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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肥猪长得慢的7个原因

让育种者告别“无米之炊”
——我国加快推进玉米优异种质资源及新品种共享与应用

■祖祎祎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于文静）今年9月22日，即
农历秋分，我国迎来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
村部副部长于康震9月20日表示，今年农民丰收节将
组织一系列节庆活动，主场活动设在山西省运城市。

于康震在农业农村部20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此前两年的农民丰收节，始终坚持农民主体、
因地制宜、开放创新、节俭热烈的原则，广泛发动、
下沉基层，各地节庆活动办得越来越好，农民参与
更广、基层覆盖面更大，充分展示了“三农”发展的
巨大成就、中华农耕文化的丰富灿烂、农民群众的
时代风采，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坚定
了信心、凝聚了力量。

据介绍，今年农民丰收节会组织一系列节庆活
动，包括黄河流域9省区联动“庆丰收、迎小康”系列
重点活动、2020年度“全国十佳农民”揭晓活动、金秋
消费季活动、中国农民丰收节农耕文化教育主题活
动、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启动丰收历史
文化数字保护工程、组织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等。

他还表示，在金秋消费季活动中，坚持让利农
民、助农增收，也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在相
关电商平台开设丰收节专区，对农产品进行流量倾
斜，并统一进行丰收券的领取及使用。消费者可在
相关平台的丰收节专区中，领券购买上万款优质优
价的农副产品，单笔最高优惠在20元到200元之间。

猪场往往把饲养管理的重点放在对母猪、种猪
或哺乳仔猪的管理上，却不重视对育肥猪的管理。
育肥猪长得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8个方面。

1.母猪生产繁殖应激。仔猪初生重小，25~28
日龄断奶重只有6~7.5千克，严重影响后期的生长。

2.没有过好补料关。仔猪在哺乳阶段没能及
时补料，断奶后不能很好进食，仔猪白痢严重，个别
猪场发病率达60%~80%，导致仔猪生长缓慢、发育
停止。因此一般应在仔猪7日龄开始训练吃料，争
取12日龄能补上料。

3.断奶应激。断奶仔猪采食量下降15%~20%，
生长停滞，腹泻率达30%~100%，并发水肿病，抗病
力下降，影响后期生长，严重的成为僵猪。

4.饲料使用方法不当。配合饲料从混合好到
喂完一般不要超过3天，有条件的猪场最好当天喂
完，以保证饲料的新鲜度和适口性。保存时间太长，
特别是阴雨天气，饲料易发热变质。

5.饲料营养不平衡。人为因素降低了后期饲
料的生产成本，营养水平也随之降低，导致了猪的营
养不平衡。比如能量和蛋白质水平不够，粗纤维含
量不合理，实际生产当中，在生猪肥育后期使用大量
的纤维饲料，导致饲粮粗纤维过多，而影响了其他饲
料的消化率，也阻碍了生猪育肥后期的增重。

6.大剂量使用抗生素。在生猪育肥前期，养殖
户为了预防疾病，在饲料中长期大剂量地添加抗生
素，这样虽然可以提高动物的抗病能力，但也会导致
一些病菌产生耐药性，一旦这些细菌引起疾病，治疗
起来相当困难，常常引起内源感染和二重感染，使机
体免疫力下降，抗病能力降低，导致肥育猪后期生长
速度减慢，肉质比较差。

7.疾病。引起猪生长缓慢的主要疾病有：温和
性及隐性猪瘟、伪狂犬、胃肠道疾病、呼吸道疾病
等。比如猪流行性腹泻主要侵害猪的胃肠道，引起
猪腹泻不止，胃肠道吸收能力低下，甚至完全不能吸
收营养，患病猪日渐消瘦。 （本报综合）

“这个株型紧凑”“这个品种矮秆抗倒”“这个品种产
量高、综合性能好，有望替代郑单958”……在近日举办的
2020年玉米优异种质资源及新品种展示会上，参与展示
的94个玉米新品种、306份优异种质资源和112个优异地
方种质亮相田间，吸引来自全国玉米不同主产区的业内
专家、种子企业代表150余人驻足观摩，鉴评交流。

42个籽粒机收品种
——“高产、抗倒、含水量低”一个不少

在我国，全程机械化作业发展起步晚，适宜玉米
籽粒机收品种相对较少，而现有品种难以应对极端气
候、引起总产不稳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快具有高产优
质、抗逆抗病、广适早熟、抗倒适宜机收等性状的种质
资源挖掘利用，培育突破性品种。自2014年国家玉米
良种攻关开展以来，围绕抗倒性、脱水性等关键指标，
攻关组已筛选培育出一批适宜籽粒机收新品种。

