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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母猪饲喂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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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妊娠期母猪饲喂管理直接关系到妊娠期母猪的营养状态，同时也与胎儿的发育息息相关。为此，本

文从母猪膘情、配种前、配种后 9 d、妊娠前期等方面介绍了妊娠母猪各饲喂阶段的饲喂管理要点以及妊娠期间

母猪饲养注意事项，希望为妊娠母猪的饲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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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始于受精，妊娠期是母猪繁殖生产过程

中最长的阶段，分娩意味着妊娠结束。妊娠期母猪

饲喂管理直接关系到妊娠期母猪的营养状态，同时

也与胎儿的发育息息相关。从饲喂量上确保胚胎

与胎儿生长发育正常，防止胎化、流产和死胎发生；

确保每窝产仔均匀整齐，数量多，初生重，体质健

壮、活力强，保持妊娠母猪体况中上等，为储备泌乳

期的营养物质作准备。

1 母猪膘情的饲喂管理

1.1 母猪膘情分为5分制

1分：消瘦，骨骼明显外露；2分：瘦，骨骼稍外

露；3分：理想，平压可感觉骨骼；4分：肥，平压未感

觉骨骼；5分：过肥，皮下后覆脂肪。一般认为 1、2
分膘情过瘦需要增加饲喂量；4、5分膘情过肥需要

减少饲喂量；2.5~3.5分膘情适中，饲喂量不增不减。

1.2 母猪膘情的鉴定与调整

对于 1、2分膘情的母猪单圈饲养，增加喂料量，

从断奶到配种前开始增加喂食量，提高日粮中能量

和蛋白质水平，尽快恢复繁殖体况；该阶段也是对

妊娠母猪膘情偏瘦或过肥的调整期，主要是调控饲

喂量，防流产，查空胎猪并及时淘汰。对于 3分膘情

的经产母猪，在妊娠前、中期给予低营养的日粮，妊

娠后期再给予丰富营养的日粮。

2 母猪配种前管理

2.1 母猪下床前1 d至断奶后1 d
饲喂量控制在1.5～1.8 kg，目的是为了防止乳房

炎发生，此期间的疫苗接种应激会加快母猪发情。

2.2 断奶第2天至配种前

在这几天内，尽量让母猪自由采食，但凡带仔能

力强的母猪在下产床时的背膘消耗都很大，所以短期

自由采食不会造成母猪体重过快增长，有利于体况的

快速恢复。母猪断奶后立即自由采食，这样不但能起

到催情补饲、增加排卵数的作用（经产母猪不明显），

而且还能提高受胎率和产仔数，建议1 d喂2次。

2.3 配种次数

无论是后备母猪还是经产母猪，配种 2次后只

要还有静立反射继续配种，直至静立反射结束

为止。

3 配种至配种后9 d管理

3.1 配种后9 d内的饲喂

研究表明，配种后9 d内正是卵子受精和受精卵

分裂的植入期，如果营养代谢过于旺盛，能量过高，就

会影响孕酮的分泌致使部分受精卵死亡，从而降低受

胎率，因此建议每天的采食量应限制在1.5～1.8 kg。
3.2 配种后转群

配种后母猪的移动建议分 2种情况进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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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配种后母猪需要转移，要么在最后一次输精4 h
后，40 h内转移，这样对胚胎的成活率是有帮助的；

