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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疫苗免疫失败

秸秆炭基肥成为土壤改良“利器”
■闻 风

时下，重
庆市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
鞍 子 镇 大 林
村 的 梯 田 景
色迷人，构成
一 幅 幅 山 乡
田园美景。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秸秆还田一直以来都是提高地力的良法，但怎
样高效地让秸秆还田却一直都是农业生产的难题。
近日，以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为牵
头单位、沈阳农业大学为集成单位的专家团队研究
出的“秸秆炭基肥利用增效技术”入选农业农村部
2020年十大引领性技术。让秸秆取之于农、用之于
农，可缓解粮食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实现农业节
能减排，促进绿色农业的循环发展，是生态农业建设
的新成就。

秸秆变肥料

秸秆炭基肥到底是什么？生物炭被国际学术
界誉为“黑色黄金”，是一种具有土壤改良作用的富
碳物质，具有极强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稳定性。秸
秆炭基肥料利用增效技术的应用，即同时完成了秸
秆炭化还田过程，被普遍认为是提升耕地土壤质
量、实现土壤碳封存、降低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的
可行手段，有利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推动农业可
持续发展。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在有光的条件下可以生
成碳水化合物，为植物提供必要的养分。而植物的碳
水化合物大部分存在于秸秆中，我们收获的是粮食、
种子。秸秆也就成了农田里没人要的固体废弃物。
过去，老百姓主要通过焚烧的方式处理秸秆。但一把
火烧起来简单，留下的空气污染问题却非常复杂，更
严重的是存在火灾隐患。

随着现代农业的到来，从环保的角度，国家禁止
“秸秆焚烧”，而无论是掩埋处理还是发酵腐熟，又都
存在着明显的缺点。针对这个问题，专家团队给出了
最理想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秸秆炭化还田，将没人要

的秸秆经过工厂的碳化工艺处理，制成了可以被植物
吸收的炭基肥。

三方面促增效

炭化联产增效。通过亚高温热裂解工艺，在相对
缺氧、700℃以下的条件下，将秸秆转化为生物炭，作
为炭基肥料功能性基础介质，炭化过程同时联产可燃
气、木醋液等多种副产物，其中可燃气可用于炭化设
备的辅助自加热，有效减少能耗，余气还可实现供暖
供热。木醋液具有防虫、防病、除臭和环境消毒作用，
具有开发为多种绿色农业投入品的前景。

专肥专用增效。利用秸秆炭材料蓄肥缓释的
良好性能，充分考虑作物需肥规律，以化肥减量为
前提，精确组配氮、磷、钾、钙、镁、锌、硼、钼等无机
养分或有机物料，满足作物全生育期养分需求，创
制了一批适用于玉米、水稻、马铃薯、花生、烟草等
各类作物的专用肥料，并配套了以土壤肥力情况为

基础的、适宜机械化作业的技术模式，做到轻简易
用、减肥增效。

健康栽培增效。秸秆生物炭具有pH高、孔隙度
高、容重小、比表面积大、吸附力强等特性，具有良好
的环境相容性。秸秆炭基肥料可在确保高效供给植
物营养的同时兼顾土壤改良，秸秆炭基土壤调理剂更
可缓解部分耕地存在的酸化、板结、黏重、污染等轻度
土壤质量退化问题，促进实现以改善土壤质量和提升
作物品质为目的的健康栽培。

环保又创收

秸秆被称为“放错地方的资源”，从焚烧到丢弃，
再到如今的综合循环利用。来自土地，还于土地。炭
基肥让秸秆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在秸秆炭基肥利用增效技术集成示范基地内，专
家展示了在同等条件下，普通复合肥和炭基肥作为底
肥对农作物生产的不同影响。

在对比传统复合肥的基础上，炭基肥的营养缓释
作用可以保证植株对氮磷钾养分的充分吸收，使得植
株抗病抗寒的效果有所提高。所以使用炭基肥的农
作物生长条件比使用其他复合肥的农作条件要更好
一些，也就长得更加粗壮。炭基肥的制作过程不添加
任何化学成分，不仅不会透支土地肥力，还会将秸秆
中富含的有机质肥力还田。

