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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温度在 15～25 ℃时猪日增重明显，相对湿度控制在 60%～80%时猪生长环境最为适宜，此外有害气

体也影响着猪的生长发育。为控制好饲养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确保仔猪在育肥期茁壮成长，

笔者总结了育肥期猪场温湿度及有害气体排放的环境控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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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畜牧产业的迅猛发展，养殖方式也由传统

的分散型养殖向规模化养殖转变，但大多数农村养

殖户仍缺乏科学管理，温湿度控制不好，有害气体

排放超标，饲料营养成分不全面，片面追求生长速

度，大量饲喂富含蛋白质、能量的饲料，而忽视维生

素、微量元素、矿物质的供给，加之仔猪消化器官不

发达、消化机能不健全，仔猪在育肥期很容易生病。

为控制好饲养环境，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气体的排

放，确保仔猪在育肥期茁壮成长，本文对猪场的温

度、湿度、有害气体的调控进行了分析。

1 温 度

在养殖环节中，温度对育肥猪的生长发育及采

食量和饲料转化率有重要影响。最适温度在 15～

25 ℃，此外猪体本身也会自身调节以维持体温平

衡[1]。

1）低温的影响。据代广军等[2]报道，环境温度过

低时育肥猪表现被毛竖立，精神迟缓，影响育肥猪

的生产潜能的发挥。料肉比升高，脂肪层累积下降，

低温时脂肪和蛋白质的蓄积量以及蓄积能力均下

降。1头 50 kg的猪在气温为 0 ℃时日增重 0.2 kg；

可当环境温度为 -10 ℃时，每日负增重 0.2 kg。

2）高温的影响。温度较高时，猪体散热困难，引

起体温升高，采食量下降。呼吸频率加快，热应激、

高热综合症、衣原体病增多，严重的中暑死亡。1头

50 kg的猪处在通风良好的 30 ℃，日增重 0.5 kg；当

环境温度达到 35 ℃时，日增重仅为 0.2 kg；在 35 ℃

以上，育肥猪逐渐消瘦，日增重出现负增重[3]。

3）防控措施。温度是育肥期猪群健康的首要保

障，主要有以下 2个方面的控制措施。

冬季保暖主要采取如下措施：加大饲料投喂

量；添置暖炉、保温灯加防护保暖材料；把控窗户开

闭时间段；封好门窗防贼风。

夏日防暑的主要措施：开启水帘和风机，铺设

防晒网，冲洗猪群；做好窗户的开闭；减小饲养密

度；打扫时避开夏季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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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湿 度

