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21年第 09期 养殖生产

规模化猪场后备母猪的饲养管理

杨晓兰
重庆市黔江区黄溪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重庆黔江 409000

摘要 后备母猪是指被选留后未参加配种的母猪，后备母猪群大多以青年母猪为主，为了保障猪群的生产

和繁殖能力，年龄大、繁殖力低和疾病母猪被及时淘汰。因此，后备母猪的选育、饲养和管理直接关乎猪场生产

业绩，必须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才能提高规模化猪场的养殖收益。为此，本文从后备母猪选择与留种、饲养技术

和日常管理等方面简述了规模化猪场后备母猪的饲养管理要点，以期提高规模化猪场后备母猪的科学养殖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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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质量肉品

的需求量越来越多，而我国养猪业目前正处于从传

统养殖模式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转型的关键时

期，因此，必须对规模化猪场后备母猪进行科学饲

养，才能更好地挖掘后备母猪的生产潜力，提高母

猪的受胎率和仔猪的初生重、成活率，从而满足人

们的需求。为此，笔者将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对规

模化猪场后备母猪饲养管理的要点进行概述，以供

参考。

1 后备母猪的选择与留种

1.1 挑选时间

一般在后备母猪 5月龄、其各组织器官发育成

熟、体重达到 60 kg左右时开始挑选，根据年龄、体

形、乳头、外生殖器及个体健康情况进行综合选择。

1.2 体形要求

体形选择指标有很多，常见指标有四肢形态及

强度、有效乳头数量、外阴发育等。部分养殖户过

分追求“双脊背”“双肌臀”这种完美的体形，但这种

体形的后备母猪繁殖能力并不是最高的，有时还会

出现四肢强度不够，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刺激造成发

情不明显、产仔率和产活仔率低的现象，在生产中

也会出现难产。建议挑选的外形次序为：头形-背

腰-后臀-四肢-腹部-乳房-生殖器，即选择头清秀，

下额平直，腰背平直有力，体躯长；后躯发育良好，

大腿丰满；四肢健壮有力、正直、结实；腹线平直；成

对有效乳头数≥6，无扁平、凹陷、瞎及翻转乳头，乳

头分布均匀，无副乳头，乳间距行距适中；外阴发育

正常，大小适中，无上翘、尖、小等异常[1]。

1.3 健康及繁殖状况

规模化猪场要选择生长发育正常、健康活泼、

反应灵敏的后备母猪，用于纯繁育种或杂交的后备

母猪需要选择无任何遗传疾患的家系。

2 后备母猪的饲养技术

2.1 饲喂技术

后备母猪采用限量饲喂方式（定人、定时、定

量）来调整骨骼、肌肉生长，进而对后备母猪的生殖

器官和性成熟进行有效控制。实际养殖中常出现

后备母猪过肥现象，造成母猪性激素分泌不足，性

成熟迟缓，母猪的发情时间不一致，受胎率和泌乳

能力下降等问题。母猪体重达到 60 kg时就需要分

阶段饲喂，即 70～80 kg母猪日喂量为 1.8～2.0 kg，
90～100 kg母猪日喂量为 2.2～2.5 kg，110～120 kg
母猪日喂量为 2.5～2.8 kg，130～140 kg母猪日喂量

为 2.0～3.0 kg；70～120 kg后备母猪日喂量中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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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含量为 13%，130 kg以上日喂量中粗蛋白含量为

