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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是人类忠实的好朋
友。同时，狗狗也是一种高度
社会化的动物，狗与狗之间和
狗与人之间有特定的社交行为
和特定的沟通方式。研究观察
发现狗狗主要通过他们的身体
变化、声音表达和通过释放气
味来达到同外界沟通交流的目
的。这些交流不仅可以促进狗
狗之间的友谊，还可以增强狗
狗群体凝聚力和自我保护能
力，也能通过这种特定的相互
理解，同主人培养深厚感情和
友谊。下面主要介绍狗狗 4 种
常见的沟通交流行为。

通过身体器官变化交流

狗狗为了与外界沟通，最
常见的方式是通过身体变化来
表达。狗狗会通过身体姿态、
面部表情、眼神、耳朵和尾巴的
变动，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意

图、需求和态度。比如，狗狗感
到开心兴奋或对人友好时，会
尾巴摇动，放松眼神，竖起耳
朵；感到害怕紧张时，狗狗会
耷拉尾巴，闭上嘴巴，眼睛紧
缩，耳朵向后或向下垂，身体
低下或蜷缩；当狗狗感到生气
或受到挑衅时，会立即竖起尾
巴，咧开嘴巴，露出牙齿，耳
朵向前或向上竖起，身体僵硬
或前倾。

通过发出不同声音交流

狗狗发出不同声音是另一
种常见的沟通方式，包括吠叫、
嚎叫、呜咽、咆哮等声音。不同
的声音传递狗狗的情绪、需求
或回应。例如，当狗感到高兴
开心或想要同主人玩耍时，会
发出快速而高频的吠叫声；当
狗感到孤独、无聊或想要引起
注意时，会发出长而低频的嚎
叫声；当狗感到难过、疼痛时，
会发出连续而低沉的呜咽声；

当狗狗感到愤怒、警惕或想要
保护自己时，会发出断断续续
而低沉的咆哮声。另外，狗狗
可以通过改变嚎叫频率、音长
及声音的高低来向同类表达自
己的一些想法。

通过气味嗅觉感受交流

气味感受是狗狗最原始的
沟通交流行为。狗狗的嗅觉细
胞数量可达上亿，能够闻到人
类无法闻到的气味信息。通过
气味识别沟通，狗狗可以获取
其他动物的性别、年龄、健康状
态、情绪状态等信息，也可以留
下自己的信息和标记给其他狗
狗识别。如狗狗相互认识打招
呼时，会互相接触闻闻对方的
鼻子和屁股味道进行沟通交
流。当狗狗想要表达属于自己
的领地范围时，会在这些地方
撒尿或排便，让其他狗狗知
晓。狗狗的肛门腺会释放出独
特的气味，所以狗狗会通过互

相闻屁股来交流，确定狗狗的
身份、情绪和身体状况等，还可
以友好地打招呼。

通过试探地转圈圈交流

转圈圈是狗狗之间特殊的
打招呼方式，和人类见面握手
礼一样。通常看见两只狗狗相
见，小心翼翼地互相转圈圈，那
就是在交流。

狗狗之间的社交行为对于
狗狗的心理健康、行为适应和

对主人的忠诚度等方面都非常
重要。通过社交可以让狗狗更
加健康快乐，使得它们更加适
应人类社会，更好地与人类相
处。在狗狗社交中可以互相交
流不同情感，相互支持和得到
安慰，这有助于缓解狗狗的压
力和焦虑。狗狗通过上述社交
可以让身体和心理健康得到全
面的锻炼和提高，这有助于减
少狗狗的孤独感和抑郁情绪。
狗狗与主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可
以不断培养狗狗的忠诚度。

秋冬季，不仅是人类易感
冒生病的季节，也是猫猫传染
病的高发期。猫鼻气管炎、杯
状病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猫
瘟）是影响毛孩子健康的三大
杀手，而打疫苗是预防传染病
的重要措施。最近国产“猫三
联”疫苗获批，上市后将为“铲
屎官”们提供新选择。

“猫三联”是哪三联？

“猫三联”疫苗是猫的主要
疫苗，预防猫鼻气管炎、杯状病
毒病、泛白细胞减少症（猫瘟）
这三种猫咪核心传染病。

猫鼻气管炎又称猫鼻支，

是以猫疱疹病毒感染导致上呼
吸道感染为特征的一种急性烈
性传染病。该病对幼猫危害严
重，如果治疗不及时，死亡率可
达50%以上。

猫杯状病毒病是由猫杯状
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呼吸道
传染病，是猫的一种多发病，发
病 率 高 但 死 亡 率 低（5% —
10%）。但新型 VSD 猫杯状死
亡率可达 50%以上，目前已在
世界各地广泛流行。

