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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鸡
近些年由于养鸡越来越具规模化，国家对

养鸡补贴政策逐渐降低。虽然大多数养鸡场

都没有补贴，但并不妨碍养鸡赚钱。现在养鸡

个体利润较低，主要靠规模养殖进行赚钱。当

然规模化程度越高，对技术要求则越高，不然

稍有不慎则就会造成大量伤亡从而导致赔钱。

对于初次养鸡没有太多经验的农户，可以

选择与当地“鸡头”进行合作养殖合同鸡。虽

然利润要略微低一些，但“鸡头”提供种苗、饲

料、药品、技术以及销路等，非常适合新手养

鸡。开始少养一些，并与“鸡头”进行合作的情

况下，风险应该不会太大。

2、养猪
过去一年生猪价格一直保持高位，这让养

猪户赚足了腰包。同时有些养猪户却哀愁满

面，养猪赚钱但却不能继续养了。处于禁养区

内的养猪场，以及环评不达标的猪场，都不能

继续养猪了。2016年南方养猪场已经清理得

差不多了，2017 年轮到北方养猪场了。大量

中小养猪场被拆，而大型养猪场在短期内又难

以上来。在未来 1-2年，生猪应该会保持现在

的价格或者小幅度上涨。如果有养猪条件，且

能取得环评的情况下，不妨选择养猪。

3、养羊
羊价连续低了 3年，多数养羊户坚持不下

去退出养羊业。羊价在 2018 年可能继续低

迷，当然也可能大涨。不建议新手入行，希望

正在养羊的农户不要轻易放弃。可以精简羊

群，节省饲料成本，静待羊价上涨。

4、养牛
随着牛犊价格上涨，以及育肥牛价格疲

软，单纯养殖育肥牛效益并不算好。不过正因

为牛犊价格上涨，加之繁殖母牛补贴力度加

大，养殖繁殖母牛或者繁育一体都能获得较好

的效益。

5、养驴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随着驴肉消费量以及

阿胶消费量增加，驴变得越来越稀缺。目前驴

的缺口达到 3000-5000万头，而其他国家养驴

又较少，大量进口并不现实。加之驴繁殖速度

慢，三五年内这个缺口并不能堵上。

养驴相对于其他畜禽来说，具有耐粗饲、抗

病力强等优势，对养殖技术要求较低。不过由

于驴生长速度过慢，农户并不能获得较高的效

益。之前有报道说驴皮价格涨了 10倍，但据小

编了解，目前的驴皮价格真的没有那么高。

入行前想想这些问题
1、新手缺少对养殖行业的认知，想要在养殖

业赚钱，不在于养什么，而在于你能养好什么。

2、在产能过剩、疫病复杂的今天，只有精

通养殖技术的老司机才有较大的赚钱机会，新

手上路进入这个领域，与老司机较量，成功的

几率有多少？

3、养殖不是你想养就能养。如今环保政

策抓得越来越紧，想找个合适的养殖场地是越

来越难。拿到一块能通过环评的养殖场地，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4、养殖是个脏苦累的事情，同时又是个高

投入低产出的行当，并不是一个好的创业选

择。

5、近两年大量的资本注入养殖业，开始养

猪、养鸡，资本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这些

新进入的大机构是很难打败的庞然大物。

在国家倡导双创的大环境下，也可以将养

殖业和淘宝、微商结合，把自己的产品卖到互

联网，直接创建自己的品牌，当然这需要投入

相当大的努力。所以，对于养殖新手来说，具

体养什么，还要结合自身优势、当地气候、市场

等情况而定。 河农

2018年养殖什么“钱”景好

眼下天气越来越寒冷，山东

青岛平度的葱农们趁着土地尚未

封冻，起早贪黑地在地里收获最

后一批大葱。而在当地的蔬菜批

发市场，菜商们则连续不断地装

车发货，将一车车的平度大葱运

往全国各地。临近岁末，大葱价

格行情如何？

在山东青岛平度市南村镇的

农田里，尽管气温已经降至零度

左右，葱农们还在田间忙碌着。

葱农王忠旭和妻子刚把最后几捆

大葱装上车，就迫不及待地拿出

计算器，算了起来。他说：“我今

年 种 了 一 亩 半 葱 ，毛 葱 现 在 是

18000 斤 ，剥 出 来 的 净 葱 是 9000
斤，纯收入 9000块钱吧。”

