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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产程过长的原因
近日，全球首个作物黄萎病菌资源和基因组数

据库搭建成功并正式上线。
该数据库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作物黄萎病研究团队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联合完成，用户可在该网站查阅收录的菌种资源
信息、测序基因组可视化展示、数据挖掘和分析等
工作。

据中国农科院植保所戴小枫研究员介绍，作物
黄萎病是一种危害植物种类极多的真菌性疾病，其
主要病原为大丽轮枝菌，根据目前的研究和调查，它
可以侵染38科660种植物，包括棉花、马铃薯、向日
葵、茄子、番茄、黄秋葵等农作物。在全球，每年都会
造成近百亿美元的损失，在我国，它最主要的危害对
象是棉花和马铃薯，在过去，大丽轮枝菌的侵染一直
都难以预防，其主要原因是种群结构复杂，农业生产

实践中缺少分子流行检测技术。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农科院植保所作物黄萎病

团队，联合国内外16家单位，展开协同攻关，构建了
迄今为止来源最丰富的菌种资源库，发起了“全球黄
萎病菌基因组研究”计划。

团队现已完成了基因组解析工作，包括全基因
组159株、重测序3624株，搭建了数据库1.0版本，并
开始线上运行。

该数据库收录了来自 10个国家26个寄主共
8102份黄萎病菌菌种资源；释放了159个大丽轮枝
菌全基因组数据，占目前全球已释放大丽轮枝菌基
因组总数的85%。同时，团队还搭建了基因组可视
化、基因功能检索、基因比对等分析平台。

目前，该团队还在进一步搭建数据库2.0版本，
主要展示全球大丽轮枝菌遗传变异组数据。

母猪产仔从第一头仔猪产出落地到胎衣排出的
整个产仔过程，简称为分娩或产程。正常情况下，产
程一般为2～3小时，有些母猪由于各种原因使其产
程过长。

1.胎次。初产母猪，尤其是早配体重较小的母
猪其产程大部分在10小时左右，而经产母猪的产程
最短的仅1个小时左右，最长的也不过3～5小时。

2.品种。从国外引进的大约克夏、杜洛克、长
白、汉普夏等几个瘦肉型品种母猪和国内新培育的
母猪均较本地品种母猪产程长约1～2小时，可能与
适应性有关。

3.年龄。8胎以上的老龄母猪在产程后期，因
疲劳乏力，子宫收缩和腹压减弱，产程往往拖延到10
个小时以上。养殖户应淘汰7胎以上老龄母猪，个
别优秀的除外。

4.死胎。当母猪被感染乙型脑炎、细小病毒、
伪狂犬病等繁殖障碍疾病时，胎儿中期或后期死在
母猪腹中，往往数小时产出一头由腐烂胎衣包着的
死胎，有的产程达3～4天。养殖户要抓好疾病防
治，防止一些繁殖障碍疾病的发生。

5.配种间隔。有的母猪接受配种后，因迟迟不
落情，间隔2～3天又复配。由于复配时间间隔过
长，产程也略有延长。2次配种间隔时间在8～12小
时为宜，在当天应早晚各配种一次。

6.仔猪过大。有的妊娠母猪喂得过肥，造成仔
猪生长发育较大，产出吃力，产程延长。养殖户要搞
好妊娠母猪的饲养管理，防止母猪过肥。

7.生人骚扰。母猪产仔时，多数母猪精神紧
张、敏感。产仔时产房如有生人，更加重其紧张状
态，惊恐不安，站而不卧，使产程延长。在母猪产
仔时，要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避免生人进入
产房。 （本报综合）

“肥土”是育秧稀缺资源

“秧好半熟稻，苗壮产量高”，秧苗是水稻机械化
生产的首要环节，是稻谷丰收的基础。随着我国水稻
机插秧大面积推广，传统营养土育秧的局限性日益突
出。为解决传统育秧取土难、破坏植被等问题，缓解
农村劳动力紧张的困局，水稻无土育秧基质研究与应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20世纪80年代，我国从日本引进了水稻旱育秧
技术，因其具有秧龄短、秧苗壮、可机插、省稻种、产量
高等优点，迅速成为我国水稻生产的普遍栽培方式。

旱育秧技术虽好，但对苗床土的要求很高。目
前，国内水稻机插秧育秧主要利用农田优质表层土，
原地或异地育秧。但此方式需大量刮取农田耕作层
表土，存在机械负荷大、不便于运输和规范化作业、严

重破坏耕地等诸多问题。
水稻育秧时需要大量营养土，“肥土”

也成为了一些地方的稀缺资源。扬州大
学教授戴其根说：“平均每500亩大田
育秧就会破坏1亩耕地，对耕地及周

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同时，传统营养土本身对秧苗也并不“友

好”。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农作物栽培技术指
导站站长伏广成表示，一般的旱地大田因常年使用除
草剂，土壤品质常常达不到育秧要求。若是水稻播种
期遇到缺苗或者大面积死苗，将会严重影响水稻生产。

