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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治肥胖母牛综合征

近日，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邀请相关人员，
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柑橘化肥农药减施技术
集成研究与示范”课题、总站承担的重庆柑橘产区肥
药减施增效技术集成与示范千亩基地——巫山县大
昌镇兴胜脐橙专业合作社晚熟脐橙化肥农药双减示
范园进行现场测产。

专家组现场探勘了基地情况，测量栽植密度，确
认全园栽植平均为44株/亩（3×5米），采取全树采
摘，分别称重的方式，随机选择结果树3株，经实采
称重，株产分别为133.0公斤、75.4公斤、64.6公斤，平
均株产91.0公斤，折算亩产为4004公斤；整树果实
大小整齐，用选果器逐果实测，全部超过65毫米，扣

除皮厚畸形果，甲级率达95%。
该示范基地自2017年课题启动以来，项目团

队减肥重点是控氮、减磷、稳钾，提质增产增效。
采用秸秆、生草栽培替代化肥（氮磷），目前平均株
施复合肥1.75公斤。其中氮10.01公斤/亩，较15公
斤/亩国际安全线低4.99公斤/亩，减幅33.27%；磷
3.85公斤/亩，低磷配方确保三峡库区水质安全；钾
肥有所增加。通过全园营养诊断监测有机肥替代
化肥效果，指导控丰补缺、平衡施肥，通过补充缺
乏的锌、硼、镁等营养元素，确保了柑橘持续优质
高产。

（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供稿）

2000多亩水稻田，大户为啥抢着种
——重庆农业大区的春耕新事

新华社记者 李松

肥胖母牛综合征，实质上是母牛长期营养失调
而受产犊应激所引起的代谢紊乱。肥胖母牛综合征
可分为急性和亚急性两种。其中，急性肥胖母牛综
合征随分娩而发病，病牛食欲废绝，少乳或无乳，可
视黏膜发绀、黄染，体温升高到39.5℃~40℃，步态僵
直，目光呆滞，对外界反应微弱。有拉稀症状的母
牛，排黄色恶臭稀粪，对药物无反应，于2~3天死亡
或卧地不起。亚急性肥胖母牛综合征多于分娩后3
天发病，主要表现酮病，病牛食欲降低或废绝，乳产
量骤减，尿具酮味，酮体反应呈阳性。

母牛一旦患上肥胖母牛综合征，经治疗后疗效
欠佳，因此，养殖户必须重视平时的预防与管理办法。

1.加强饲养管理，供应平衡日粮。干奶牛限制
精料量，增加干草喂量。分群饲养，将干奶牛与泌乳
牛分开饲喂。

2.加强产前、产后母牛的健康检查。养殖户可
以建立酮体监测制度，提早发现病牛。凡酮体反应
呈阳性者，立即治疗。定期补糖、补钙，对年老、高
产、食欲不振和有酮病史的母牛于产前1周静脉注
射20%的葡萄糖溶液和20%的葡萄糖酸钙溶液各
500毫升，共补1~3次。

3.药物治疗。目的是抑制脂肪分解，减少脂肪
酸在肝中的积存，加速脂肪的分解利用，防止并发酮
病。其原则是解毒、保肝、补糖。每头牛可用50%
的葡萄糖溶液500~1000毫升进行静注，或用50%右
旋糖酐静注，第一次1500毫升，后改为500毫升，每
天2~3次。 （本报综合）

工蜂有高度精细的劳动分工，有的是哺育蜂，有
的是采集蜂。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近日，中国农
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科研人员从神经肽调节生理反
应阈值的角度揭示了工蜂劳动分工的调控机制，为
研究动物行为的可塑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农业专家韩宾介绍，蜜蜂是人工驯养的重要
经济昆虫之一，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饲养历史。
作为一种社会性昆虫，蜂群中的工蜂具有高度的
劳动分工。年轻的工蜂主要从事幼虫哺育工作
（哺育蜂），之后出巢从事食物采集工作（采集
蜂）。采集蜂中又有更精细的采集花粉和采集花
蜜的分工。然而，这种劳动分工的调控机制一直
未被深入解析。

该研究利用蜜蜂喙伸反射发现，哺育蜂、花粉采
集蜂、花蜜采集蜂对幼虫、花粉、蔗糖溶液都具有显
著不同的反应阈值。这表明对特定刺激的反应阈值
差异是决定工蜂劳动分工的关键。