王忠旭的经济账之所以能算

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在地头把

大葱剥干净过秤之后，直接就装

上了等在一旁收葱的大货车上。

而烟台菜商王福祥的货车，在收

完 王 忠 旭 的 大 葱 之 后 也 正 好 满

载。他说，现在大葱收获接近尾

声，到地头来装车，是因为刚从地

里挖出来的大葱更新鲜，质量更

好。

近年来，陕西、河南等多地都

出现了大葱丰收却滞销的现象，

这次平度市刚刚收获的 8 万亩大

葱会不会也难逃一劫呢？分析师

于双双表示，平度市作为山东主

产区的风向标产地，价格走势基

本可以代表国内大葱价格走势。

目前平度地区大葱多已经堆到地

头存储，销售情况持续不佳，导致

货源余量高于去年同期。近期受

天气影响，报价稍有提升，但整体

交易依旧不旺，略显滞销。

今年第四季度，国内大葱价

格出现了急转直下的情况。夏

季高温多雨导致山东大葱软腐

病频发，部分产区烂货情况达到

了 50%，大葱价格相应提升，同

样 也 给 大 葱 销 售 带 来 了 压 力 。

夏季大葱价格持续高位使得销

区客商基本无利润，部分客商甚

至亏损，销区客商采购谨慎，多

采取按需采购方式。

临近岁末，大葱价格会不会

受节日影响迎来“暖冬”呢？于双

双认为，按目前国内大葱供应情

况来看，价格涨势有一定难度。

虽然岁末对行情有一定支撑，但

时间或难以长久持续。随着月底

江浙地区鲜葱上市，国内大葱供

应依旧充足，短期看即使受节日

影响价格有提升，预计幅度较为

有限。建议农户及时出售手中货

源，不要盲目等价，造成货源销售

滞缓的局面。

绿果

春节前后大葱行情能否“向前冲”
2017年 9-10月大豆收获后，高质

量的大豆收购价达到了 4 元/公斤，这

使得不少豆农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而

当进入 2018年以后，不少人发现，大豆

价格下去了，收购商收购的频率也越

来越低。突如其来的豆市“寒风”让很

多人不知所措。

对于去年第四季度大豆的短时间

上涨，卓创资讯分析师贺宇新认为，主

要是南方大豆质量跟不上以及中储粮

的轮储收购带动了市场的积极性。贺

宇新告诉笔者：“南方大豆在上市初期

受灾了，刚上市时南方好的货源很少，

大部分是饲料粮，质量不太合格，无法

作为食品加工使用，价格就出现了小

幅的上行。同时，中储粮在东北进行大

豆轮换收购，第一批刚收的时候，东北

大豆出现了上涨。因为很多销区的客

户都有一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大豆价

格上涨，怕价格出现连续的上涨，就多

备一些货，粮商也到东北进行了集中

采购。”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让大豆

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上涨的行情。但

是贺宇新坦言，正是由于这种短时间

的上涨，导致市场反应过激，不少豆农

都被“摆了一道”。

而在银河期货分析师梁勇看来，

目前大豆市场依然处于供大于求，因

此这股“寒风”还要刮一阵子。梁勇坦

言，2017 年大豆产量不错，相比 2016
年有大幅提升。目前而言，供应是十分

充足的，而对于下游而言，需求也不是

十分理想，因此，价格的下跌也是在所

难免。

东北产区是我国大豆的主产区，

占整个市场供应的 70%以上。今年新

豆上市时，南方大豆虽然出现了灾害

影响质量的情况，但是东北大豆的质

量却非常好，中储粮启动轮储收购的

速度也非常快，很多库容在短时间内

就得到了补充，在下游需求不是特别

旺盛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卖粮难的问

题，随之大豆的行情表现就变得比较

弱势。

除此之外，梁勇表示，国外大豆的

冲击也是目前国内市场低迷的原因之

一。梁勇说：“从南方销区来看，一方面

是之前市场有备货补库的过程，之后

有进口大豆替代的冲击。从国际来看，

国际上的大豆价格走势也不是特别

强，也是震荡偏弱，低位运行的状况，

国际市场的偏差会导致进口的成本维

持偏低的水平，致使东北产区出现了

市场疲弱的状况。”不过梁勇告诉笔

者，就目前市场环境来看，春节前还有

售粮的小高峰。不过，由于今年整体的

产量充足，春节前后大豆价格反弹难

度还是比较大的。 徐若滨

大豆市场“寒风呼啸”