过去，人工成本、生产资料高投入是我国玉米生产
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今，从农户零散种植到现在的集
约化种植、规模化经营，收获方式也从手工收穗、机械
收穗，变为机械粒收。中国工程院院士戴景瑞表示，我
国玉米生产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但在玉米全程
机械化的各个环节中，籽粒收获仍是最薄弱的环节。
想要提高玉米生产效率和种植效益，提升我国玉米种
业的国际竞争力，籽粒机收玉米是必然的发展方向。

“籽粒机收审定品种的三个突出特点，在于兼顾
收获期籽粒含水量低、抗倒伏性强和高产稳产。”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宇介绍。本
次活动集中展示了国家玉米良种攻关筛选培育并已
通过审定的42个籽粒机收品种，这些品种代表了我

国在籽粒机收品种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京农科
728、新单58、泽玉8911等一批具有籽粒含水量低、抗
倒伏、耐密植等特点的新品种正逐步成为玉米主产区
的当家品种，提高了我国玉米生产机械化水平，推动
我国玉米生产方式实现转型升级。

306份优异绿色种质
——促进交流更要注重保护

此次活动上，展示交流的207份优异绿色种质和
新创制的99份优良自交系各具优势，亮相田间。在
田间展示牌上，标明了育种材料的提供单位，促进了
育种单位间相互共享资源，交流经验。

在众多现场展示的绿色种质资源中，与会专家对
抗病材料的关注度很高。“抗病广适是玉米稳产的基
础，以机收品种为例，首先得要站得住，这就要求品种
对于茎腐病的抗性要好。”中国农科院作科所研究员
王晓鸣说。近年来，随着玉米籽粒机收的发展，抗病
种质越来越得到育种者的重视。

资源再好，没有交流就难以发挥更大的价值。“推
动玉米种质资源合理有序交流是加快我国玉米育种
创新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也要注重对供种单位的权益
保护。”王天宇表示，只有维护好种质资源交流共享的
良好秩序，才能营造依法依规、积极合作的良好氛围。

种质资源对于育种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种质
资源究竟是如何应用的？从事多年玉米抗病分子育
种研究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徐明良说，从优异抗性材
料中挖掘抗病基因是他一直研究的课题，一旦得到有
效的抗病基因，就可以通过分子育种手段进行品种改
良，相比传统育种方法，育种周期大幅缩短。

710份玉米地方品种DH系
——单倍体育种让地方品种派上用场

观摩会现场，吸引众人关注的除了新品种和优异
种质外，还有展区内各具特色的710份玉米地方品种
DH系。只见来源于同一地方品种分离出植株“高矮
胖瘦”不一的穗行，外观形态各异，在周围整齐的常规
品种中格外引人注目。

玉米地方品种适应性强、抗逆性好、食味品质
佳，遗传多样性高，是玉米种质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可惜的是，作为育种材料来讲，地方品种的
利用率并不高。随着育种技术的发展，单倍体育
种（DH 育种）技术的应用将有望解决这一世界性
难题。

据介绍，活动展示的710份DH系就是112个优异
地方品种通过玉米单倍体技术诱导而来，经过鉴定评
价，初步发掘出“红心玉米”“大金顶”“白马牙”等一批
具有耐高温、耐旱、耐阴雨寡照、抗穗粒腐病、抗茎腐
病等突出特性的优异DH系，为进一步发掘地方品种
的优异基因奠定了良好的材料基础，拓宽了我国玉米
育种种质基础。

王天宇介绍，通过单倍体育种技术，一个地方品
种可诱导出一系列DH系，可以充分体现出每个地方
品种的多样性，更便于开展种质的鉴定与评价。

通过这项现代种业的“高铁技术”，育种材料的创
制速度将大幅提升，大大缩短育种进程。“过去，选育1
个玉米自交系需要8代或更长时间。现在，使用单倍
体育种技术，快则1年2代就可以选育得到纯合自交
系，进而用于优良杂交种的组配，显著提升了育种效
率。”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绍江说。

第四届全国农民体育健身大赛在广西全州县举
行，一场农味十足的水稻收割竞赛精彩上演。比赛
共有5支代表队参赛，每支代表队60人，包括40名

男性和 20 名女性。参赛队伍要在 2 小时内完成割
稻、脱粒、风谷、称重入仓等环节。

新华社记者 何程 摄

我国迎来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