猫泛白细胞减少症又称猫
瘟，猫传染性肠炎，是由猫细小
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
接触性消化道传染病。多数情
况下，一岁以下的猫易感，感染
率可达 70%，死亡率为 50%到
60%。随年龄的增长，发病率逐
渐降低。

国产猫用疫苗实现零的突破

8 月 23 日，农业农村部发
布第701号公告，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研发的猫
鼻气管炎、猫杯状病毒病、猫泛
白细胞减少症（WX 株+SH14
株+0918株）三联灭活疫苗通过
农业农村部应急评价，获得生
产批准。

国产“猫三联”疫苗获生产
批准是今年国内宠物医药行业
的一项大事件，标志着国产猫
用疫苗实现零的突破，打破了
长期以来猫用疫苗依赖进口的
局面。

在国产“猫三联”疫苗之
前，在中国市场唯一获批的“猫
三联”疫苗是被称为“妙三多”
的疫苗。这款疫苗属于硕腾集
团旗下，已进入中国市场20多
年。而长期依赖进口，也导致
出现了妙三多疫苗经常短缺的
情况，特别是在疫情期间一度
出现断货的情况。

与疫苗紧缺的情况相对应
的是国内猫市场的快速发展。
据了解，截至2022年，国内城镇
宠物猫的数量已达到6500万只，
已经成为保有量最大的宠物。

“妙三多”疫苗由40多年前
国外“老”毒株制备而成，而中
国农业科学院上海兽医研究所
团队历时近10年，从大量临床
样本中筛选出当前在我国占主

导的猫疱疹病毒、杯状病毒和
细小病毒的优势流行毒株，并
在此基础上研发了国产“猫三
联”灭活疫苗。同时配伍刺激
性小的水性专用佐剂使该疫苗
具有安全性好、抗体产生快、免
疫持续期长、副反应小、一针防
三病等优点。该产品上市后，
将为国内宠物猫的健康安全提
供更多保障。

猫咪疫苗免疫程序

疫苗接种不仅保护了猫咪
个体健康，也为整个群体竖起
一道道免疫屏障，有效地减少
传染病的传播，从而减少对其
他动物和人类的威胁。

猫咪疫苗接种时间为：8周
龄首次免疫联苗，3~4周后第二
次免疫联苗，3月龄后接种狂犬
病疫苗。

首次接种后，猫咪只需每
年加强免疫1次即可。正规的
宠物医院会发一张疫苗接种时
间卡，在上面记录猫咪每年接
种疫苗的时间，建议每年比前
一年接种的时间提前一两个
月，预防效果会比较好。

要注意的是，如果猫咪处
于怀孕、生病阶段，不能打疫
苗。打疫苗前医生会做身体检
查，以确保猫咪健康，打完疫苗
之后，猫咪需在医院观察 20—
30分钟，然后再离开。
（来源：“上海三农”微信公众号）

多种方式
科学保护流浪猫

讯息

随着养猫人群的扩张，宠
物弃养的情况也常有发生，导
致流浪猫数量逐渐扩大。目
前，上海流浪猫数量预估在 30
万到 100 万。如何应对“社区
流浪猫”，考验城市社会精细化
管理的同时，也向人兽共患病
防治等方面发出挑战。

“猫岛”位于浦东新区老港
镇，是上海首个流浪猫管理中
心——上海小桔灯城市流浪猫
管理中心，2022 年 9 月对外开
放。被送到“猫岛”的流浪猫，
会由工作人员照料，长到半岁
后，进行绝育手术。被绝育后
的猫，就放养在岛上。

在奉贤区灯塔村东北角，
同样有一处流浪猫收容场所。
基地设有隔离区、领养区、喂养
区、医疗区等，专业饲养员全年
照顾基地里的流浪猫，为流浪
猫找寻领养家庭。

TNR，即 trap（捕捉），neu⁃
ter（绝育），release（放归）是目
前国际主流的流浪猫治理方
法。在闵行区，近日由区农业
农村委发起的“闵行区流浪猫
绝育计划”正式发布。2023年
10月起至 2024年 12月，每月 1
号由1家流浪猫TNR公益服务
站在“今日闵行”App 的“宠物
圈”发布 10份免费基础绝育套
餐，救助人可在App预约申请。
（来源：“上海三农”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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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狗也有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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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兴园·产业强园·生态建园·创新治园

