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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对比试验数据

目前，国内在产房哺乳母猪生产阶段主要使用

干料饲喂，高温天气靠人工加水拌湿饲喂，这样不

仅增加了劳动强度，而且很难做到精准饲喂及早晚

凉快时饲喂，饲料浪费较大。而通过饲喂机饲喂不

仅可以达到液态料的效果、改善饲料的消化特性、

提高猪只饲料转化率等性能，同时降低饲料成本、

增重成本，而且还可以解决人工饲喂难的问题。本

文探索液态料在哺乳母猪中的使用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采取对比试验，通过对比结果来比较分析，探究

液态料饲喂哺乳母猪的效果，为确保试验的公平，试

验组与对照组的外在因素基本一致：试验于 2019年
11月 22日-12月 26日进行；试验场为湖北孝昌 xx
种猪场，同品系哺乳母猪；饲喂方式，试验组猪小妹

水料机自动饲喂，对照组人工加水湿拌饲喂；哺乳母

猪按预产期相近安排，相同配方饲料饲喂；饲养员经

验，试验组单元工作经验 2年 7个月（女性），对照组
单元工作经验 2年 5个月（女性）。
2 试验数据

对比试验数据见表 1。

收稿日期：2020-05-20

张 亚，男，1987年生，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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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哺乳母猪液态饲喂是由水和哺乳母猪全价饲料混合制成的粥状全价饲料。与传统猪用日粮相比，具

有易于消化吸收、提高母猪采食量、增加哺乳母猪日产奶量等特点，有利于提升仔猪断奶重。同时，精准饲喂可满

足每头母猪对料量的需求，改善动物福利。本项目研究结果表明，母猪在哺乳期间使用智能水料机饲喂，哺乳母

猪采食量提高 15%左右、采食量增加 1 kg、日产奶量增加 1.8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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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试验组 对照组

饲喂方式 6餐次互动饲喂 2餐人工主动饲喂
分娩母猪数/头 40 38
带仔母猪数/头 40 39
胎龄分布 1胎 8头，9~12胎 32头 1胎 13头，3~5胎 12头，7~11胎 13头
平均分娩日 11月 26日 12月 2日
产前背标/mm 19.1 19.9
断奶背标/mm 19.1 18.8
产健仔数/头 429 403
窝均带仔数/头 11.2 10.6

21日龄仔猪窝重/kg 60.9 52.5
存活率/% 96.90 88.00

饲料浪费 整单元每天清槽浪费 4 kg 整单元每天地面浪费 8 kg

高峰期日采食量/（kg/头） 7.00 6.15
喂料耗时 高峰期 1 d喂料耗时 50 min 高峰期 1 d喂料耗时 14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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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效益分析

3.1 提高员工工作效率

由表 2可知，分娩后平均每天喂料时间可节省
90 min，如配套料线使用 1个单元 40头哺乳母猪
每天只需要 20 min清洁料槽，相对有更多的时间
用于仔猪和母猪护理，有利于降低仔猪死淘率。

3.2 提高哺乳母猪采食量

本水料机通过少喂多餐的模式，增加饲喂次

数，从而提高哺乳母猪的采食量。根据母猪产后几

天消化功能还未恢复，分 6个餐次每次自动少量喂
料，随泌乳量上升，母猪对营养的需要增加，喂料量

也自动日渐增加。高峰期采食量提高 13.8%（表 3）。
1）影响母猪下一胎产仔数。哺乳期母猪背标厚每

降低 1 mm对应体重损失 5 kg，若体重损失 10 kg，下
一胎的窝产仔数可能会减少 0.5头/窝，并且每少摄入
1 kg饲料，会使每头 23日龄断奶仔猪体重减少 400~
500 g，具体取决于窝产仔数和母猪的体况。试验组背
膘略有下降，对照组母猪背膘下降明显，按此文献资

料佐证试验组母猪下一胎产仔数可能比对照组多。

2）提高母猪窝均带活仔数。哺乳母猪每天自身
需要 2 kg饲料，每头仔猪需要 0.5 kg饲料，哺育 10
头仔猪的母猪平均需要 7 kg（5 kg+母猪自身的 2
kg）。试验组高峰期每天每头母猪耗料量 7 kg，比对

照组多出 0.85 kg。理论上产仔数多、每头母猪每窝
可多带 1头仔猪，全场 5 800头母猪 1年可多养活
仔猪 12 760头，按每头仔猪出生成本 300元计算，
本场 1年可节省 382万元。
3.3 对仔猪的影响

1）降低死淘率。对照组腹泻日龄小，死淘率较大，
抛开腹泻因素，试验组压死和差弱猪淘汰 2.49%，对
照组压死和差弱猪淘汰 6.07%，死亡率低 3.58%。

2）增加断奶仔猪窝重。哺乳母猪 1窝哺育仔猪
头数的多少与其泌乳量有密切关系，使其带满全部

有效乳头可提高母猪的泌乳潜力，带仔猪头数多的

泌乳量高[1]。试验组 21日龄窝均断奶重 60.9 kg，对
照组 52.5 kg，本场全年共分娩 12 760窝，1年断奶
仔猪总增重 81 664 kg。
3.4 异常母猪及时护理治疗

通过查看每头母猪的实际采食量可以辅助了

解异常母猪，并针对性地及时治疗。

3.5 减少饲料浪费

试验组水料机通过少喂多餐的模式单次下料

量少，被猪拱出浪费的相对较少。对照组每天 2餐
饲喂，单次加水和加料多，料槽装满被拱出浪费较

多。分娩后第 8天至断奶是饲料浪费阶段，试验组
整单元每天清槽浪费 4 kg，对照组整单元每天地面
浪费 8 kg，采食量高峰期试验组比对照组饲料浪费

表 2 喂料耗时对比

注：试验组喂料耗时为卡表计时计算；对照组饲喂时间来源根据全场产房饲养员喂料平均耗时计算。

表 3 采食量对比

表 4 死淘率对比

注：对照组腹泻死淘多的原因是腹泻日龄小，3日龄开始一共 14窝；试验组 7日龄开始有腹泻，一共 13窝；腹泻治疗方法一致，腹泻的栏主

要集中在 1胎母猪。

分组 初始存栏/头 压死数/头
试验组 449 7
对照组 415 14

腹泻死淘/头
7

36

差弱猪淘汰/头
4
9

总死淘/头
18
59

死淘率/%
4.00

14.22

分组 全程耗料/（kg/（头·d）） 8 d至断奶日均采食/kg
试验组 5.74 7.00
对照组 5.44 6.15

临产背膘/mm
19.5
19.9

断奶背膘/mm
19.1
18.8

阶段
试验组（猪小妹）1个单元

总耗时/min 备注

分娩 8~21 d 700 1 d加 1次饲料

产前 3 d 90 3 d加 1次饲料
分娩 1~3 d 90
分娩 4~7 d 140 2 d加 1次饲料

对照组 1个单元
总耗时/min

1 960

240
360
480

对比每天节省时间/min
备注

1 d喂 2次料，清理 2次
食槽

50
90
85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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