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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牛如何听声辨病
牛一旦生病，诊

断起来比较困难，特
别是在农村等一些
技术力量不足的地
方，更是如此。但养
殖户可以通过听声音等辅
助手段，初步判断牛是否患
病，以及患的是哪种疾病，
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治疗措施。

1.听叫声。牛在生病后，叫声也会出现一些异
常，比如说声音比较嘶哑或者细微，或者叫声平起之
后会延长，或者声音如破锣音等。在病情严重的时
候，常常会发出低微又痛苦的呻吟声，这种呻吟声常
与磨牙声同时出现。

2.听呼吸声。当牛出现呼吸气息粗的情况时，
或者气息微弱，或者呼吸伴有痰声，或者呼吸不顺
畅，伴有鼻塞音，或者呼吸鼻出哽气，或者呼吸时就
好像拉锯一样等情况，都说明牛处于患病状态。养
殖户可以用耳朵或者听诊器贴在牛的胸部或者肺脏
部位听其呼吸，如果有的牛出现呼吸音持续时间较
长，发出“呼呼”的声音，则说明这头牛是健康的，而
如果听到的呼吸粗，声音像拉锯或呼吸声音微弱而
浅薄，则说明该牛处于患病状态。

3.听咳嗽声。有痰为湿咳，无痰为干咳，当牛
处于伸头直颈、提举后肢等状态时，说明该牛正处于
痛苦或咳嗽困难状态。

4.听咀嚼声。咀嚼缓慢小心、声音低，说明该
牛牙齿松动或疼痛。嘴里没有食物而牙齿咬磨作
响，则多半是瓣胃阻塞、肠梗阻、创伤性胃炎等。

（本报综合）

芝麻不光能榨油 叶片还可以制茶

我国首个叶片专用型芝麻品种问世
■闻 风

近日，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对外发
布最新的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

该系统是中科院空天院已有的作物病虫害遥感
监测与预测系统的升级版。与原版系统相比，升级
版系统汇聚了多源、多尺度、多模式海量地球大数
据，涵盖植被参数反演、病虫生境监测、灾害识别与
早期预警、农牧业损失评估等功能模块，生产了农
田、森林、草地等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预测产品。

目前，中科院空天院已借助该系统发布了多期
全球、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典型区域的《植被病虫害
遥感监测与预测报告》，并发布《亚非沙漠蝗虫灾情
监测与评估报告》专题。

中科院空天院是在首届植被病虫害遥感大会上
发布上述系统的。大会以“遥感服务绿色植保”为主
题，共同探讨了病虫灾害遥感监测预警的研究进展
和发展方向。

为进一步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提高中药材种
植及管护水平，为企业发展筑牢根基，近日，奉节县
科协联合县中药材协会在红土乡大垭村开展中药材
栽培管理技术培训。

活动现场，县中药材协会会长李春进行了详细
的理论知识讲解和实地技术指导。分别从党参的栽
培技术、基地管理、病虫害防治及采叶加工等方面为

大家做了系统的理论培训，然后与大家进行了技术
交流互动，培训现场气氛热烈。

参训人员王大姐说：“这样的技术培训很有意
义，可以学习到真正的技术，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学
习机会，让中药材越种越好，脱贫致富。”

此次培训活动110余人参加，奉节县科协发放中
药材种植技术培训手册200余本。（奉节县科协供稿）

我国科学家发布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预测系统
■董瑞丰

奉节县科协开展中药材栽培管理技术培训

在皖北、豫东南、鄂北一带，老百姓的餐桌流行一
种芝麻叶杂面条的食物。“黑黑芝麻叶，闪闪泛油光。
放入面条锅，满院喷喷香。”就是当地人对之喜爱有加
的生动写真。以前，由于市场上缺乏叶片专用型芝麻
品种，限制着芝麻叶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近日，中国
农科院油料所芝麻与特色油料创新团队选育出我国
首个叶片专用型芝麻新品种——“中芝叶1号”。

叶片亩产达980.7公斤

在我国，芝麻油是传统植物油，也是高端的食用
油。但很少有人知道，芝麻浑身是宝，除了芝麻籽可
以榨油外，芝麻叶也是美食的原料。芝麻叶，顾名思
义指的是胡麻科植物芝麻的叶子，民间口碑甚好。有
赞曰“性平味苦，滋养肝肾、滋肠通便、补益津液”，芝
麻叶可谓是芝麻的精华之一。