青浦现代农业园区潜心探索农业经济良性循环路径
优质稻米、名优蓝莓、绿色蔬菜、特色菌菇，这是青浦现代农业园区内颇具市场美誉度的“四大”青浦特色农业资源。与此同时，通过融合

“一稻”“一果”“一菜”“一菇”园区“四大品牌”主产优势，青浦现代农业园区又结合自身实际，将诸多生态功能元素与上述“四大”主打品牌产品

进行了多维度科学深度融合与提升，进而又衍生拓展出了“优质种源、品牌水稻、设施菜田、特色林果、名优花卉、生态园林”六大产业片。即在

生态农业、科技赋能、强农惠农等多要素聚集探索方面多措并举，形成具有青浦特色和契合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方向的园区长远规划路径。

□吴晓华

以生态环境建设为抓手
着力创建低碳发展实践区

搞农业，良好生态环境是行稳致
远的立足之本，是本固枝荣的可持续
发展之根。根据《上海市青浦区碳达
峰实施方案》精神要求，青浦现代农
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眼下正积极
探索农业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通
过多措并举，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农业
生产技术研究，以加快形成技术集
成，为创建青浦首家低碳发展实践区
提速发力。

根据现有规划，园区年内将通过
开展“长三角区域农田碳汇评价与减
排技术应用示范”，完成辐射推广千
亩面积。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凸现
园区资源优势，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与
发展模式，以逐步建成“低碳”乃至

“零碳”的青浦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园。通过与市生态环境局共建“农业
生态环境综合试验基地”，开展生态
农业研究，在农田水环境保护、土壤
环境质量提升、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等
方面，研发、集成、示范相关技术，探
索农业高质量发展模式，打造国内先
进的农业生态环境综合观测、技术研
究与集成示范基地。

与此同时，通过加大农业面源污
染防控与治理等举措，推动产业绿色
发展。如，通过建设农田废弃物收集
储运体系，推广水稻秸秆低碳高值化
处理模式；通过聚焦资源集约、绿色
生产、产品安全，实施绿色发展行动
计划；通过采用配比发酵有机肥生
产、厌氧发酵沼气发电等低碳资源化
循环利用方式，完成农田废弃物收集
储运体系建设，进而逐步推广水稻秸
秆低碳高值化处理模式；通过规划建
设“黄浦江上游水源地保护生态缓冲
带”，打造面源污染治理样板；通过源
头削减、过程防控和末端治理等方
式，建设区域缓冲带防护隔离带，最
终形成地域空间上的有机衔接、生态

结构上的合理延续、污染迁移上的有
效缓冲之生态屏障，以有效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并计划在年内完成建设任
务。届时，有望形成长三角地区水环
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的青浦样板。

此外，通过加大低碳农业种植模
式推广，开展蛙稻生态种养研究与推
广，促进低碳农业建设。园区自2008
年开始探索稻田养蛙立体种植模式，
以冬季绿肥为前茬、精制有机肥为基
蘖肥、以蛙的排泄物为补充，利用食
物链的关系，通过科学的沟系配置和
水浆调控技术，达到以稻养蛙、以蛙
护稻、以蛙促稻，从而减少或停止化
学农药、化肥的使用。

挖潜资源优势，则是促进园区生
态建设的又一要素。园区利用青浦
地区丰富的涵养林资源和林荫优势，
开展林下食用菌栽培与示范。经过
了多年的食用菌应用技术探索，已形
成基于秸秆资源再利用的工厂化活
体菌菇加林下菌菇并行的特色生态
循环产业。水稻秸秆用于食用菌培
育基质开发后再还田，可大幅提高秸
秆养分利用效率，降低因秸秆直接还
田所带来的稻田甲烷排放。而菌渣
用于有机肥生产后再还田，则可同步
提升土壤健康和土壤碳库储量，实现
种植业减污、降碳、增汇有机融合。
此举可谓一举多得，成为促进园区生
态农业循环发展不可或缺的强劲推
力。

