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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次，每隔 50 d，大动作深翻垫料 1次。垫料湿

度不够时，向垫料表面喷洒适量水；湿度太高时，加

入适量新垫料；当猪粪特别集中时，用叉把猪粪分

散开来；当垫料太结实时，用叉翻松，整平垫料表

面，确保垫料中心部位无氨味、湿度在 38%～42%

（手握不成团，摊开即散），温度在 43～47 ℃、pH值

7～8。夏季垫料的维护可通过调低垫料厚度、营造

垫料区域性发酵环境，制造垫料水汽蒸发区，安装

排风扇、湿帘等通风降温设备，设置遮阳网、覆盖

草帘、通入冷空气、提供水域等措施解决猪只越夏

问题。

5 加强日常管理

猪转群至发酵床猪舍前，必须完成猪口蹄疫、

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免疫，并选择高效、安全

的抗寄生虫药驱除体内外寄生虫，彻底驱虫后进发

酵床圈舍饲养。同时要调教猪改变定点大小便习

惯，粪便发生堆积时，管理人员将其撒开或深埋。饲

养过程中，发酵床内严禁使用化学药品和消毒药

物，这样才能发挥发酵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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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实现哺乳期仔猪生长的最大化和断奶对仔猪肠道形态不利影响的最小化，仔猪早期补料非常重

要，补料的作用取决于仔猪断奶前补料量、时间和营养。本文就仔猪早期补料的意义和实施方案进行总结和探

讨，供畜牧同行参考。 

关键词 仔猪；补料；免疫耐受；肠道形态

随着养猪业的迅速发展，仔猪的早期补料和早

期断奶技术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集约化猪场的重视。

仔猪早期断奶可以提高母猪的繁殖率，减少由母体

向仔猪的疾病传播，并提高育肥猪的生长性能和胴

体品质。但早期断奶仔猪易受心理、环境和营养应

激等因素的影响，常常出现腹泻、水肿病等问题。因

此通过营养调控手段，根据仔猪生长发育的生理特

点，配合适合仔猪的饲料来给哺乳仔猪进行早期补

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通常把出生至 15 kg体

质量的猪阶段称仔猪前期，仔猪前期阶段是猪生长

发育的重要阶段，把这阶段使用的饲料称为仔猪前

期料，又称乳猪料。近年来，随着猪营养与饲料科学

的研究深入，仔猪前期饲料细分为两个阶段的饲

料，即教槽料和保育料。教槽料是指仔猪出生后 5～

10日龄开始补料至断奶后 7～10 d内使用的低抗

原、易消化的优质饲料；保育料指仔猪断奶 7～10 d

后至 15 kg体质量时使用的饲料。

1 断奶应激对仔猪的影响

断奶是猪的生命周期中最大的应激之一，是仔

猪一生中关键的一次转变。首先从吃母乳改为固体

或生干饲料，断奶后仔猪需很快适应从母乳到以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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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原料为主的固体教槽料的变化。其次是生活环境