在安徽宿州测产现场，叶片专用型芝麻中芝叶1
号叶片亩产量达980.7公斤，比“中芝23”增产51.41%，
为芝麻多功能利用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为芝麻叶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

在过去，食用芝麻叶的习惯，多出现在河南、湖
北、安徽等芝麻种植区，非种植区的消费者对芝麻叶
了解并不多。研究团队成员刘红艳副研究员介绍，芝
麻叶用途广泛，既适合鲜食，也适合干食，晒干制作而
成的芝麻叶茶具有预防视力下降、提高免疫力、滋养
肌肤、提高大脑功能的作用，晒干的芝麻叶还可以作
中药材。

和传统的芝麻品种相比，此次选育成功的叶片专
用型芝麻中芝叶1号，具有植株高大、茎秆粗壮、叶片
大、苗期长、全生育期长、耐渍性强、抗倒伏等特点。

刘红艳介绍，今年天气情况复杂，前期雨水长达
40天，中期又逢高温干旱，即便如此，中芝叶1号仍然
表现出高产的特性。其苗期长达60~70天，采摘期
长，耐渍抗旱性强，叶片幼嫩，富含磷、钾等元素，也富
含镁、硒、铁等微量元素，维生素A、E、B1、C含量尤为
丰富。

南方部分地区可收获芝麻

刘红艳表示，尽管是叶片专用品种，但在长江中
下游地区及更南方的地区，中芝叶1号仍能够正常收
获芝麻，因此，这是一种普适性较高的品种。

眼下又到一年秋收季，“芝麻田”里一株株芝麻
随风摇曳，迎来新一轮的丰收。吃一口芝麻做的糖
果、品一杯芝麻叶泡的水、闻一下芝麻榨成的芝麻香
油……芝麻浑身都是“宝”，农户将它视为脱贫致富的

“珍宝”。
“这几天，我们村田间地头、门前屋后都晾晒着芝

麻，到处都是丰收景象。农户收获的芝麻，籽粒饱满
色泽好，除了自己食用外，剩下的上市销售。”重庆市
云阳县普安乡郎家村党支部书记丁永河说，俗话说，
芝麻开花节节高。村里的农户靠着芝麻产业，收入越
来越高，日子也越来越好。

“芝麻浑身都是宝。”农户陈小立说。收完芝麻后

的秸秆，还能再次加工利用成为燃料，一亩地光秸秆
还能再增加一百多元收入。一颗颗小芝麻给陈小立
一家带来更红火的日子。

叶片鲜食制茶两相宜

“您尝尝，这个是可以吃的芝麻叶。”“嗯，真好
吃！香、酥、脆！”在驻马店国际会展中心，芝麻叶被大
家争相品尝、购买，一些妇女和儿童竟然舍不得移开
脚步，周围的游客对芝麻叶的醇香赞不绝口，都说那
是小时候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芝麻叶是冬季非常适宜的调味品和补给菜。所
以，芝麻叶也是过去应对粮少菜贫、生活艰苦的产
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养生观念的转变，对
芝麻叶营养价值有了全新的认知。

芝麻叶除了鲜食之外还可制成干芝麻叶。在芝
麻叶晒到干脆之前，可以把芝麻叶用手搓成小球，做
成芝麻叶茶。刚采摘的芝麻叶要经过16道原料浸泡、
脱水、拌料、油炸、脱脂、包装等烦琐工序，才成为令食
客们满口生香的营养美味。

“中芝叶1号”的推广应用将为促进芝麻多功能利
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现在芝麻叶摇
身一变成为“香饽饽”，价格每斤接近20元，并由此诞
生了专门的芝麻叶加工企业。一些加工企业，还通过
制作工艺不断改善芝麻叶的口感、外观，增加了诸如
芝麻叶茶、芝麻花茶等附加产品，将芝麻产业链条进
一步延伸。

地处武陵山区的重
庆市武隆区山高沟深、
地少土瘠。近几年，武
隆围绕高山生态持之以
恒推动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打造大景区
联动产业。同时，武隆
区将生态旅游与农业、
文化、商业深度融合，为
乡村振兴注入活力，乡
村面貌焕然一新。

得益于生态产业化
蓬勃发展，2017 年武隆
实现脱贫摘帽，2018 年
被国家生态环境部授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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