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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同于家猪，但是却具有野猪抗病性强、耐粗饲、

适应性强的优势，而且产仔量基本可以达到 10 头

左右，多的甚至可以达到 12 头以上，在人工饲养的

环境下育成率可以达到 95%以上，而这较之于家猪

品种杂交，育成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3.2 抗病能力增强

野猪由于生存环境恶劣，所以适应环境能力较

强，而杂交后代继承了野猪的优良基因，普遍抗病

能力较强，具有杂食性、耐热、耐寒的特点，通常情

况下可以不用注射疫苗免疫[1]。
3.3 肉质口感提高

猪肉的质量及口感受品种、饲养方式、饲料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品种因素是最为主要的影

响因素。家猪和野猪杂交，不仅改良了品种，而且根

据野猪习性制定了饲养管理方式，从而使杂交后代

脂肪、胆固醇含量大幅下降，而且还富含钾、锌、硒

等微量元素，这对猪肉质量及口感的改善是大有裨

益的。

3.4 瘦肉率提高

据相关研究显示，野猪和家猪杂交，杂交的二、

三代猪各项遗传性状会达到最佳状态，不论是瘦肉

率，还是料肉比，亦或是生长速度，都是最为理想的

杂交组合。其中，瘦肉率与普通家猪相比，至少能够

提高 8%左右。

4 结 语

综上所述，野猪和家猪杂交，不仅可以增强猪

的耐粗饲和抗病性，而且可以降低猪的胆固醇和脂

肪含量，提高猪肉的质量及口感，这对生猪养殖行

业而言是大有裨益的，建议积极进行普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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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逐步实施，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肉类食品的需求

也越来越高，湖羊养殖行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研发水平的不断提升，湖羊养殖向生态、

高效、健康的方向发展是必然趋势。为此，本文从湖羊圈舍选址、湖羊品种改良、加大个体产出、改良养殖环境等

方面介绍了湖羊高效饲养的技术要点；从圈舍消毒和疫病防控、湖羊炭疽预防及治疗、羊快疫的预防与治疗等方

面提出了湖羊常见疫病防控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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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逐渐提升，羊肉和羊

皮产品的需求量也在逐年增加，为了满足市场需

求，引进先进的生态畜牧业湖羊养殖技术，提高湖

羊的养殖水平，实现湖羊高效饲养，提高产肉率和

产皮质量势在必行。

1 湖羊高效饲养技术要点

1.1 湖羊圈舍选址

生态环境是否适合、湖羊圈舍选址合理与否，

直接影响湖羊成长过程是否健康。顺利的生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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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提高羊肉、羊毛和羊皮质量的关键。养殖户一定

要认识到湖羊圈舍选址的重要性。湖羊圈舍需建在

通风且干燥的位置，周围草料资源丰富，圈舍温度

易保持在 15 益左右，湿度易保持在 50%左右，能够

最大限度地防止受细菌和疾病的影响，能给羊群提

供足够的活动场地。总之，广阔的草原、山地地区都

是湖羊生长的最佳场所，也是湖羊圈舍最合理的选

址处。

1.2 湖羊品种改良

除了适宜的生长环境，良好的湖羊品种对湖羊

繁殖率、出肉率以及产皮率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因此，养殖户在选择好合适的舍址后，最应该考虑