数九隆冬，市场上的果

蔬 依 然 琳 琅 满 目 、种 类 繁

多。可是消费者还是常有这

样的感叹：“记忆中好吃的味

道难找了。”这份记忆深处的

味道引领着供应，引导着消

费。以番茄为例，逛一圈菜

市场，你会发现，如今没人再

单纯以“大”来吸引消费者眼

球，而是将番茄掰开来展示，

让人看看沙不沙、尝尝甜不

甜。

在农产品供应日益丰富

的今天，好吃、营养、安全的

农产品才能安稳立足于消费

者的菜篮子，这已经成了种

企、种植户、收购商、消费者

的共识。

农以种为先。培育沙沙

甜甜番茄这类顺应市场需求

的 品 种 ，是 育 种 理 念 的 升

级。要从根本上解决种业创

新与农业生产“两张皮”的问

题，让更多企业成为育种研

发主体，让科技真正长在企

业里，才能突破种质创新、品

种选育等关键环节核心技术

瓶颈，为更多农产品装上优

质“中国芯”。

食以绿为先。农药施多

了，农产品的药残问题难解

决；化肥用多了，土壤环境遭

破坏。提高作物品种养分利

用率和抗病性，是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促进农业绿色发

展的有效途径。然而，抗病育种谈何容易，往

往抗性好的品种品质差。一个品种要抗病性

与口感兼顾，对育种而言是非常大的挑战，需

要种业企业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品种特征特

性才能逐步提升。

百姓惦念的“好吃的味道”就是巨大的市

场需求。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

进，种业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品种选育会更加

侧重口感与抗性，相信有更多农产品正走在

高品质的路上。 据《农民日报》

你能否想象，有一天，我们餐桌上香喷

喷的米饭都是电脑遥控种出来的？有机构预

测，2020年智慧农业的潜在市场规模有望达

到 268 亿美元。智慧农业究竟什么样？在中

化农业的 MAP示范农场，未来农业发展的一

种可能在这里诞生。

种地可以更轻

“自从 2015 年把流转的 560 亩地托管给

中化农业技术服务团队以后，公司统一管

理，植保、插秧、烘干都有大机械，效果

好，费用还低。用工少了，药、肥、包装等

成本都降低了，产量还提高了。”安徽省庐

江县郭河镇南圩村家庭农场主魏守福说。

“他当地主，我们当长工。”中化农业

MAP事业部总农艺师杜树海打趣，在庐江示

范农场，我们采用“两优一休”种植模式，

即种植优质稻和优质麦加上土地休整，通过

品种筛选拉长稻麦茬口期，土地种养结合。

采用的集成技术可不少，水稻测土施肥、农

机 农 艺 结 合 、 秸 秆 全 量 还 田 、 深 翻 耕 耙

……，通过实现高产高效，达到试验示范的

效果，引导更多农户加入。

“原先种地，全家老小齐上阵，出力还

不赚钱；现在啥也不用干，化肥都没扛过一

包，还赚了十来万，简直不敢相信！”吉林

省双辽市卧虎镇六家村农民李继光感叹。除

了玉米收获时抱着好奇心回家瞅瞅，他其余

时间都在外打工。2017 年李继光一共托管

300 亩地，一亩地增产 150 公斤左右，扣掉

托管费，每亩净赚 330元，一共赚了 10万元

出头。

农业可以更智慧

停在地头的植保无人机，摁下按钮后腾

空而起，一天轻轻松松完成 500 亩的作业

量；分布在基地的 7 个智能配肥站，轻触屏

幕，量身定制的营养套餐通过纵横交错的管

道，送往每一株芦笋根部；埋在地下数不清

的传感器，将各类种植数据实时传输到管理

平台……这一幕出现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芦

笋种植大户顾玉军的MAP示范农场。

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让农业“菜