第二，在配种最后一次输精 30 d后转移，避开了胚

胎最敏感的配后 1个月，也能提高胚胎的成活率。

在配种 3～30 d这段时间是胚胎迁移、着床的时间，

为母猪生理上不稳定期，这段时间转移母猪可能会

导致自发流产或窝产仔数降低。

3.3 配种后保持安静

母猪怀孕期间要避免突然的声音刺激，母猪受

到惊吓或骚动不安，容易造成代谢紊乱，子宫内环境

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很有可能增加胚胎死亡数

量。所以，在妊娠期间，要尽量保持圈舍安静，避免人

或小动物靠近引起的骚扰，禁止出现超强的噪声，更

不能轰赶、抽打母猪，保证母猪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

3.4 不定时饲喂

怀孕母猪在爬栏嗷叫时需要及时饲喂，最好 1
餐饲喂 2遍。第 1遍速度稍快，让饥饿状态下的母

猪尽快解决饥饿问题，防止因为爬栏嗷叫时受到物

理刺激引起流产。在第 2遍饲喂时，可以速度稍慢

些，便于根据膘情调整饲喂量。另外还可增加纤维

素或青绿饲料，满足母猪的饱腹感。此外，喂料一

定要定点定时饲喂，不要早一顿、晚一顿没有规律

性，有规律的饲喂可以降低孕猪的应激反应。

4 妊娠前期管理

4.1 妊娠母猪的体重变化与代谢特征

胎儿、子宫及其他器官的发育，促使母猪食欲旺

盛，由于饲料消化率和利用率的增强，营养方面应尽量

满足；妊娠母猪体重应控制到一定程度，初产母猪体重

应增加35～45 kg，经产母猪体重应增加32～40 kg。
4.2 妊娠9～37 d管理

配种妊娠的9～37 d内，饲喂量每天限制在1.8～
2.0 kg；尽量减少惊吓，保持母猪舍安静；对背膘偏

肥的母猪进行饲喂量的调整，调整范围在每天0.6～
0.9 kg；饲喂量的调整有利于母猪体况的迅速恢复，

有利于规避哺乳期母猪采食量下降的问题。

4.3 妊娠38～75 d管理

这一时期是重要的调膘期，根据母猪膘情实施

不同的喂料标准，维持母猪体增重及胎儿体格发育

需要，应给予低营养水平的日粮，对于瘦弱的妊娠

母猪在基础日粮 2.0～2.2 kg/d的基础上适当增加

0.5 kg左右的饲喂量进行调膘。不能因过度饲喂导

致怀孕后期和泌乳母猪厌食，泌乳力降低。过度失

重会降低母猪以后的繁殖力及仔猪发育。

4.4 妊娠76～90 d管理

该时期是母猪乳腺高速发育的关键期，过量饲

喂会导致乳腺脂肪过多沉积，造成发育受阻、细胞数

量分泌减少，引起产后奶水不足。研究表明母猪过肥

产后日泌乳量可减少1.91 kg，为避免过量饲喂，每天

保持在2.3～2.5 kg的饲喂量；此阶段的目标是获得适

宜的体增重、产仔时背膘厚达到18～22 mm水平。

4.5 妊娠91～113 d管理

胎儿最重要的生长期，60%是在妊娠 90 d以后

开始增长，胚胎中的蛋白质、脂肪和水分含量增加

较多，特别是矿物质含量增加最快，胎儿发育、增重

特别迅速，为满足胎儿快速生长需求，妊娠 91 d后
开始增加高能、高蛋白的哺乳料，加料量要控制精

准；母猪代谢同化能力加强，体重增加迅速，所需的

营养物质也显著增加，由于胎儿体积的增大，子宫

也相对膨胀，消化器官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消化

机能受到较大影响。此时需要减少青绿饲料的饲

喂量，增加精料尤其是蛋白质较多的饼类饲料，满

足了母猪体重与胎儿快速增长的需要。

5 妊娠期间母猪饲养注意事项

在饲喂过程中，因母猪的年龄、发育和体况的

不同，饲喂方式也有所不同。无论采取哪种饲喂方

式都必须看膘投料，妊娠母猪必须是中等膘情，经

产母猪妊娠后期应达到七八成膘。初产母猪应为

八成膘，主要根据膘情来确定喂料量。

后备母猪初配时还在生长发育，需要较大的营

养，整个妊娠期间的营养水平都要逐渐增加，直到

产前 1个月饲喂量达到高峰。饲喂的饲料主要以提

高蛋白质和矿物质为主。

以上内容只能是一个理性的控制思路，在相对期

内还要根据季节以及母猪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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