的问题便是引进优良的品种湖羊，优良品种应具有

繁殖能力高、体质好、患病率低、成长速度快等优

点。目前，根据国家对畜牧业的支持政策，结合地区

湖羊养殖的情况，政府相关部门会开展专业技术培

训，将专业养殖人员分配到户，并帮助农民养殖户

引进优良品种。据统计，现采用湖羊人工授精繁殖

管理方法的养殖场已达到 40%。人工授精的方式可

以提高湖羊的受孕率，缩短湖羊的受孕期，保证湖

羊数量的稳步增长[1]。
1.3 加大个体产出

在保证了湖羊数量的同时，加大个体的出肉率

势在必行，这需要高效饲养技术的不断推广和落

实。在传统的养殖场，养殖人员很少或基本不使用

催肥技术，由于技术不足，对于催肥的最佳时间、最

佳周期把控不过关，这样不仅不能保证湖羊个体的

产肉量，也会增大湖羊的养殖成本。目前，国内已经

开始大力推广湖羊催肥技术，其核心在于在传统湖

羊饲料中添加一定量的高能饲料，在能保证湖羊个

体产肉量的同时，缩短湖羊个体的成长周期，即出

栏期。正常情况下，3 个月的湖羊就可以开始催肥，

因为这个时期是湖羊生长最迅速的时期，湖羊骨骼

已经逐步趋近成熟，是催肥的最佳时期。

对需要催肥的湖羊，先要进行驱虫、断尾工作，

以保证羊肉产品质量。之后催肥过程需要经历 3 个

阶段，每个阶段 20 d。第 1 阶段每天每只湖羊增加

400 g 高能饲料，第 2 阶段增加 450 g 高能饲料，第

3 阶段增加 500 g 高能饲料。与普通饲料混合投喂，

湖羊便会自主采食，这样才能保证湖羊成长过程中

得到充足的营养。同时，养殖户在选用高能饲料的

时候也应购买符合国家生产标准的正规饲料，来保

证湖羊的健康。

1.4 改良养殖环境

养殖过程中的污染问题是整个养殖业的老大

难问题之一，对于湖羊养殖业来说，增加经济收益

从来都是重中之重，因此，在最低成本以及最低耗

资的情况下建立合理的污染处理系统才能最大限

度地改善养殖场的生态环境。沼气池的资源再利

用，堆粪场的合理排污，雨污分流系统的优化运用，

都是低成本高回报的可行办法，在各种规模养殖场

都应适当推行，合理建设[2]。

2 湖羊常见疫情综合防控

2.1 圈舍消毒和疫病防控

为了保证湖羊健康成长，提升养殖户防疫意识

非常重要，坚持“以防为主，防重于治”。国家防疫部

门要推行健康养殖技术，规范化饲养管理，科学化

治疗用药，程序化消毒免疫，定期监督和配合养殖

户进行消毒防疫工作。要求养殖户以科学合理的方

法进行消毒防疫，在日常做好羊只的档案记录，设

置固定的隔离治疗场所，一旦发生疫情，能够立即

采取防治措施，谨防疫情扩散，将损失降到最低。不

仅需要设施完备，养殖人员在日常工作过程中也需

要注重个人消毒，防止无关人员进入接触羊只，养

殖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工具设备也需要进行定期消

毒处理。这样，便能最大限度地提升疫病的防控

能力。

2.2 湖羊炭疽预防及治疗

炭疽是湖羊饲养过程中较为常见且危害性极

大的疫病之一。暴发湖羊炭疽疫情的主要原因是发

病湖羊没有及时隔离治疗或焚烧处理，从而传染给

其它湖羊，逐渐扩大传染范围。在日常养殖过程中，

要注重湖羊炭疽的预防工作。首先，要保持羊舍卫

生，羊舍要保持通风且干燥，湖羊粪便要及时处理，

避免病菌滋生；其次，在放羊时，避免湖羊到发生过

炭疽疫情的地区采食，防止湖羊在采食过程中接触

到土壤中的炭疽病菌，减少患病风险；最后，做好湖

羊的疫苗接种工作，湖羊每年都需要接种 1 次 2 号

炭疽芽孢疫苗，可以使湖羊体内产生抗体，防止炭

疽疫情的发生，但接种疫苗时需要注意，怀孕临产

的母羊和体质较弱的羔羊是不能接种疫苗的，在接

种时要对此类湖羊进行隔离处理，待母羊产下幼

崽、羔羊生长一段时间之后再补种炭疽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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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若发现有湖羊罹患炭疽病并且有发病

症状，需要及时将发病湖羊及其同羊舍的其它湖羊

进行单独隔离治疗，尽最大努力防止疫情的扩散传

播。病死湖羊也要尽快处理。处理方法可以先将病

羊焚烧掩埋，且要深埋；对病羊住过的羊舍和用过

的器具，可以用 10%的硫酸石碳酸溶液或者是 30%
的漂白粉进行彻底消毒，小件器具还可以放入沸水

中煮 40 min 以上。这样便可以最大化减少羊舍内

炭疽杆菌的残留，防止其它湖羊接触到病羊留下的

炭疽杆菌而患病。

虽然湖羊炭疽发病速度很快，且病死率较高，

但炭疽并非不治之症，发现湖羊炭疽发病时不要过

度恐慌，不要担心造成人畜交叉感染而错过最佳治

疗时机。在湖羊炭疽发病初期就要立即给病羊注射

50 mL 抗炭疽血清，并将病羊隔离观察，如果 24 h
之内病羊症状恶化或者死亡，则补注 50 mL 抗炭疽

血清即可。除了抗炭疽血清，青霉素等抗生素对于

治疗湖羊炭疽也有不错效果。抗生素可以有效干扰

细菌细胞的发育功能，如抑制细菌细胞壁的合成、

干扰细菌蛋白质合成、增强细菌细胞膜通透性、抑

制细菌核酸复制转录等。在给病羊注射青霉素时，

可以采用静脉注射的方法，根据湖羊体重，一次注

射 40 万耀80 万单位，观察病羊情况，1 天注射 2耀3
次，并配合每 4 h 口服 0.5耀1 g 土霉素的方法，尽量

杀灭病羊体内的炭疽杆菌，直到完全康复[3]。
炭疽疫情危害极大，在日常养殖过程中要注重

综合防治工作，一旦发现有湖羊出现炭疽症状，一

定要及时用药治疗并隔离病羊，防止疫情扩散。另

外，还要将疫情第一时间上报给当地卫生院或者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靠专业防疫人员将炭疽疫情的影

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2.3 羊快疫的预防与治疗

羊快疫是绵羊的一种急性传染病，该病发病

急，病程短较，主要特征为真胃出血性、炎性损害。

本病是由腐败梭菌感染引起，腐败梭菌是革兰

染色阳性菌。在动物体内外均能产生芽孢，不形成

荚膜。一般要使用强力消毒药如 20%漂白粉、3%耀
5%氢氧化钠等进行消毒，效果明显。该病多发于 6耀
18 月龄的羊。发病季节多在春秋季，羊采食了污染

的饲料或饮水，当外界存有不良诱因，如气候骤变、

阴雨连绵、体内寄生虫等时都可诱发本病。该病以

散发为主，虽然发病率低，但病死率较高。

由于本病的病程很短，很多病例来不及治疗就

病死。因此，该病以预防为主，加强平时的防疫措

施。在本病常发地区，每年可定期注射“羊快疫、猝

疽、肠毒血症三联苗”，或“羊快疫、猝疽、肠毒血症、

羔羊痢疾、黑疫五联苗”。当羊场发生本病时，及时

将病羊隔离，并对症治疗。治疗时，用青霉素进行肌

肉注射，同时用磺胺类药物进行灌服。

3 结 语

湖羊养殖业是传统养殖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且湖羊本身繁殖能力强，生长周期短，采用生态

化高效饲养技术，可以有效提升产肉率、产毛率和

产皮率。另外，还要强化圈舍消毒和疫病防控，了解

各类湖羊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尤其是炭疽

的预防和治疗办法，最大化降低各类疫病的影响。

通过不断引进高效养殖技术，将湖羊产业发展成为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加快养殖户和地区脱贫致富的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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