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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尿进行充分的循环利用。常见的循环养殖技术

有：“猪-沼-果”、“猪-沼菜”和“猪-沼-鱼”等，以

“猪-沼-果”循环养殖技术为例，把猪养殖中所产生

的大量粪尿聚集于沼气池当中将其分解为沼气、沼

液及沼渣，在这其中，沼气能够应用于生火做饭，沼

液和沼渣则能够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这样一来，

就实现了对资源的充分利用，避免了浪费。由此不

难看出，循环养殖技术的应用，其优势是非常明显

的，沼气、沼液和沼渣的充分利用，并不会污染水资

源、土壤资源及空气，无论是任何地区、任何规模的

养殖场，均能够有效利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该技术

也具备一定的缺点，如果长期将沼液、沼渣应用于

土壤中，极易导致土壤板结等，同时也会引发土壤

重金属富集，降低土壤质量，不利于作物的生长及

品质的保障。

4 结 语

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传统养殖技术

已经逐渐无法满足养殖需求。为此，要重视对生态

猪养殖新技术的应用，掌握养殖新技术的要点，促

进生猪养殖朝生态化、环保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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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猪饲养存在的问题及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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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猪饲养各阶段中，保育期是育肥的基础。保育期应激因素多，若疏于管理，后期的育肥效果将会大打折

扣。为此，本文介绍了仔猪保育阶段可能出现的体重下降、营养不良等问题，并从环境控制与管理、疾病预防与管理、

日常饲养与管理等方面简述了保育猪饲养管理的技术要点，以期为养猪者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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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猪是断奶后的仔猪，生长代谢旺盛、消化

机能弱、免疫力不健全、抵抗力差，加之母源抗体水

平随日龄增长逐步下降，不加强饲养管理和综合保

健，有可能出现生长停滞、患病或死亡现象，为此，

本文拟阐述保育猪饲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管理

技术，以供参考。

1 保育猪饲养中的问题

1.1 体重下降

保育猪断奶后会出现食欲下降、食欲不振的问

题，严重者出现绝食。这是转群、合群、断奶产生的

应激反应，通常持续 1 周左右恢复。采食量下降直

接影响体重，因此，要仔细观察保育猪采食行为、采

食量，分清采食减少、拒食的猪，有针对性地采取不

同的饲喂管理措施，促进采食恢复。对于采食量下

降的猪，可将饲料拌湿引诱采食；对拒食或病弱的

猪，采用“粥料”或用奶粉湿拌料引诱其采食，采用

“少量多餐”、自由采食的方式，给予一定的换料过

度期，提高采食量。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保育阶段出

现腹泻，可能是营养性腹泻，需要与感染性腹泻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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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来，不可随便投药，以免损害胃肠黏膜，继而影

响生长发育，甚至出现“僵猪”[1]。
1.2 营养不良

保育期是仔猪生长发育的旺盛阶段，仔猪各器

官发育尚未成熟，胃肠道消化吸收机能差，饲喂过

程中稍不注意便会造成保育猪营养不良。饲料营养

有别于母乳，如饲料的营养不平衡全价，就会延迟

仔猪的生长发育，严重者变成僵猪。为此，要注意饲

料营养成分的合理配置，特别是要确保蛋白质的含

量，使猪群能够获取充足全价平衡的营养物质，满

足其生长发育的需要。

2 保育猪饲养管理技术

2.1 环境控制与管理

环境控制是保育猪饲养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

合适的环境对猪的生长发育有推动作用。因此，要

结合实际建立可行的生物安全制度和“全进全出”

制度。入舍前，将保育舍的天花板、地面、墙壁、料

槽、饮水系统进行彻底清洗，再行 2 次检查：1）查看

清洗效果，尤其要检查饲料残渣和粪便；2）对保温

箱、料槽和饮水系统进行检修。

全面检查维修完毕后，用高锰酸钾和甲醛对猪

舍进行封闭熏蒸消毒，彻底消灭可能存在的病原微

生物。猪入舍前 1 周打开猪舍通风，再次喷洒消毒

剂，进行试温，保证猪入舍时温度达到 30 益左右。

保持舍内环境卫生，给猪群提供有利于生长发育的

环境。及时清除排泄物，切忌排泄物长时间堆积产

生氨气，刺激尚处免疫力弱、抵抗力差的猪群，诱发

疾病的发生。建立切实可行的带猪消毒制度，严格

执行消毒程序，履行消毒职责，避开低温天气带猪

消毒对猪群的应激。猪舍门口的消毒池使用 2%的

火碱，每周更换 2 次，完善环境消毒制度[2]。
2.2 疾病预防与管理

仔猪断奶后母源抗体逐渐下降，抵抗力低，加

之断奶、转群、合群以及新环境产生应激，导致疾病

发生、生长停滞甚至死亡。提高猪群免疫力是保育

期的重要工作，结合当地疫病发生流行的情况和实

际，科学、合理地制定免疫程序，选择毒株适宜的疫

苗，进行规范的免疫接种并做好记录。疫苗选购渠

道正常、质量稳定有保障，疫苗运输、保存和使用流

程规范。疫苗注射时先行保定，注射部位、剂量准

确，操作规范，忌动作粗暴打“飞针”；同时注射 2 种

疫苗时，在左右两边不同部位注射；注射完成后密

切观察猪群反应，对过敏的猪要及时处理并单独置

于空栏内，防止其它猪踩踏，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对

过敏反应严重的猪立即注射肾上腺素抢救。

2.3 日常饲养与管理

转入保育舍的仔猪，母子分离，受各种应激影

响，应加强日常饲养管理，给予 7 d 左右的断奶适

应期；处理好保温与通风的关系；做好圈舍温湿度

管理；做好药物保健，若采食量下降，采用饮水投药

的效果高于拌料投药，在饮水中添加 5%的葡萄糖、

电解多维和免疫增强剂，减少断奶应激；断奶应激

期度过后，添加支原净预防呼吸道疾病；做好驱虫

工作，及时清理驱虫后的粪便，规范处置，防止虫卵

造成的二次感染；观察猪群的采食、饮水、粪便和精

神状况；病弱猪只单独饲养管理；确保饲养密度合

适，每圈饲养 22耀25 头，确保采食、饮水位置充足，

减少采食打架、争斗和撕咬，确保猪群健康整齐，生

长发育一致，以保证后期的育肥效果。对在休息区

排泄的猪进行驱赶调教并及时清理已排的粪污，前

3 d 在排泄区域适当留存粪污，让其习惯在排泄区

域排泄，使猪群尽快养成“采食-排泄-休息”习性[3]。

3 结 语

综上所述，保育期是生猪养殖的关键阶段，只

有做好饲养管理、营养管理和预防保健管理，才能

减少各种应激造成的采食量下降和继而造成的营

养缺乏和体重下降。建立可行的生物安全体系，避

免病原微生物对猪群的侵害，有效地保障猪群的健

康成长，为育肥打下坚实的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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