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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养殖场管理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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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畜禽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畜禽养殖问题越来越多，使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有所下降，给人们的

身体健康带来威胁。为此，本文介绍了畜禽养殖场的管理要点：合理选择场址，加强消毒工作，加强通风管理，合

理使用预混料，减少各种应激，合理使用药物。通过实施这些管理要点，确保畜禽健康生长和畜禽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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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理选择场址

良好的养殖环境由畜禽舍的地理位置和饲养

规模决定，合理的选址有利于舍内环境控制，保证

舍内通风良好、便于清理畜舍和执行卫生防疫措

施，从而能有效防控疾病的发生。畜禽养殖场舍应

选择建设在地势较高、向阳背风、远离树林和道路、

靠近农田的地方，这样有利于保持养殖场区的小环

境相对稳定，便于粪便堆积发酵后运输到农田被合

理利用。还可以按照周围农田的面积来设计畜禽

舍，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畜禽粪便，且没有蓄积过

多的磷而影响农田作物的生长[1]。

2 加强消毒工作

空舍期间，应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对畜禽场舍

进行认真的清理和消毒，选择 2 种以上的消毒剂交

替使用，有利于杀灭不同属性的病菌。将所有设施

和设备清理、消毒、安装和调试完毕后封闭畜禽舍

再进行熏蒸消毒，熏蒸消毒时要求保持舍内温度在

24 益以上、湿度在 75%以上，并且封闭消毒 24耀36 h，
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消毒效果。如果舍温较低或湿

度不够时就会大大降低消毒效果。因此，在冬季进

行熏蒸消毒时一定要先进行预温，并用喷雾消毒来

增加舍内湿度[1]。
饲养期间，在舍内进行喷雾消毒能减少用具、

墙壁、地面和空气中病源污染的机会，因此应每周

定期消毒 2 次以上。畜禽在感染疾病期间，病原体

大部分是通过唾液、粪便等排出体外，这些携带细

菌、真菌或病毒的污染物往往会混入饮水或饲料

中，引起其它健康畜禽感染发病，由此可见，对饮水

进行消毒可以杀灭水中病原体，能有效控制疾病的

发生。建议在饮水中添加适量的氯制剂、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等消毒剂来进行饮水消毒，在使用过程中

要控制好剂量、不得随意增加使用浓度和饮水时

间，以免对机体黏膜造成伤害，切忌在进行活苗饮

水免疫接种的前后各 1 d 对饮水消毒[2]。
对厂区环境、车辆和人员应彻底消毒。在养殖

场、生产区的入口设立消毒池，并设置淋浴间和喷

淋通道。进场和生产区的人员必须经过洗澡更衣后

方可进入。每周定期对厂区净路、污路、料库、仓库

等进行喷雾消毒。重视舍外环境消毒，杀灭环境中

存活的病原微生物，切断疾病传播途径和控制疾病

感染和蔓延。

3 加强通风管理

畜禽发生或感染呼吸道疾病的主要原因是舍

内空气中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含量超标。因为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不仅可以附着在灰尘颗粒上或者是气

溶胶上进行传播，同时还通过喷嚏、咳嗽形成的飞

沫对畜禽舍的空气造成污染，进而传播疾病。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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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加强对畜禽舍通风的管理势在必行，因为舍

内空气污浊给病原微生物创造了良好的传播途径，

还会直接损伤畜禽呼吸道黏膜，引起畜禽呼吸道

疾病[3]。
正常情况下，畜禽舍内都能够保持较好的通风

状态，保持空气新鲜、氧气充足。但是在寒冷冬季或

育雏早期，有的为了保持舍内温度，紧闭门窗而减

少了通风量，致使舍内氨气、二氧化碳、硫化氢等有

害气体的浓度过高，刺激畜禽呼吸道黏膜发生充血

肿胀，使黏膜纤毛受到严重损伤，极易诱发呼吸道

疾病。另外，采用煤炉供暖的，如果紧闭门窗还会造

成一氧化碳中毒，影响畜禽食欲、减缓增重、抑制生

长发育等，给养殖场带来巨大损失[3]。

4 合理使用预混料

正规厂家生产的预混料中含有的维生素、微量

元素和氨基酸等各种营养成分均比较充足，只要按

照厂家提供的饲料配方进行合理配比，均能够满足

畜禽的正常生长发育和生产需要，一般情况下不需

要额外添加或补充。但是，在育雏期、生产高峰期、

转群、免疫和更换饲料等的时候，畜禽应激情况下，

畜禽机体应激反应较大，营养消耗相应提高了很

多，为了增强其机体体质、提高其机体免疫力和抗

病能力，建议适当补充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氨

基酸等营养成分。有的养殖户看到市场行情很好，

就开始盲目添加上述营养成分，这样做不仅会增加

生产成本，还会影响各种营养物质之间的协同和平

衡，引起机体新陈代谢紊乱、生长缓慢、增重不足、

生产性能下降等。

5 减少各种应激

畜禽饲养期间，要制定合理的操作程序，按照

规定的程序进行饲喂和饮水，尽量避免操作中发出

异音或噪音，减少对畜禽产生的惊扰。在高温、高湿

季节加强通风管理，减少热应激或中暑现象。在寒

冷季节增加舍内温度和管理好进风口，避免冷风直

接吹到畜禽身上，带来更大的冷应激。同时，在饲养

管理过程中应适当降低饲养密度和舍内温差，避免

这些人为因素造成畜禽发生应激反应。在畜禽发病

期间切忌进行转群、免疫、断喙、换料等这些容易引

起应激的工作，避免畜禽体质较弱时遇到应激，以

致加重病情发展造成更大损失[3]。

6 合理使用药物

在畜禽养殖过程中，为了预防与治疗疾病、控

制病情发展，往往使用抗生素或抗病毒类药物。在

畜禽疾病防治方面，应遵守“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的原则，因为预防期间使用药物剂量较小、用药时

间也短，给畜禽造成的毒害作用就会减少，也有利

于机体尽快康复，控制病情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也

不能为了预防疾病发生而定期或不定期地使用药

物，搞天天预防，这样不停地循环使用抗生素或抗

病毒药物，不仅增加养殖成本，还破坏了机体肠道

内正常的菌群平衡，降低了机体的免疫功能，不利

于畜禽正常生长发育；同时很容易促使病原体产生

耐药性，降低药物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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