12%。分段饲喂时，需要在母猪日粮中添加苜蓿等

优质青绿饲料。

2.2 促进发情

第一，在母猪发情时将生长育肥饲料更换为

后备母猪专用饲料，或在日粮中添加 0.25%牲命源

肽+1%优生活肽直至母猪发情配种。第二，接触

公猪，刺激发情。后备母猪生长至 70 kg后，可以每

天接触 1次公猪，这样猪群的平均发情时间会缩短

30 d左右，接近公猪不能仅仅为会面，应增加近距

离接触，这样可以提高催情效果。

3 后备母猪的日常管理措施

3.1 分群管理

后备母猪以小圈分群饲养管理为主，根据不同

的年龄、体重、体型大小进行合理分群，每圈母猪数

5～8头，每头后备母猪饲养密度至少为 2 m2，可以

减少母猪间的咬耳咬尾等恶习，进而提高猪群的生

长发育均匀度和整齐度。同时，规模化猪场必须做

好后备母猪的档案记录和管理工作，对每只母猪的

父母代资料、出生日期、耳号、生育能力、每胎产仔

数量及其公母比例等内容进行详细记录。当母猪

转群至后备母猪专用饲养区时，需要延长光照时间

促进母猪尽快发情，夜间用灯光照明，每天光照时

间至少≥16 h。
3.2 充分运动

由于后备母猪主要用于留种，因此必须保障猪

群的健康水平，通过适量的运动不仅可以促进后备

母猪骨骼和肌肉健康发育，还能促进母猪体形匀

称、体格健康、体质良好。尤其是适量的运动还能

促进母猪发情，因此规模化猪场必须配置面积相当

的运动场，供猪群活动。

3.3 定期称重

定期称重可以更好地了解后备母猪的生长速

度，并以此为依据来调整猪群的日粮结构、营养水

平和饲喂量。称重时可以选择 10%～30%后备母

猪，这样可以减少后备母猪过肥造成的发情迟缓、

受胎率低等问题。

3.4 诱导发情

一般在后备母猪 6月龄、体重达到 80 kg左右时

进行人为诱导发情。工作人员将种公猪赶至后备

母猪圈内，通过和种公猪亲密接触，种公猪的气味、

唾液等可以有效刺激母猪尽早进入发情期，但此时

并不是配种的最佳时期，诱导发情有利于猪群母猪

激素分泌，利于批次集中发情。工作人员要观察母

猪发情状况，记录后备母猪群的首次发情时间，在

猪群第 2次至第 3次发情时做好短期优饲工作，诱

导发情的工作强度大，工作人员必须坚持才能提高

后备母猪的繁殖力[2]。

3.5 调教驯化

由于后备母猪要历经转群、免疫、配种、产仔、

哺乳、断奶等多个环节，为提高后备母猪对环境适

应力，减少拒配、拒哺、咬仔等行为发生，需要人员

进行调教，可以通过冲洗、刷洗、抚摸等行为让后备

母猪愿意和人接触，严禁对母猪进行棒打、脚踢等

操作，建立一个和谐的人猪关系。

3.6 免疫管理

要根据后备母猪群的生理发育状况，合理接种

疫苗，尤其要管理好配种前的疫苗接种工作（详见

表 1），必须规范疫苗接种程序，疫苗接种前后 1周
禁止使用抗生素和抗菌类药物，同时 2种疫苗的间

隔时长至少为 1周[3]。若后备母猪身体状况差，可以

推迟疫苗接种，待恢复和治疗后再接种。要实时监

控免疫接种后的猪群健康程度，若发现发热、呕吐、

下痢或其他症状的生猪，隔离观察，根据官方兽医

建议给予治疗。

3.7 科学配种

后备母猪饲养到一定阶段，需要根据其体成

熟和性成熟情况进行配种。一般 6月龄，体重达到

80 kg左右进行诱导发情，当母猪 8月龄，体重达到

120 kg时可以配种，初产母猪出现发情症状后的 3 d
可以进行自然交配或人工授精，经产母猪出现发情

症状后2 d可以配种。

3.8 不发情的处理

后备母猪不发情现象也是饲养管理中较为常

见的，一般不发情母猪数量占整个后备母猪群数量

的 5%～30%，因此，母猪诱导发情到配种前这段时

间，饲养员一定要留意母猪的发情状态，对母猪发

情状况进行记录，对不发情母猪可以进行集中处

理。1）增加和公猪的接触，每天可以将种公猪赶到

不发情的母猪圈，通过短时间接触刺激后备母猪发

情。2）将不发情的母猪和发情症状明显的母猪关

在一起，让发情母猪通过爬跨、拱咬等行为刺激不

发情后备母猪。3）通过运动刺激后备母猪发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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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情的母猪赶到运动场，通过增加运动量有助于

母猪体内激素分泌，也可以在母猪运动时，引入发

情母猪，通过母猪间的追逐、爬跨等诱导母猪发情。

4）饥饿疗法+催肥疗法刺激后备母猪发情。让后备

母猪先断水断粮 1～2 d，再敞开饲喂相同时间，也

有助于刺激母猪发情。5）激素刺激母猪发情。当

上述物理和食物方法不能顺利刺激母猪发情，可以

对这些母猪注射激素，可以肌肉注射氯前列烯醇

0.2 mg，3～5 d后再肌肉注射孕马血清 1 000单位刺

激后备母猪发情。若母猪持续不发情，超过 8.5月
龄，体重超过130 kg可以进行淘汰处理。

4 结 语

综上所述，后备母猪生长和繁殖状况直接影响

规模化猪场的经济效益和整体发展，需要从后备母

猪的选种开始，通过科学饲喂和日常强化管理才能

促进母猪健康生产，提高后备母猪的繁殖能力，以

此促进规模化猪场向着现代化、商品化和产业化方

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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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后备母猪群配种前免疫接种管理

免疫疾病

猪瘟

猪细小病毒病

猪乙脑

繁殖呼吸综合征

猪口蹄疫

猪伪狂犬

猪气喘

接种日龄

配种前15 d
配种前25 d
配种前33 d
配种前40 d
配种前48 d
配种前55 d
配种前65 d

免疫方式

左耳后肌肉注射

免疫剂量/mL
2
2
1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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