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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监督工作要予以密切配合。

2）建立管理体系。把防疫工作任务具体到部门，

责任到个人，形成管理体系，对责任人定期实行监

督，使防疫工作量化、清晰化。

3）加大资金投入。要实现防疫工作的卓有成效，

就得加强对防疫技术的投入，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

技术人才，都离不开政府的资金支持。为了吸引防

疫人才，各级部门应该提高待遇，让他们留下来，做

好帮、扶、带。

4）及时监测。有关机构应加强对动物疫情的监

测，在发现问题后能够及时有效地向上级汇报，将

动物疫病消灭在萌芽阶段；除此之外，还要实施科

学免疫，按照疫病监测结果，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领取强制免疫疫苗；到有资质的单位购买非强

制免疫疫苗，从而降低疫情的发生。

5）以监督促防疫。各级监督部门应以法律、法

规为依据，加大监督力度，对不符合标准的养殖场

采取强硬手段，督促其规范养殖，展开相关的防疫

工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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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饲养水平、卫生环境、疾病防控、后备种猪等方面分析了青海省格尔木地区的规模化猪场管理现

状，并建议均衡搭配营养饲料、采取及时有效的免疫措施、强化药物保健、把握猪舍温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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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规模化养猪业快速发展，青海省养

猪业近年来也始终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随

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想要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

并非易事。当前青海格尔木地区有很大一部分规模

化猪场，尤其是新兴的规模化猪场，管理水平低、管

理混乱、猪场环境质量差。

猪群长时间保持高强度的生产状态，其健康状

况直接被外界环境所影响。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生

长的生猪其机体免疫力较高，疾病发生机率较小。

不良的外界环境可以直接导致猪群免疫力下降，进

而引发疫病流行，如猪蓝耳病、猪圆环病、寄生虫病

和呼吸系统疾病等。合理的猪场管理是提高规模化

猪场生产成绩的关键，只有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生

长，猪群才能充分发挥其遗传潜力，各项生产性能

才能正常表现出来。因此加强格尔木地区的规模化

猪场管理势在必行。

1 规模化猪场管理现状

当前，格尔木地区生猪养殖业正处于稳步发展

中，但是整体水平相对较低，规模化养殖模式不完

善。很多新兴的规模猪场虽然接受了科学养殖的方

法，但是科技应用水平低，饲养管理粗放，造成仔猪

初生重低，成活率低，养猪效益不如科学养殖明显。

1）饲养水平情况。在生猪的饲养过程中常常忽

略了猪舍、温度、饮水以及空气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其实饮水和空气环境等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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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但是有很多养殖户为了

追求经济效益，在生猪的饮水中过度添加营养药

物，这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从而对猪的健康造成影

响。猪舍的空气质量也会对猪的健康状态产生隐形

影响，污浊的空气会造成呼吸道炎症，如果这些问

题得不到解决，日积月累会导致生猪出现病理状态

或者免疫低下，引发各种疾病。

2）卫生环境情况。在生猪养殖环境中，有很多

外来人员进入，这些外来人员的服装和衣帽等都有

可能携带病原体，而养殖场常常忽略这方面管理，

导致外来疾病无法查出原因。此外，养殖人员本身

也可能携带一些病原进入猪舍。如常见的结核病、

布鲁氏杆菌病等人畜共患疾病，很可能是由工作人

员传染给猪群的。

3）疾病防控情况。格尔木地区的很多规模猪场

都随便套用其他猪场的免疫程序，猪场场长或者主

管兽医师直接套用其他猪场使用的免疫程序，或者

某些疫苗生产商提供的免疫程序，而猪场疫病发生

很大程度上与疫苗设置程序不合理有关。

同时，现在有大量猪场在疫病发生后，采用兽

医给出的治疗方案但是又不完全相信他们，一旦治

疗效果不理想就立刻中断治疗或者更换其他治疗

方案，又或者使用一组药物一旦不见疗效就立刻更

换药物组合，这种做法往往是导致疫情无法控制的

关键原因。

4）饲料喂养情况。营养全价的高档饲料，不仅

是生猪生长必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生

猪免疫系统的发育，提高生猪对疾病的抵抗力，防

止猪群暴发大规模流行病。母猪自身的营养情况直

接决定了仔猪的发育，仔猪需要在出生后 12 h内

吃到初乳，初乳提供的保护能力可以有效预防仔猪

感染流行疾病。但是当前很多规模化猪场为了节约

成本，只会把营养全价的饲料喂给生长育肥的猪

群，而忽视哺乳母猪和保育猪的营养供应。导致仔

猪发病率高，严重影响了养殖场的经济效益。

5）后备种猪情况。很多猪场同时饲养多品种的

后备种猪，但是又不能根据各自特点合理饲养，外

来品种和本地品种采用同样方式和饲料饲养，使得

本地品种长势良好而外来品种却欠佳。同时很多猪

场还存在公猪母猪比例不当的情况，公猪配种任务

重，精液质量下降，导致产仔数量减少，也缩短了公

猪的使用年限。

2 规模猪场管理措施改进建议

1）均衡营养饲料。营养全价的饲料是保持猪群

健康的基础。应当从母猪群营养做起，在母猪怀孕

期间给予充足的营养，尤其以亚油酸最为重要，亚

油酸含量充足才能保证初生仔猪的体重和存活率。

应当重点解决怀孕母猪的便秘问题，在母猪怀

孕期间会有不同程度的便秘发生，直接导致产后母

猪三联症发生。给怀孕母猪喂食功能性饲料，可以

有效地减少母猪便秘的发生，可以提高仔猪初生

重，并且能帮助仔猪断奶。

2）及时进行有效的免疫。坚持“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的饲养方针，规模化养殖场需要根据当地疫

病流行情况，合理地设置与自己场区条件和外界疫

病流行情况相适应的免疫程序。

3）强化药物保健。需要根据季节的不同，选择适

宜的保健药物。保健药物在连续使用 1个疗程后，应

当停药 2 d后再使用 1个疗程，这样才可以彻底清除

疫病，不能长期不间断地使用药物。针对季节流行病

应选用较为安全的药物进行保健。在进行保健程序时

要注意，能饮水的药物就不拌料；能拌料的药物就不

注射。在疫病流行情况较轻、场区内并无疫病流行的

情况下，需要做到至少 2个月一次药物保健；当猪群

不稳定时，需要每隔 20 d进行一次保健。

4）把握猪舍温度。根据不同的季节气候，调控

好猪舍内的温度，尽可能地减小猪舍内的温度波

动。在炎热的夏季应当加强猪舍内的通风。在气温

最为炎热的时候，可以在每天的中午和下午用冷水

冲洗猪舍的地面，以达到降低舍内温度的目的，在

使用冲水降温后需要及时通风，保持猪舍干燥。在

冬季寒冷时期，在保证猪舍温度的前提下，也要定

期给猪舍通风。只追求保温而将猪舍完全封闭，可

能会导致猪舍内空气污浊，氨气等有害气体在猪舍

内蓄积，进而引发生猪呼吸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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