经过多年探索，基质育秧引起了业内外人士的
关注。

以禽畜粪便为原料

代替传统营养土的水稻无土育秧基质和水稻返
青基质以禽畜粪便为原料，运用生物技术，将其制作
成生物有机肥，再加入碳化稻壳灰，通过科学配方和
加工进行生产。

这种无土育秧基质，性状非常接近土壤。“钾元
素和钙元素含量都比自然土壤含量高。”绥化京绥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彭树森说。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
区宝山镇沿河村农户刘喜友家的稻田里，田埂两侧
的稻苗长势明显不同，一侧稀疏、一侧肥壮。刘喜友
从田里一侧拔出一株水稻秧苗，发现使用无土育秧
基质的秧苗根系明显比传统秧苗粗壮发达。

“营养丰富、透气性好，还少病虫害。”彭树森解
释，无土育秧基质在生产环节通过高温发酵处理，不
含土传虫卵和有害细菌。基质中的生物有机肥可以
促进水稻生长发育，提高壮苗率。同时也减少了庄稼
对农药的依赖，真正实现绿色有机。除了用于水稻秧
苗的培育，无土育秧基质也适用于花卉、烟草、蔬菜的
秧苗培育，它还兼具改良盐碱土壤的功效。

无土育秧基质不仅缓解禽畜粪便和秸秆、稻壳灰
烬对环境的污染，节约了农民的育秧成本，还可以替
代水稻育秧的营养土，节约土地资源。

秸秆“化身”育苗基质

“这几个棚采用基质育苗，省时省力不说，还解决
了我们取土难的问题。”在吉林省榆树市保寿镇红旗
村民悦合作社的大棚里，社员们正忙着育稻苗，今年
合作社使用秸秆制成的水稻育秧基质板让他们省了
不少事。

“今年我们建了65个水稻育苗大棚，其中5个采
用基质育苗。头一次用这个技术，先试试看效果如
何！”跟随民悦合作社负责人陈洪良走进育苗大棚，育
秧基质整齐地摆放在育苗盘上，社员们正在往上面浇
水。有着近30年育苗经验的徐禹庆介绍说：“这玩意
用起来挺方便，摆完盘把基质放在上面，浇完水再撒
种覆土就可以了。”

“这可是环保材料，都是用玉米秸秆做成的！”陈
洪良介绍，基质是作物秸秆、植物纤维等复合物经过
粉碎、发酵等工序制成的，不但能把秸秆变废为宝，随
秧苗插到地里，还能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用基质育苗还解决了我们育苗取土的难题！”徐
禹庆说，合作社其他60个普通育苗大棚用了180立方
米土，现在荒地越来越少，他们用7台拖拉机收集了
一周时间。而用基质板育苗的5个大棚，用土量不到
普通大棚的三分之一。

“垃圾堆”里淘出无土育秧基质
■ 闻 风

本报讯（通讯员 赵容）近日，璧山区农技协联
合会组织协会农技专家邹小余一行赴登云坪脐橙种
植科普示范基地开展脐橙种植实用技术培训，基地
脐橙种植户40余人参与培训。

登云坪脐橙种植科普示范基地是重庆市科普
示范基地。基地脐橙果大味甜，品质好产量高，深
受消费者喜爱，是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一个重要渠
道。当前，正值脐橙成熟采收期，璧山区农技协联
合会适时开展果后管理实用技术培训，果农们表示
非常欢迎。

据悉，2020年，璧山区农技协联合会组织开展
助农增收实用技术培训15场次，为全区农业发展、
农民增收作出了一定贡献。农技协联合会作为基
层农技协组织领头羊，协会负责人表示，在今后工

作中，一是要加强基层农技协组织建设。将基层优
秀科技工作者纳入农技协科技志愿服务队伍，督促
指导基层农技协进行及时换届、民政登记注册年
检，清理未履职的僵尸学（协）会等，进一步健全完
善基层农技协组织。二是有效整合资源。将全区
跨镇街同类基层农技协组织进行有效整合，组建专
业农技协联合组织，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三
是组织开展活动。协助基层农技协组织拟课题搞
调研，外出学习考察先进基层农技协办会经验，开
展实用技术培训和科技常下乡活动等。四是经费
保障。联合会要积极做好协调工作，多方筹措，争
取主管部门及社会各界资金及其他方面支持。通
过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经营活动，合法服务社会、
服务会员、服务群众。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可哪些垃圾放到哪里才是资源
呢？乡野的禽畜粪便、秸秆稻壳的燃烧物得不到合理处置，成为了
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农业研究者将乡野禽畜粪便、秸秆稻壳灰
制成水稻无土育秧基质，培育出了强壮的水稻秧苗，环保又增效。

全球首个作物黄萎病菌资源和基因组数据库上线
■ 周怀宗

璧山区农技协联合会
开展脐橙种植实用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