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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希林）

藏香猪俗称人参猪，一般都

生活在雪域高原，今年，马

屿镇养殖户董学威把藏香

猪引到该镇五仁山村养殖，

利用山林地域优势，生态试

养取得成功，眼下，180 头

左右藏香猪长势良好。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五

仁山村的市盛威藏香猪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董学威

正在吆喝藏香猪进食，这些

藏香猪大多数是黑色皮毛，

小的体重 3 至 4 公斤，大的

重 40 至 50 公斤。跟本地猪

相比，藏香猪嘴巴尖长，耳

朵小，皮毛长，乍看之下，就

像野猪。

据董学威介绍，藏香猪

大多放在山上散养，喂食时

间 到 了 ，就 把 它 们“ 喊 ”过

来，喂完了再放回山上。喂

食的饲料以玉米、芋头、甘

蔗渣、番薯等农作物为主，

饲养员也会去山里拔些草

药给香猪吃。

董学威去年在五仁山

村承包了 1000 多亩山地，

今年 4 月份开始养殖藏香

猪。因为藏香猪生长周期

较长，需养 2 年多，待体重

达 75 公斤左右才可出售，

而普通生猪仅需饲养五六

个 月 即 可 出 栏 ，所 以 藏 香

猪 肉 鲜 美 香 甜 ，营 养 价 值

高。此外，藏香猪耐寒性、

抗病力、繁殖力更强，一年

可繁殖 2 次，每头母猪一次

产仔 8 头左右。近半年下

来，之初引进的 7 头小猪已

繁殖到 180 头左右。

董 学 威 说 ，养 殖 藏 香

猪 经 济 效 益 较 好 ，屠 宰 后

猪肉售价每公斤 260 元，高

出普通生猪肉 5 倍左右，目

前上海和温州几家企业闻

讯 已 来 洽 谈 ，准 备 收 购 其

出栏的部分藏香猪。

五仁山村党支部书记

王 钏 亲 表 示 ，养 殖 场 里 不

少 活 儿 雇 佣 当 地 村 民 来

干。养殖场还收购农户废

弃 不 用 的 番 薯 藤 、蔬 菜 叶

等，作为香猪的饲料；而猪

粪 是 很 好 的 农 家 肥 ，可 供

给 村 民 种 植 作 物 ，养 殖 场

和 当 地 村 民 互 惠 互 利 ，受

到欢迎。

近日，记者在岩头村该养

殖场看到，4 个小房间内均装着

浴霸灯、加湿器和抽湿器，每个

小房间有 8 个池子，蝎池里有

许多纸蛋托，掀开其中的一个

纸蛋托，里面爬满了大大小小

的蝎子。“在恒温情况下，这样

一 个 房 间 能 养 蝎 子 10 余 万

只。”负责人杨海霞说。

据了解，从 2007 年上半年

起，杨海霞引进蝎种养蝎子，并

办起了养殖场。怎样把蝎子养

得又壮又肥？很快，杨海霞发

现了其中的奥妙——比起常温

养蝎，使用恒温技术养蝎有不

少好处。杨海霞说，常温下，蝎

子从幼蝎到成蝎需 3 年时间，

而 恒 温 下 只 需 10 个 月 左 右 。

恒温状态下，每只蝎子一年能

繁殖 60 余只小蝎子，小蝎子的

成活率可高达 70%至 80%。利

用恒温技术养殖蝎子，他们成

功培育出适合江南地区生态环

境养殖的二代小蝎——“浙蝎 3

号”。

技术在身，发展不愁。几年

来，该养殖场养蝎产业发展很

快，除在湖岭镇岩头村拥有养殖

场，还在东山街道八十亩建立起

20 亩的蝎子养殖场。目前，两

个养殖场养蝎年总产量达 60 多

万只，总产值达30万元左右。

近年来，蝎子作为传统名

贵药材，其药用价值和食用价

值也不断被人们认识，蝎子养

殖市场前景逐年看好。杨海霞

养殖的蝎子是从众多品种中选

出来、可以入药使用的全蝎，是

一种珍贵的中药材。

蝎子养多了，仅作为商品

蝎拿到市场上卖是不够的，于

是杨海霞便把部分蝎子用来加

工酿酒出售。“把蝎子清洗干

净、晾干，放进玻璃瓶里，以枸

杞等药材配方，再用白酒浸泡 3

个月以上即有药效。”她说。

目前，杨海霞在平阳县三

门镇屿边村建起加工场，专门

用于加工“瓯蝎枸杞酒”。“已加

工蝎子酒 2500 公斤左右，分为

保健酒和药用酒两类。目前该

蝎子酒市场销售情况良好，已

出售了 500 多公斤，经济效益

不错。”杨海霞高兴地说。

湖岭农民念好蝎子养殖经
卖蝎子、做蝎酒拉长产业链

■记者 陈希林

在湖岭镇岩头村村民海信恒温

养殖场，不仅恒温批量养殖蝎子，最

近还成功开发蝎子酒，实行蝎子生产

与加工同步发展。此举拉长了产业

链，增加了附加值，取得不错的经济

效益。

生态养殖藏香猪
叩开山区致富门

杨海霞做的蝎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