依托现代农业科技赋能
为助力强农惠农注入新动能

强农业、增产能，这是园区多年
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倾力践行
的又一抓手，并为此制定了“科技兴
园、产业强园、生态建园、创新治园”
16字建设方略，旨在从规模与效益良
性互动上下功夫，通过聚焦生态农业
建设、科技成果转化、设施休闲农业
发展等重点工作，扎实推进园区建
设，积极带动乡村产业振兴。

园区通过加强科学技术示范，与
各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交流合作，为

产业发展和新品种引进等提供理论
依据与技术支撑，并成立了“院士专
家服务中心”。目前，已吸纳来自上
海交通大学、上海农科院、上海环境
科学研究院等国内知名科研院所的
10名进站专家，涉及生态种养、优质
种源培育、农田环境保护、乡村振兴
规划等多学科领域，通过开展产学研
项目研究，以增强科技服务功能。园
区还立足产业发展现状，积极推进生
态高效农业、数字农业、科技农业和
全链农业建设，在核心区计划打造
3400 亩现代设施农业综合示范园。
通过强化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建设，
开展水肥管理、温湿度调控、病虫害
监测等数字技术在水稻、蔬菜、林果
等经济作物上的应用，并建设长三角
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科研基地（上
海），开展智能灌排、智能农机、农业
数据感知终端等无人化农场建设，以
促进园区的科技兴园建设。

为实施产业兴园战略，园区通过
围绕特色产业主题与产业布局，逐一
推进与实施各项目标计划。如以区
域公共品牌“淀湖源味”为引领，注册
区域农产品品牌商标、成立品牌营销
中心、组建品牌运维和营销团队，逐
步搭建集智慧农业物联网、农产品电
商等云管理平台，以维护拓展“幸福
餐桌”项目，促进农产品向系列化、品
牌化、定制化发展。同时，以特色农
业产业为主导，串联重点产业和重点
示范区域，打造“农文旅大公园”，以
挖掘农业生态价值、休闲价值、文化
价值，并结合现代农业景观设计打造
大田景观，以整体提升园区景区化水
平，并在核心区计划打造“1个绿色田
园综合体”、统筹“6个行政村”、形成

“6大产业片”，以文美农、以旅富农，
逐步形成“一村一品”，推动一三产业
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建设。

园区还通过完善科技企业孵化
器体制机制，帮助小微企业发展。目
前，园区在孵企业有8家，已“毕业”企
业2家；通过搭建“企业+农户+合作
社”运作平台，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
富。截至目前，已累计流转土地

11000 亩，吸引 50 家生产型企业落
户，安置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1600余
人；通过推广绿色生产种植模式，与
当地企业、农户签订种植协议，帮其
制定与安排早、中、晚稻种植计划。
据统计，2017至2023年间，青浦水稻
生态立体种养面积达5万余亩，由此
进一步增加了农民收益，提升了农民
对于生态建设的认知度；通过落实各
项强农惠农政策，持续推进农业规模
化、产业化、标准化、特色化、品牌化
进程，2021至2022年，累计实现农业
产值 2.5 亿元，亩均产值 1.2 万元，区
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成效得到彰显。

目前，园区的水稻种源基地也已
初步实现稻田生长环境的全面监测
和智能化管理，并可辐射周边开展绿
色稻米种植面积近8000亩/年；通过
建设稻米加工储运中心，已具备了可
服务周边1万亩烘干仓储和5万亩粮
食加工能力，由此进一步延伸了深加
工产业链，提升了稻米附加值，实现
了从卖稻谷到卖大米的转变。而在
设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建设方
面，则通过运用水肥一体机、智能温
控、自动补光等新技术，已实现了绿
色与有机蔬菜的标准化种植，使生态
建园之成效日趋发酵。

充分挖掘农耕文化、乡土文化、
民俗文化内涵，形成集农业种植、展
示、科普、销售于一体的农业休闲体
验基地，此举则是园区创新治园的又
一亮点。即通过实践体验结合科普
宣教、农产品生产结合现场采摘、农
耕文化结合产业发展，开设“春日绿
蔬”“夏日蓝趣”“金秋稻香”“冬日素
菇”四大科普主题，由此形成了具有
代表性的农业生态特色旅游良性互
动业态。

园区先后被授予上海市科普体
验实践基地、上海市院士专家服务中
心、上海市知名品牌示范区、上海市
品牌园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
级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全国科普惠
农兴村先进单位等称号，具备了建设
现代设施农业的基础条件、区位优势
和提升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