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蛇高效养殖技术一本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蛇高效养殖技术一本通》

13位ISBN编号：9787122157515

10位ISBN编号：7122157512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

页数：23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蛇高效养殖技术一本通》

前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十七大的成功召开，为新农村发展绘就了宏伟蓝图，并提出了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明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要靠改革
开放，要靠党的方针政策。同时，也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科技成果的广泛运用，并取决于劳动者
全员素质的提高。多年的实践表明，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使农民脱贫
致富奔小康，必须走依靠科技进步之路，从传统农业开发、生产和经营模式向现代高科技农业开发、
生产和经营模式转化，逐步实现农业科技革命。化学工业出版社长期以来致力于农业科技图书的出版
工作。为积极响应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的发展战略、进一步落实新农村建设的方针政策，化学工业出版
社邀请我国农业战线上的众多知名专家、一线技术人员精心打造了大型服务“三农”系列图书——《
农村书屋系列》。《农村书屋系列》的特色之一——范围广，涉及100多个子项目。以介绍畜禽高效养
殖技术、特种经济动物高效养殖技术、兽医技术、水产养殖技术、经济作物栽培、蔬菜栽培、农资生
产与利用、农村能源利用、农村老百姓健康等符合农村经济及社会生活发展趋势的题材为主要内容。
《农村书屋系列》的特色之二——技术性强，读者基础宽。以突出强调实用性为特色，以传播农村致
富技术为主要目标，直接面向农村、农业基层，以农业基层技术人员、农村专业种养殖户为主要读者
对象。本着让农民买得起、看得会、用得上的原则，使广大读者能够从中受益，进而成为广大农业技
术人员的好帮手。《农村书屋系列》的特色之三——编著人员阵容强大。数百位编著人员不仅有来自
农业院校的知名专家、教授，更多的是来自在农业基层实践、锻炼多年的一线技术人员，他们均具有
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从而保证了本系列图书的内容能够紧紧贴近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我们推出《农村书屋系列》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农业和广大农业技术人员、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一点绵薄之力，另一方面也希望它能够为广大一线农业技术人员提供一个广阔的
便捷的传播农业科技知识的平台，为充实和发展《农村书屋系列》提供帮助和指点，使之以更丰富的
内容回馈农业事业的发展。谨向所有关心和热爱农业事业，为农业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的人们致以崇
高的敬意！衷心祝愿我国的农业事业的发展根深叶茂，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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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书屋系列:蛇高效养殖技术一本通》中系统地介绍了蛇的生物学特性、经济用途、蛇类疾病的防
治以及蛇伤的防治技术，内容全面，知识系统，实用性强，通俗易懂，适合蛇类养殖户、蛇场饲养管
理人员及蛇产品经营者参考阅读，也可作为职校及农业学校或培训班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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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种蛇的挑选 目前养蛇的经济效益高，还有很多单位和个人不懂养殖技术，
低价买进捕捉的受伤或劣质的野生蛇，而后以种蛇高价卖出，进行炒种。因此，引种者在挑选种蛇时
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 （1）挑选和引入种蛇的规格，要有严格要求，应挑选品质优良、体格健壮、
生猛有力、肌肉丰满、伸缩自如、活泼好动、无病及无内外伤、体表光滑而且具有光泽、体重适中的
蛇为种蛇。 （2）毒牙若是引入毒蛇，首先要检查毒蛇的口腔，查看其毒牙是否完整，口腔是否有炎
症，因很多捕蛇者为自身安全，大多把毒蛇的毒牙用竹片或是其他工具把毒牙甚至是无毒牙一起刮去
，严重地弄伤了蛇的口腔，导致感染而致严重的口腔溃疡，因难以进食或是营养摄人不够，导致蛇不
健康或是逐渐衰竭死亡。另外，检查蛇的体表是否有表皮伤，若表皮伤轻微，则涂擦碘酒或是消炎药
简单地进行治疗即可痊愈，不影响其做种用。还要查看表皮是否光滑且具有光泽，如金环蛇，若是金
、黑环不明亮，光泽暗淡，体不呈圆筒形，则为不健康蛇，不能作为种蛇引入。 （3）胆囊 因蛇胆是
名贵的中药材，有的捕蛇者为了利益，将捕捉或是收购来的蛇在腹面胆囊的位置，割一2厘米左右的
刀口，把胆囊取走，蛇只能活几日便死去。 （4）内伤 外伤容易看出，而内伤则难以判断，特别是初
养殖引种的朋友，经验不足，根本看不出。因此，在检查蛇是否有内伤时，可以用两手执头尾自然拉
直后，放在平地上让其爬行，观察爬行动作是否灵活、自然和协调，或是看其卷缩能力是否强而迅速
。若爬行动作不协调和卷缩能力不强则为有内伤的蛇，不宜作为种蛇引入。如有条件，还应进行检疫
，因为光凭肉眼是看不出病菌的，若把带菌的蛇引入蛇场，将是一场灾难，因此，最好做检疫工作，
确保蛇健康无病。 （四）引种数量 在确定了引种地点及引入的品种后，切莫急于大批量引入，应先
少量引入进行试养，通过试养观察所选品种的适应能力和适应程度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看是否
有原来没有预测到的新情况发生，若有又如何采取措施解决。待有把握能把所发生的新情况解决好了
，再大批量引人种蛇也不迟。 三、引种注意事项 在准备引入种蛇前一定要学会辨别雌雄，有些不良
养殖场，为了经济利益，把雄蛇当做雌蛇或是将病、体弱劣质和近亲繁殖的蛇当作种蛇出售，使得引
种者引进的种蛇无法进行交配、产卵率低、品质差、易生病、生长慢等，从而造成经济损失。甚至有
的不良养殖场将冻过或是存放过久的蛇卵混入新产的卵中一起当作种卵出售。因为有些种类的蛇在冬
眠前产卵，这时产的卵量不多，若孵出来仔蛇难以过冬，不孵化卵就坏了，若是初引种者不懂得辨别
，引回后孵不出仔蛇，直接导致经济损失，间接打击养殖者的养殖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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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潘红平编著的《农村书屋系列:蛇高效养殖技术一本通》是农村书屋系列之一，书中系统介绍了蛇的饲
养管理相关知识。本书既可作为蛇类养殖户、蛇场饲养管理人员及蛇产品经营者的指导书，也可作为
职校及农业学校或培训班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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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介绍得很全面，是我想学养蛇的一本好的入门书
2、这是送给舅舅的书，非常详细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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