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秋，明光市稻谷喜获丰收，图为11月7日，该市张八岭镇群众在翻晒稻谷。 通讯员 冯德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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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以黑猪肉为代表的优质猪肉消费

需求逐年递增，进一步催生了我国本土培育黑

猪品种的需求。为此，从2013年始，由中国科

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牵

头，联合江西山下华系种猪养殖有限公司、南

昌师范学院组建的新品种育种团队，历经10

年，成功育成“山下长黑”新品种。近日，该成

果获2022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中国本土猪品种体型小、产肉量低，培育

新品种首先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为此，项目组

从现有猪种遗传特性等方面入手，从数十个地

方猪种中，甄选了4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本土

猪种，与3个引进猪种开展杂交试验，筛选新品

种培育的亲本。根据杂交后代生产性能和产

肉性能测定的最优结果，项目组最终筛选了巴

克夏和里岔黑猪作为新品种培育的父本和母

本。按照“大（体型大）、快（生长快）、好（肉质

好）、省（省精料）”的品种培育目标，项目组应

用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现代分子设计育种技

术，历经10年6个世代持续选育，攻克了体型

小、产肉量低等难题，成功育成“山下长黑”新

品种，实现了江西省1999年至今24年来畜禽

国家审定新品种的突破。

据悉，山下长黑猪被毛全黑，体型长大，头

颈清秀，眼睛有神，脸上有少量皱折，耳朵中等

大小、前倾。中试结果表明，山下长黑猪耐粗

饲料，适应性强，易饲养，达100公斤体重时平

均体长为113厘米，接近国外引进的长白猪。

肉色、大理石纹、嫩度等肉质指标远超国外引

进猪种，比现有优质肉猪多1—2对排骨，产肉

能力明显增强，宰后平均瘦肉率达59.78%，种

猪及宰后胴体比较优势明显。该新品种适合

作为养猪三元繁育体系的第一父本品种使用，

也可纯繁生产优质肉猪。

市场是检验产品的试金石。为保证新品

种符合消费者需求，项目组采取边培育边投放

市场的方式，不断收集消费者、屠宰场的反馈

信息，指导选种育种。市场实践表明，山下长

黑猪肉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受欢迎的十大

品牌猪肉之一，并获第十九届、二十届中国畜

牧博览会科技创新产品银奖，进一步验证了

项目组高效精准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育种

设计。

近年来，新品种带动了赣南地区一大批农

户参与黑猪养殖，丰富了产业脱（减）贫模式，

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山下长黑种

猪已累计向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河南等9省

43家黑猪养殖（育种）企业推广11000余头祖

代种猪，辐射上市商品黑猪超100万头。

“山下华系种猪养殖有限公司现有核心育

种场2个，扩繁场3个，存栏能繁母猪6000余

头，接下来我们的主要工作是进一步扩大育种

群体，瞄准未来国内国际第一父本这一目标，

继续提高现有生产性能和技术水平。”项目组

成员、江西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郭源梅

研究员告诉笔者。 （魏依晨）

我国成功培育本土黑猪新品种
体型大、肉质好、易饲养、产肉量高

近期气温较低，风雨较多，为科学应对畜牧业低

温冻害，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加固栏舍，做好保温

养殖场户应对畜禽圈舍及时修缮加固，并清理

圈舍周围排水管道，保证雨水排泄通畅。同时，及时

增加畜舍保暖措施，可采取在地面铺设稻草、锯末等

垫料保温，安装保温灯、红外线灯、电锅炉、热风机等

供暖设施；采用彩条布或薄膜对畜禽舍进行吊顶保

温，对畜禽舍漏风部位进行封堵，防止大风侵袭。

保证饮水，备足饲料

做好供水管线管护防冻措施，通过包裹稻草、秸

秆、旧衣物、塑料等保暖材料，保障畜禽正常饮水。同

时，考虑道路因低温结冰饲料供应受阻等特殊情况，提前

储备好7~15天以上的饲料，防止无料可用的情况发生。

增强营养，减少应激

适当增加饲料中的玉米、油脂、糖类等能量饲料

占比，以增强畜禽的防寒能力。有条件的畜禽养殖

场可在低温天气期间给畜禽提供温水，增喂维生素，

提升畜禽冷应激抵抗能力。

加强防疫、做好消毒

按照免疫程序做好免疫接种，加强对畜禽健康

状况的日常观察。出现体弱发病畜禽应及时隔离治

疗，加强畜禽圈舍、养殖场区及周边环境清洁消毒，

有效降低病原滋生。 （据《陕西农村报》）

畜牧业低温冻害应对措施

难防的原因

寄主范围广 白粉虱，属同翅

目粉虱科，是大棚蔬菜上的重要

害虫。寄主范围广，蔬菜中的黄

瓜、菜豆、茄子、番茄、辣椒、彩椒、

冬瓜、豆类、莴苣以及白菜、芹菜、

大葱等都能受其为害。

适应性强 白粉虱喜温暖环

境，适宜生长温度为18~30℃，卵

的发育起点温度为7.2℃，幼虫的

抗寒力较弱，温度高于40.5℃时，

成虫活动能力显著下降。通常白

粉虱从9月中旬开始陆续向温室

迁移，秋末进入迁移盛期。翌年

春暖时，白粉虱便从室内向露地

迁移。

防治方法

对于白粉虱，要遵循“预防为

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不要

等到棚内白粉虱泛滥后再防治。

这样虫口基数大，即使加大药量

也难以将其彻底防住。

调控棚室温度 在晴朗天气

时，中午前后关闭通风口，短时高

温闷棚。如果棚内种植的是黄

瓜、丝瓜、苦瓜、茄子等喜温作物，

可将温度升高到35℃以上，维持

2小时，然后通风降温，对抑制白

粉虱繁殖具有很好的效果。

清洁棚室 棚内的残株落叶、

