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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阶段猪群适宜生长温度

猪只 生长阶段 适宜生长温度 /℃

仔猪
1～7日龄 32～35

2～4周龄 25～30

保育猪 各阶段保育猪 20～28

育肥猪 各阶段育肥猪 16～25

公猪 成年公猪 15～22

母猪
配种期、怀孕期 15～24

哺乳期 18～22

摘要 为降低热应激对猪群健康带来不利影响，减少生产经济损失，经过调研猪场夏季养殖实际状况，结合

养殖场生产实践，提出了防暑降温、改善营养配比、加强饲养管理和添加抗热应激药物等热应激防控策略，为夏

季猪群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夏季；猪；热应激；防控策略

夏季猪群热应激的防控

赵海忠 李良华 宋忠旭 孙 华 彭先文 梅书棋 *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动物胚胎工程及分子育种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64

收稿日期：2017-09-07

基金项目：农业部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武汉综合试验站项目（CARS-36）；十三五创新团队项目（2016-620-004-001）；湖北省重大科技创

新计划项目（2015ABA046）

*通讯作者

赵海忠，男，1977年生，硕士，助理研究员。

随着规模化、集约化养猪业的迅速发展，我国

大部分地区夏季气温高、湿度大、持续时间长，超高

的气温环境引起猪热应激反应日趋严重，猪群易发

生食欲降低、精神沉郁、生产性能降低、疾病多发甚

至死亡等，使养猪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

1 热应激的主要临床表现

生长育肥猪表现采食量下降、生长速度减缓。研

究表明，15～30 kg、30～60 kg、60～90 kg的生长肥

育猪在 28～35 ℃的高温环境下，日增重比正常情况

下分别降低 6.8%、20.0%和 28.0%[1]。种公猪表现性欲

减退，精液品质（射精量、活力、密度、畸形率等）降

低。有资料[2]显示，当舍内气温超过 29 ℃，那么此后

4～6周期内公猪的精液品质均会下降；当舍内气温

超过 30 ℃时，温度每上升 1 ℃，精子活力下降 0.1。

母猪主要表现生产性能下降，空怀母猪不发情或发

情异常或屡配不孕；妊娠母猪胚胎死亡率高、流产；

临产母猪体温过高，可能造成早产、产死胎数增加，

产程延长或推迟分娩；哺乳母猪采食低，泌乳量少，

泌乳期失重增加，仔猪断奶体重轻，成活率低。

2 不同阶段猪群的适宜生长温度

各阶段猪群适宜生长温度见表 1。适宜的温度、

舒适的环境能促进猪群的健康生长。猪的适宜温度

范围易受多种环境因子影响，如猪本身体重、地面

状况、空气流速和环境辐射等，可依据各猪场实际

情况适当调整。

3 综合防控策略

3.1 做好防暑降温

1）猪舍适宜的规划设计。猪场要科学选址建场

和布局猪舍，一般猪舍长轴应作东西走向，夏季受

热少，冬天受热多。猪舍间距以前一栋猪舍高度的 2

倍为宜。屋顶设隔热层，冬季可以保温，夏季可以防

止太阳直射。建议安装地板降温系统、使用隔热材

料、把屋顶涂成白色或浅色、南边搭遮阳网、减少场

内水泥覆盖面积、增加绿化面积、改善场区小气候

等，加强猪舍降温。

2）湿帘降温。在猪舍一端墙体安装湿帘，采用深

井低温凉水，另一端山墙安装风机进行动力抽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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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猪各个阶段的饮水量