鸟”也能轻松种地。“凭借手上这套现代农

场管理系统，可以随时随地监控 5000亩承包

地的生产状况，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人

员工作情况、机械作业情况、庄稼长势情

况，全部都能了解到。要在过去，我一块地

一块地跑，最少要 5天。”安徽省巢湖市种粮

大户茆诗银指着平板电脑上的线上 MAP智慧

农业平台系统说。

中化农业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彭江南

介绍，借助互联网汇聚种植、气象、农产品

等海量大数据，整个农场都可以实现智能

化、标准化管理，这种套餐式的种植方案，

能将农民每亩地的投入成本至少降低 20元。

资源整合更有效

“MAP 平台主要提供从产到销全方位解

决方案，希望能够帮助农户获得更好的收

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化集团公司总裁

助理、农业事业部总裁覃衡德介绍，通过

与本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依托本地

化 服 务 团 队 ， 建 设 “MAP 示 范 农 场 ” 和

“MAP 技术服务中心”，推动土地适度规模

化，并提供包括土壤检测、品种规划、配

方 施 肥 、 定 制 配 药 、 农 民 培 训 等 在 内 的

“7+2”农业综合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

中化农业通过智慧农业系统的搭建，实现

农业技术标准的数据化、栽培管理的精准

化和农场运营的智能化，帮助农户科学决

策，精准生产。

安徽农业大学副校长姚佐文表示，中化

农业的 MAP模式和安徽农大构建依托大学为

基础的农业推广体系有很多相似之处和契合

点。MAP 模式线上线下的互联网信息化手

段，能够有效消除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信

息 不 对 称 ， 使 小 农 户 融 入 到 大 市 场 中 。

“MAP 战略是用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农业产

业的结果。借互联网思维，整合资源为我所

用。”覃衡德说。MAP 是一个开放的平台，

目前平台引进了种业、农用机械、金融保险

等方面的合作伙伴。

崔丽

猪 呼 吸 道 疾 病 至 今

是困扰养猪户的一大难

题 ，自 去 年 11 月 份 以 来

呼吸道疾病更是易感染、

难以彻底治愈!谈起呼吸

道疾病大家都怕，原因有

二：其一，急性的出现死

亡;其 二 ，慢 性 呼 吸 道 问

题出现消瘦不长，淘汰率

高。所以，它有“三不疾

病”之称，即:不死、不长、

不愈!
一、呼吸道疾病发病

原因
主因:传染性胸膜肺

炎、支原体、猪肺炎、蓝耳

病、副猪、流感多见、后期

混合感染。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 3
月 龄 最 易 感 ，具 有 季 节

性，多发生于 4-5月和 9-
12月；发病时皮肤和黏膜

变紫色，口鼻排出带血色

的泡沫状物，肺表面附纤

维素凝块，粘连；具有口

鼻流血，突然死亡、高烧、

呼吸困难的典型特征。

猪 支 原 体 肺 炎 （气

喘病）以慢性发作为主，

小猪易感。早晚、运动时

干咳，体温饮食无变化，

肺 部 对 称 性 胰 样 或“ 虾

肉”样病变；该病特点是

体温正常，短暂咳嗽。

猪 巴 氏 杆 菌 病 （猪

肺炎）发病急，多发于中、

小猪，体温在 41℃以上；

呼吸困难，流鼻涕，咽颈部

肿大，肺炎区切面红白相

间，呈现大理石样花纹；具

有明显的咽颈部肿大，突

然死亡，呼吸困难，部分鼻

流血，体温高等特征。

猪流感传播迅速，发

病率几乎高达 100%，病