根据本技术肥料产品近5年的销售情况估算，累
计销售额约20000万元，新增利润约2500万元，对比
传统化学肥料效益折算节支增收效益约4000万元。
炭基肥的使用成效表明，它不仅提高了农作物的单
产，并且对土壤有机质的提升、农产品品质的提升、农
业效益的提升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疫苗免疫只是动物疫病防控的措施之一，不
一定打了防疫针就不会发生疫病。要避免免疫失
败，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科学饲养管理，提升健康水平。养猪场要
围绕自繁自养、全价料饲养、程序化免疫、制度化
消毒、科学化用药、保健性防疫等科学的饲养管理
来提升猪群健康水平。

2.免疫与监测相结合，避免盲目免疫。免疫
和监测是相辅相成的，通过监测可以确定仔猪首
免时间，根据监测结果评价免疫效果，制定补免时
间，利用监测来预测一些疫病的潜在威胁。对猪
群不同时期的跟踪监测是科学合理地制定免疫程
序的依据，可以避免免疫的盲目性，确保免疫的时
效性。科学的监测能避免母源抗体的干扰，发现
病原微生物的隐性感染，避开疫苗间的相互干扰，
提升免疫质量。

3.避免免疫抑制，消除潜在隐患。免疫抑制
是机体破坏免疫系统抵抗的一种无形杀手，但也
是可以避免和控制的。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饲
料，控制饲料霉变因素；监测水源、饲料的重金属
含量、放射性射线的污染等物理因素；淘汰病原性
免疫抑制猪只和猪群，控制病原性免疫抑制因素；
根据不同年龄饲喂不同营养价值的全价饲料，提
高免疫力；加强疫病监测，减少转群，消除疫病和
应激造成的免疫抑制现象。

4.疫苗保质保量，确保免疫效果。疫苗质量
低劣和不规范操作是免疫失败的重要原因。选择
正规企业生产或政府采购的疫苗，使用匹配的稀
释液和规定稀释度进行疫苗稀释，稀释后要在规
定的时间内用完，否则不能再使用。疫苗注射时
按照说明书所述的免疫剂量、注射部位、注射方式
进行免疫，免疫前后停用抗生素5天左右，确保细
菌性疫苗免疫后不被清除。接种时按猪只大小选
择不同规格的针头，并避免漏免，保证疫苗免疫的
质量和效果，减少免疫失败的发生。（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郑慧喆）近日，涪陵区农学会组织
专家对涪陵区果品专委会引进的优质南方早熟梨“翠玉”
新品种进行了现场测产和综合评定，结果表明该品种在
涪陵区800米海拔地区呈现高产、优质等特性，这标志着
涪陵区高海拔地区优质南方早熟梨“翠玉”引种成功。

试验基地是涪陵区江东街道稻庄村村民王国裕
的梨子基地，王国裕种植梨子已经十几年了，相继种
有“园黄”“翠冠”“黄金梨”等品种30多亩，有非常丰
富的种植经验。

2017年，涪陵区果品专委会从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引进优质南方早熟梨“翠玉”新品种，在王国裕的海
拔800多米的果园高接换种嫁接了20多株进行引种
试验。为了确保梨子的品质，王国裕在农学会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相继采取人工除草、疏花疏果、套袋、重

施农家肥、安装超声波驱鸟器等措施。
在测产现场，专业技术人员对现场采摘的“园黄”

“翠冠”“翠玉”三个品种的梨子分别进行了横径、纵
径、重量、含糖量等指标的测定。结果显示，“翠玉”的
平均单果重量370克，其中含糖量比“园黄”“翠冠”高
10%~20%。

据了解，“翠玉”新品种在7月中旬就已经开始采
摘，比其他品种提早15天左右，而且在树上可保持25
天左右，产量比其他两个品种高15%以上。因此，对
延长销售和错峰销售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

对此，种植户王国裕现场看到了检测结果，非常
感谢涪陵区农学会的技术帮扶，并计划从今年下半年
起将陆续高接换种嫁接“翠玉”品种，扩大“翠玉”种植
面积，从而增加种植效益。

涪陵区农学会组织专家对新品种梨子测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