生长阶段 饮水量 /L

10 kg断奶仔猪 0.67～2.50

25 kg育肥猪 1.9～4.5

50 kg育肥猪 3.0～6.8

100 kg育肥猪 6.0～12.0

怀孕母猪 7.0～17.0

哺乳母猪 14～29

闭门窗，形成负压迫使外界空气经过湿帘达到降温。

湿帘面积、风机功率需与猪舍空间相匹配，正常情况

下可降低温度 5～10 ℃，适用于产房、公猪舍。

3）喷淋（雾）降温。一般在母猪的肩部上方安装

滴水器，对其颈部、肩部以及背部进行滴水，通过加

快皮肤散热降低体表温度，具有明显的降温效果，适

用于限位栏，但要控制适宜流量。更为节水的降温方

式是采用给猪只体表喷洒水雾，同时辅以风扇吹散

蒸发水汽散热达到降温效果，该法降温速度快，5～

10 min即可将舍内温度降低 3～5 ℃，但会大幅度

增加舍内湿度，可能加重热应激，仅适用于育肥舍。

应根据猪场的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降温方式。

4）供给清洁充足饮水。猪各个阶段的饮水量见

表 2，保障足够的饮水供应非常重要，可以确保猪不

会脱水。猪在热天里需要大量饮水，以便通过呼吸

蒸发散热，间接辅助降低体内温度。猪饮水再排尿

的过程，实际也是排热的过程，排热的多少与饮水

的温度有关，饮水温度越低，从猪体带走的热量就

越多，因此尽量避免水管曝晒，使猪饮用凉水。饮水

器保障最佳水压水量，饮水器数量要足够。也可以

辅青饲料，青饲料水分充足，促进猪只改善采食和

增强抗热应激能力。

3.2 改善营养配比

在高于最适温度条件下，猪会自动降低采食

量，以减少消化过程产热。此时应调整饲料配方，提

高营养浓度，确保猪的营养需要得到满足。原则上

应选择适口性好、新鲜优质的原料，在饲料中添加

2%～3%植物油，适当降低高纤维原料如大豆皮、小

麦麸、苜蓿等的配比，控制饲粮粗纤维水平，减少猪

体增热，减轻猪的散热负担，缓解高温应激。同时因

高纤维性原料的能量浓度较低，且会造成消化过程

释放热量更多。在满足必需氨基酸需要的基础上，

降低饲粮中粗蛋白质水平，也是缓解猪热应激的重

要措施。也可以考虑在饲粮中添加益生菌，改善猪

群肠道菌群结构，促进营养物质快速分解、吸收，促

进胃肠蠕动，减少便秘。

3.3 加强饲养管理

1）合理调整饲喂时间和饲喂方式。高温季节喂

料以清晨和晚上气温较低时为宜，尽量避开中午高

温期间饲喂。坚持少食多餐原则，每天可投喂 3～4

次，这样猪日增重较快、耗料量较少、经济效益较

高。饲喂方式以拌湿料喂猪为宜，可适当增加猪采

食量。

2）降低饲养密度。减少猪舍饲养密度，提供足

够的地板空间，以利于猪体散热和空气流通。炎热

的夏季，一般饲养密度以降低 1/4～1/3为宜。正常

情况下，猪群在夏季的饲养密度，每头断奶仔猪为

0.4 m2，每头生长育成猪为 0.8 m2，每头育肥猪为

1.2 m2。

3）保持圈舍卫生。及时清扫栏舍内粪便、污物，

防止粪污高温条件下发酵散热，增加消毒次数，并

做好消灭蚊蝇和鼠害等工作，尽量减少对猪只休息

睡眠的干扰。

4）减少人为应激。治疗、注射疫苗或转群应安

排在清晨或晚上气温较低时进行，避免突然地改变

饲料、人员、环境等。仔猪转群前注射抗应激药物，

如肌注长效土霉素 1 mL。

3.4 添加抗热应激药物

在生产实践中，添加抗热应激药物可以缓解热

应激对猪的不利影响。当环境温度超过 35 ℃时，在

饲料中添加维生素 C和维生素 E，或者在饮水中添

加液体多维，能够提高猪的免疫力，增强抗热应激

能力；适量添加碳酸氢钠（小苏打）和微量元素钾的

含量，也可缓解热应激对猪的不利影响。夏季针对

性投喂“鱼腥草散、穿心莲散、金银花散、绿豆粉”等

保健型食药材，常用添加量为 0.5%～1.0%，可以有

效缓解热应激[3]。还可以添加开胃健脾、清热解暑的

中草药如山楂、黄芪、陈皮，做好抗热应激的保健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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