者连同幼虫
脾，调到强群中去哺育，同
时，把强群中已经出房60%
的老封盖子脾补充给新群，
以充分发挥强群的哺育力
和新分群新王的产卵力。

补助饲喂。如发现蜂
群缺蜜，要及时进行人工补
助饲喂，维持蜂群的正常生
活，刺激蜂王产卵和工蜂育
儿的积极性，每天傍晚趁天
气转凉时，要用稀糖浆饲喂
蜜 蜂 ，奖 励 饲 喂 浓 度 为
50%，即一份糖加一份水。
如果巢内饲料不足，要先用
浓糖浆一次喂足，以后再逐
天奖励饲喂。为防止饲喂
时惊动蜜蜂，最好用饲喂器
进行饲喂，也可自制长方形
浅盘放入箱内饲喂。

（白志荣）

高效渔业新模式——

“池塘”进棚 效益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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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雨水多
养羊注意防羊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