的改变，由依附母猪生活变为完全独立生活，并从

产仔舍转移到仔猪保育舍。断奶后环境和营养的变

化，导致断奶仔猪采食量降低，肠道形态和功能也

发生变化，诸如小肠绒毛高度降低、隐窝变深、消化

吸收能力下降、刷状缘酶活性降低等。能量是仔猪

生长发育的关键影响因素，断奶仔猪采食量的下

降，致使仔猪摄入能量不足，进而造成断奶仔猪生

长发育受阻。

断奶应激易引起仔猪腹泻，其原发性因素主要

是断奶应激造成肠道损伤，使胃肠内消化酶水平和

吸收能力下降，导致食糜以腹泻形式排出。研究表

明，仔猪的饲料与断奶后腹泻存在着因果关系，水

肿病与仔猪消化不良、腹泻有关。因此，配制适合仔

猪生理特点的饲料非常重要。

2 仔猪早期补料的意义

仔猪断奶后让仔猪摄入尽可能多的教槽料至

关重要，因为足够的采食量才可使仔猪得以正常生

长。给在产房仔猪补饲教槽料的目的是确保仔猪断

奶后能平缓地过渡到以植物原料为主的固体饲料。

断奶前诱食补料具有重要的意义。

1）提高仔猪断奶重。补料可以弥补快速生长发

育仔猪营养需要的增加与母猪奶水供给相对不足

的营养缺口，断奶重较大的仔猪，其断奶后生长速

度也更快。Mahan和 Lepin[1]研究发现，4.1～5.0 kg

断奶重仔猪到 105 kg 所需要的生长时间比 7.3～

8.6 kg断奶重仔猪要多 11～22 d。

2）让吮奶仔猪学会采食以植物原料为主的固

体教槽料，学会咀嚼和吞咽饲料，可以帮助仔猪断

奶后尽早吃料。断奶时仔猪内源的多数消化酶活性

会降低，但随着进食刺激，酶活性会很快恢复并呈

上升趋势。在仔猪哺乳期补料，可使仔猪尽早适应

进食饲料的刺激，减少断奶时由于消化酶迅速减少

而导致的消化不良。

3）给断奶前仔猪补料，让仔猪采食适量的教槽

料，可提高仔猪胃肠道对植物原料为主的固体教槽

料的适应性，对减少断奶后仔猪肠道形态和功能的

不利变化是有益的[2]。哺乳仔猪消化道结构发育不

完善，消化器官、小肠上皮细胞、小肠绒毛和淋巴细

胞等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而饲料对胃肠道、小肠

上皮细胞和小肠绒毛的发育有明显的影响。研究发

现，断奶会使绒毛高度降至断奶前的约 75％，腺窝

深度增加，肠壁形态结构的变化与断奶时的应激源

及断奶后的日粮类型有关。早期补料可以实现这一

阶段的平稳过渡。

3 补料的营养调控策略和实施方案

3.1 营养调控策略

通过补料的营养调控措施，可以降低仔猪腹泻

率。比如，采取降低日粮蛋白质水平，改善日粮蛋白

质品质，平衡氨基酸，添加乳化剂、酶制剂、酸化剂、

有机微量矿物元素等添加剂的营养调控措施。其

实，补料真正的目的是有助于仔猪从哺乳期的极高

消化率的液态母乳过渡到成本相对较低的以玉米、

豆粕等植物原料为主的教槽料，减少应激，提高仔猪

的健康水平和生长性能，从而降低仔猪饲喂的成本。

饲料中抗原物质引起的过敏反应是引起仔猪

断奶后肠道功能和功能不利变化的主要因素。过敏

反应可使断奶仔猪小肠黏膜损伤、绒毛变短、水肿，

引起断奶仔猪腹泻。如果仔猪断奶前没有接触过豆

粕或大豆日粮，则肠内容物的流动速度不受抑制；

反之，如果仔猪断奶前被豆粕或大豆日粮致敏，则

肠内容物的流动速度可被抑制。

仔猪出生后前几周免疫系统逐渐发育，免疫系

统形成可识别仔猪自身蛋白和外源蛋白。若仔猪出

生后尽早补食含豆粕或大豆蛋白的低抗原教槽

料，免疫系统逐步适应和发育，进一步提高仔猪的

免疫力和生长速度，因此仔猪尽早补料很重要。在

教槽料中策略性使用 10%～15%的低水平豆粕或

大豆蛋白，可使仔猪适应含豆粕或大豆蛋白的低

抗原教槽料，降低日粮中抗原对断奶仔猪的过敏

反应。

3.2 补料的实施方案

断奶前仔猪补料的价值取决于能否使仔猪断

奶前饲料抗原引起的过敏反应获得达到免疫耐受

水平的饲料采食量。根据资料数据和实践体会，特

提出以下补料实施方案。

方案 1：仔猪出生后于 5～7日龄开始诱食补

料。断奶前大量补料或尽早充分补料，可使仔猪免

疫系统产生耐受力，仔猪断奶后就不会因饲料抗原

作用引起发生过敏反应或过敏反应程度较轻。

达到足够补料量时，补料效果好于不补料的。

有人提出断奶前需补饲 600 g 教槽料才够耐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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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时间 补料时间 断奶后 0～14 d腹泻率 /%

3周龄

补 3 d 100

补 2周 0

不断奶 0

不补料 33

5周龄

补 3 d 83

补 2周 0

不补料 0

表 1 补料实验方案与效果

平，但这数据缺乏充分证据。Miller[3]补料实验（见表

1） 中补料 2 周，21 日龄断奶仔猪也无腹泻。

Delumeau 和 Meunier-Salaun [4]研究发现，14～27 日

龄的仔猪采食教槽料高于 100 g，断奶后采食量也

较高。断奶时间越晚，补料效果越好，对断奶日龄在

28 d以上的仔猪，断奶前补料效果更明显。仔猪断

奶后，小肠绒毛萎缩程度和断奶仔猪采食量减少程

度是密切联系的[5]。肠道形态和功能的变化可引起

断奶仔猪发生营养吸收障碍，引起断奶仔猪腹泻和

脱水。

方案 2：仔猪断奶前不补料。断奶前不补料效果

好于少补料的，原因是补料量少或短期补料，断奶

仔猪免疫系统还不是处于耐受状态，仔猪断奶后饲

料抗原则可发生过敏反应，反而造成肠道更大的损

伤。仔猪断奶前不补料的，断奶后仔猪应该选择低

抗原性教槽料饲喂。

4 结 语

为了实现哺乳期仔猪生长的最大化和断奶对

仔猪肠道形态不利影响的最小化，仔猪早期补料很

有必要。选择新鲜、低抗原和高消化率的教槽料补

料，为仔猪断奶后采食固体饲料做好准备，也让仔

猪肠道适应此变化。

仔猪断奶前补料和断奶后使用相同饲料可以

促进断奶后仔猪的采食量，如果仔猪断奶后换料，

易造成断奶仔猪肠道免疫性损伤而腹泻，断奶换料

是否导致腹泻及腹泻程度与断奶前充分补料和断

奶饲料蛋白质的抗原性有关。早期若用低抗原饲料

进行补料，断奶后使用高抗原饲料时，断奶换料就

会出现较严重腹泻；早期若用较高抗原饲料进行补

料，而断奶后换成低抗原饲料时，断奶换料则不会

导致严重腹泻；如果断奶前没有进行补料的，断奶

后仔猪应该选择低抗原、高消化率饲料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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