进一步的神经肽组学研究发现，速激肽信号通
路在调节反应阈值中发挥关键作用。随后，研究人
员利用神经肽注射和RNA干扰证明，速激肽能够特
异性地调控工蜂与其行为特异性相关的反应阈值，
而对与任务无关的刺激没有影响。

研究同时发现，速激肽信号在调控中华蜜蜂与
意大利蜜蜂采集和哺育行为差异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蜜蜂社会行为的神经调控提供
了新的理论依据。

哺育蜂？采集蜂？神经肽说了算
■李 晨

重庆柑橘化肥农药双减
巫山千亩示范基地喜获丰收

近年来，我国高标准农
田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截至

去年底累计完成8亿亩建设任
务。“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
建成10.75亿亩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高标准造
良田，端牢中国饭碗，广袤田野佳音频传。

高标准农田成“香饽饽”

春雨贵如油。春耕时节，一场不约而至的好雨，
洒在重庆农业大区梁平区的田间地头。戴上斗笠、卷
起裤腿，白平带人一天到晚泡在田里，忙着填沟蓄水，
为下一步插秧做好准备。

在城里经商20多年后，这还是白平头一次回到
农村干起农活。他今年在梁平区星桥镇两路村流转
了800多亩水田，全部用于种植水稻。“这些田是我竞
标拿下的，必须好好种。犁田、培肥要追上农时，争取
夺个丰收年，别让人小瞧了我这个种粮新手。”白平笑
着说。

种粮还要抢？这在两路村成了件新鲜事。原来，
在去年下半年，两路村被梁平区纳入高标准农田建设
示范村，通过农田小并大、短变长、弯变直和互联互
通，原本丘陵地形上的2700多亩“巴掌田”，变成了适
宜农机下地、高效作业的高产田，种田钱景可期。

27名农户竞标2300多亩良田

农田整好了，谁来种呢？村里人商议决定，除了
拿出300多亩留给愿意继续种田的农民之外，其余
2300多亩则发布流转公告，由大户竞标来种。

去年12月的一天，一场27名大户参与的竞标会
如期举行。“土地要流转，规矩先说定。”村支部书记杜
江东开宗明义，首先要求流转之后，必须继续种粮；其
次流转费不能低于400元/亩。最后有4名大户中标，
获得5年的农田经营权。

看着大户们一人一张纸、一支笔，仔细填上报价
和想种的土地面积，负责现场见证、监督的村民代表
刘道来觉得新奇。“我种了一辈子粮食，可知道其中的
辛苦。我家4亩多水田，光是插秧一项，就要五六天
时间，累得人直不起腰杆。如今好了，土地流转给大

户种，我可算能‘退休’了。”73岁的老刘说。
“现在种粮，可不能再靠人力去堆，肩挑背磨下苦

力气的日子正在成为过去时。”种粮大户邓中精打细
算，报出了450元/亩的价格，集中流转了1000亩水
田。“我敢流转这么大面积，一是因为农田经过了整
治，不像过去三五分一块田，而成了平均5亩以上的
大田，基本可以全程机械化，节本效果明显；二是规模
种粮，统一了稻种和种植标准，稻谷销售价一斤能高
出6分钱以上，1亩地又能多收六七十元。”邓中算清
收入成本账，规模种粮就有了底气。

为省成本“妙”招尽处

白平找的则是分工协作的办法，来降低种粮成
本。除了日常管水、稻谷烘干、销售由自己搞之外，
800多亩水稻田的机耕、机防、机收等主要生产环节，
以350~400元/亩的价格，全程外包给社会化服务组
织来负责。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干，种田才高效。”白
平说，以水稻植保为例，人工打药防治病虫害，一人一
天最多30亩。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一台无人机一天
能作业300多亩，这就是差距！

同样是种稻，大户刘道荣挣钱的路子还更
广。在两路村这次竞标中，刘道荣拿下了400

多亩水田，他想的是稻鸭共作、种养结合，来
增加效益。

刘道荣养鸭在梁平远近闻名，也因此得
过全国劳模的荣誉称号。“我们有稻田养鸭的
专业技术，一季稻能放两批鸭。”刘道荣说，鸭
子就在稻田放养，能省饲料成本，天天活蹦乱
跳运动着，肉质还更好，种稻还能节省肥料成
本，一举多得，生态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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