杂草是白粉虱生存繁殖的重要场

所和聚集地。蔬菜定植前将棚室

内外的残株落叶及杂草及时清

除，可大大减少室内虫源，避免隐

藏在上茬蔬菜中的虫卵再次繁殖

为害。苗子定植后，要及时清除

杂草，保证棚室洁净。发现虫卵

的叶片或植株要及时摘除，并带

出棚外销毁，降低虫源基数。

设置防虫网 日光温室及时

在棚室通风口、前脸及入口处设

置防虫网，拱棚将顶部放风口和

两侧腰风处设置防虫网。在保证

通风的情况下，要尽量选择目数

较大的防虫网，可防止粉虱迁飞，

进入棚室内。

悬挂粘虫板 悬挂粘虫板可

以提早发现棚内白粉虱的发生状

况，并起到一定的杀虫作用。由

于白粉虱具有趋黄性，因此，要在

棚内悬挂黄色粘虫板，进行诱杀。

喷药有侧重 白粉虱成虫喜

群集在叶背面，具趋嫩性，所以植

株上部新生叶片成虫多，而未孵

化的卵主要集中在植株中层及以

上的叶背面以及侧枝等处。中层

以下的老叶上的虫卵多已孵化，

因此喷药时要有所侧重，着重喷

洒叶片背面、嫩茎等部位，从上到

下细致用药，以达到良好的防虫

效果。

选择虫卵兼杀的药剂 白粉

虱的成虫、若虫、卵等在棚室内是

同时存在的，如果只杀了虫，而卵

就会继续孵化成虫，继续为害蔬

菜。要保证防治效果，必须注意

虫卵兼杀。可选择杀虫效果较好

的吡虫啉或啶虫脒配合杀卵效果

好的噻嗪酮同时使用，连续喷施

2~3次，间隔7~10天，最好在接

近黄昏时喷药，这时白粉虱活动

能力下降，能够有效将其杀灭。

不管选用的是杀虫药剂还是杀卵

药剂，都要注意药剂的交替轮换

使用，不可随意加大用药量，以避

免抗药性的产生。 （果志华）

蔬
菜
白
粉
虱
泛
滥
这
样
治

舒城县自2021年以来，承担中央财政绿

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项目，根据《安徽省农业

农村厅关于做好2021年绿色种养循环农业

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舒城县实际，该

县创建了绿色种养核心示范片34.08万亩次，

全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92%，项目区

有机肥使用量提高10%，化肥减量21%，农作

物品质大幅度提升，真正实现了种养结合，农

牧循环，畜禽粪污变废为宝，人居环境得到了

极大的改善。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绿色种养项目领导

小组。舒城县政府高度重视农作物绿色种养

循环推进工作，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作为

推动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成

立了舒城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推进领导小组

和专家指导组。领导小组组长由县政府主要

负责同志担任组长，副组长为县政府分管农

业负责人担任，成员为县财政局、县生态环境

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审计局、县农业

农村局等单位，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

落实项目推进工作，明确各部门工作职责与

工作目标，工作步骤，考核办法，方案科学合

理，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各

乡镇成立相应组织，负责协调推进本乡镇范

围内的项目实施工作。项目领导小组还邀请

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共同组成舒城

县绿色种养循环项目技术专家组参与项目建

设，确保工作有效落实。

制定工作制度及实施主体遴选办法。自

2021年以来，舒城县就建立了县级统筹指导、

乡镇推荐审核、承建主体具体负责的试点工

作机制，参与遴选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

作社和社会化服务组织需具备相关粪污收集

场所、设施及技术措施，满足开展粪污收集、

处理及粪肥还田要求，在确定为项目承建主

体的农户，申报时需填写项目申请表等申报

材料，竣工时要打申请验收报告，并附纸质验

收材料，县农技推广中心组织专家对申报主

体资料和生产现场进行考评，提出遴选意见，

确定承建主体。根据处理粪污的类型、运输

距离、施用方式与还田数量，给与不超过粪肥

收集处理施用成本30%的奖补，施用到田的

粪肥或沼液抽检合格，完成还田任务后，社会

化服务主体或规模种植主体需提供粪肥出入

库台账、支付凭证及粪肥还田全环节水印相

机照片等相关资料。

大力推荐绿色种养循环农业信息追溯平

台建设及监管。舒城县农技推广中心，利用

“物联网+”等信息化手段，线上运行绿色种养

循环粪肥还田追溯系统，探索开展粪肥收集、

处理、检测和施用全过程监管，对承建户实施

项目数据化、智能化管理，健全粪肥还田台

账，提高试点工作管理效率，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几年来，该县在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示范

区，积极打造“4322”核心示范区（即4个蔬菜

核心示范村，3个水稻核心示范村，2个水果核

心示范村，2个茶叶核心示范村）开展示范引

领，每年创建核心示范面积万亩以上，坚持在

水稻-小麦、蔬菜作物上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

定位试验及示范试验。其中水稻-小麦、设施

蔬菜辣椒有机肥替代化肥定位试验11个；水

稻-小麦作物9个处理27个小区，蔬菜作物8

个处理24个小区；水稻-小麦、蔬菜关键技术

示范试验9个处理36个大区，这些示范区共

收集、处理、施用畜禽粪污堆肥、沼渣、沼液以

及使用商品有机肥22.6万吨，其中堆肥15.2

万吨，沼渣1.7万吨、沼液4.5万吨，使用商品

有机肥1.2万吨。 （何佐侬）

生态经济立县 绿色种养富民
——六安市舒城县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工作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