死 率 高 ，体 温 升 高 至

40℃-42℃，打喷嚏，肌肉

关节痛，眼鼻流出黏性分

泌物。

诱 因:饲 养 密 度 大 ，

通风不良，猪舍内空气质

量下降、有毒有害气体增

多、空气污浊，环境干燥

粉尘过大、饲料霉菌毒素

等间接影响了猪只呼吸

道，导致呼吸道相关疾病

的进一步扩散。

二、咳嗽、腹式呼吸
(喘气)顽疾如何防治

坚 持 自 繁 自 养 和 做

好疫苗接种的原则。有

条件的猪场最好坚持自

繁自养，尽量减少外购仔

猪的购买。

适宜的环境控制。做

好保暖工作，及时通风降

低猪舍的氨气、二氧化碳、

硫化氢等有害气体，保持

猪舍适当湿度，减少猪舍

悬浮物对猪只呼吸道粘膜

的刺激，减少诱发因素。

加 强 日 常 的 管 理 。

做好消毒、落实猪场生物

安全措施，将外来病原微

生 物 拒 之 门 外 ，全 进 全

出，搞好猪场卫生消毒工

作，在饲养方面做到全面

均衡，因为营养平衡是最

好的免疫。

药 物 预 防 。 定 期 在

饲料或者饮水中添加药

物 进 行 预 防 ，麻 杏 石 甘

散、清肺止咳散等，这些

对于猪场防范于未然有

很好的预防作用。

三、出现问题解决措施
治疗原则:采食量下

降不明显时，重点在饲料

中加药；采食量下降显著

时 ，饮 水 同 饲 料 同 时 给

药，既不吃料也不饮水必

须注射给药。

严重猪只治疗方案：

方案一：氟苯尼考+多西

环素注射液；方案二：替

米 考 星 +林 可 霉 素 注 射

液；方案三：泰乐菌素+卡

那霉素注射液；用药同时

配合使用氨茶碱、地米效

果明显。

大群紧急防控方案：

麻 杏 石 甘 散 (清 肺 止 咳

散)、替 米 考 星 、氟 苯 尼

考、多维等混合拌料，连

用 7-10天，效果明显。

总之，猪呼吸道疾病

这一顽疾固然厉害，但只

要方法得当，科学控制，完

全可防可控!
据《猪e网》

冬季光照时间变短，

夜间温度较低，棚内的湿

度会逐渐增大，病害极容

易发生，对番茄的正常生

长造成不利影响，下面介

绍冬季管理番茄的技术

要点：

温度管理 进入冬季

后，温室番茄应以保温增

温为管理重点，低温容易

造成番茄落花落果，甚至

出现冻害，坐果率会大幅

降低，从而严重影响到产

量。如遇到暴雪或大风

降温天气，可采用煤炉、

暖气或人工补充光照的

方法加温。

光照与通风 番茄为

喜光性作物，在光照充足

时，植株生长势旺盛，抗

病性强。相反就会造成

植株突长、生长势弱，还

会给病害的侵染创造条

件。可采用在后墙张挂

反光幕，定期清扫棚膜上

的灰尘或污物、清除棚膜

内 的 雾 滴 等 方

法，增加棚内的

光照。通风可以

达到排湿、换气

和调温的目的。通风时

间要依据天气情况来调

整，每天必须保证一定的

通风时间，才有利于植株

正常生长。

浇水与施肥 浇水要

结合追肥进行，不能只浇

清水。用肥不能使用单

一元素的肥料，最好使用

三元复合肥或冲施肥，及

时补充营养全面丰富的

肥料，可以为番茄生长发

育提供必要养分，否则易

出现生理性病害，要选择

连续晴天时，且浇水量要

小，时间一般选择在上午

或中午进行。

防治病害 冬季是番

茄灰霉病、晚疫病、细菌性

病害的高发期，应以预防

为主，一般 5-7 天喷药一

次，可选用嘧霉胺+链霉

素+甲基托布津，或乙酶

威+链霉素+苯醚甲环锉

等，做到几种配方的药剂

交替轮换使用。 崔志英

新
需
求
在
哪
里
新
供
给
就
在
哪
里

□
缪
翼

““智慧农业智慧农业””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地更有范儿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种地更有范儿

猪咳喘病防治有招

棚室番茄 注意温光水肥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