湿度指猪舍内相对湿度，湿度来自于水汽，水

汽主要来自于 2个方面，一是舍内饲养管理用水，

二是猪体排出粪尿和蒸发。当育肥猪群处在适宜温

度时，日增重无明显变化，出于其他方面考虑，养殖

场要防控相对湿度。

1）高湿度的影响。无论在哪个地区，高湿度易

导致各种病原微生物滋生。育肥猪群易患皮肤病，

出现免疫耐受，猪群亚健康状态，发病的猪体病程

加重，病时延长，更影响其育肥率，湿度高达 80%时

日增重和饲料利用率均维持较低。通风换气时，湿

度大被带走的热量就大，育肥猪群出现蜷缩、四肢

贴于腹下、扎堆的冷感现象。此外湿度大对建筑物

和猪舍内设备也易产生损害。

2）低湿度的影响。低湿度猪舍内空气尘埃指数

上升，空气中带菌尘埃就会增多。易引起猪的黏膜

受损和抗病能力下降。

汪开英等[4]研究发现猪舍内湿度对育肥猪体的

心率变化和行为异常等影响不明显，高温高湿情况

下育肥猪群体温升高，因为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体表

散热抑制。育肥猪群在高温高湿和低温高湿的环境

下相比，前者猪群体温明显比后者高 0.6 ℃，前者

导致热应激。阻碍养猪生产质量的提高。

因此，湿度应维持在 60%～80%，保持猪舍内适

宜的温度，注意通风换气，使育肥猪群体表的热量

尽快散去。

3）防控措施。高湿度是猪场的重患，应减少饲

料量和管理用水，及时清理栏舍粪便和污水。加设

湿度仪及时反映猪舍内相对湿度，做好通风和低湿

度时育肥猪群的整体情况的把控，育肥猪群出现眼

结膜分泌物增多时也要考虑湿度因素。

3 有害气体

猪场中有害气体有很多，对于育肥猪群影响较

大的主要有氨气、硫化氢、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等，

对他们的控制与育肥期成败也有很大关系。

3.1 氨 气

氨气无色，易挥发，有刺鼻的味道。较空气密度

轻且溶于水。

1）来源。氨气来源有 2种，一是胃肠道内尿素

被脲酶水解形成，二是舍内堆积的饲料垫草以及粪

尿等有机物经过氧化分解腐败形成。当垫料湿润，

酸碱度偏酸和高温且有机物堆放在空气通风不良

的地方时，氨气产生速度会加快。

2）影响。氨气是行业内公认的应激源，根据其

物理特性，育肥猪的黏膜和眼结膜常常是氨气侵袭

的重要地方。氨气会使黏膜碱灼伤，充血，水肿，导

致支气管炎、结膜炎、肺部炎、肺部水肿病变等疾病

的发生，导致窒息和坏死。当氨气溶解于呼吸道黏

膜上时，根据其物理特性，pH值增高呈碱性转化，

使呼吸道纤毛活动功能减弱或丧失，呼吸系统功能

紊乱，由空气传播的疾病侵害猪体。低浓度状态下

的氨气使中枢神经系统兴奋，育肥猪呼吸加快，神

经兴奋，出现免疫耐受，提高了死亡率和发病率。处

于相对浓度较高的氨气环境状态下时，育肥猪中枢

神经系统麻痹，猪易得中毒性肝病以及心肌损伤。

氨气会使黏膜细胞快速生长和代谢，消耗大量

氧气和能量，中毒后解毒也需要大量的能量，影响

自身的育肥性能。氨气经过呼吸作用到达猪体的肺

部，与血液中血红蛋白相结合生成正铁血红素，降

低了血红蛋白的含氧量，血红蛋白的血红素氧化还

原性能和血液碱储能力下降，导致贫血。经由呼吸

道黏膜作用于猪体的疫苗滴在损伤的黏膜和组织

上时，不能产生免疫应答。高浓度氨气状态下，疫苗

接种时还会出现疫苗的接种反应，有些严重的猪群

个体会出现呼吸道疾病。

3）防控措施。首先是猪场建场时挑选地势较高、

地形开阔的地方。排水施工时，应先考虑到污道的

设计和建立舍外粪渣堆积点。饲养员应该及时处理

粪便，打扫死角和检查饲料品质。使用垫料的猪场

及时清理更换垫料。通风换气时考虑到氨气的排

出。定期检查猪舍内一些有水设备。做到恰当的饲

养密度，不能为了在寒冷的季节里保持舍温而加大

饲养密度，这样反而得不偿失。在饲料方面，最好在

日粮配方上下功夫将氨气排放量减至最小。

3.2 硫化氢

硫化氢是一种无色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密度

比空气大，易溶于水。

1）来源。硫化氢的主要来源是饲料中一些含硫

有机物在经动物消化排出后的分解物。此情况多发

生在一些消化不良的猪群。此舍内猪群采食了一些

高蛋白质含量的精饲料得不到很好的消化时，就会

由肠道分解排出大量的硫化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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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浓度的影响。硫化氢物理学特性和氨气相

似，但硫化氢作用于黏膜和眼结膜的方式与氨气有

所不同，它是与黏膜和眼结膜所分泌的体液中的钠

离子结合置换反应出硫化钠，发生呼吸道症状和眼

炎。通风不良、高硫化氢的猪舍内，会导致猪群畏

光，食欲减退或丧失。眼屎、泪斑增多，发生结膜炎，

眼角膜发生溃疡，咽喉部出现灼伤，呼吸加快，猪群

咳嗽，出现支气管炎等症状。

3）低浓度的影响。长期处于低浓度状态下的猪

群，猪只出现植物性神经炎，免疫耐受，体质下降，

日增重下降等现象。据胡鑫等[5]报道经由肺泡进入

血液中的一些硫化氢，未被氧化的硫化氢就会游离

在血液中氧化大部分的色素酶，使酶丧失活力，影

响机体内氧化过程，导致全身中毒。

4）防控措施。为降低硫化氢浓度，改善猪舍环

境，改善饲料配方，优选优质玉米作为原料。延长开

启窗户的时间。及时让饲养员清理打扫猪舍。

3.3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无色无味无毒的气体。密度较空气

大，容易沉积在猪舍内的下层空间里。

1）来源。二氧化碳主要来源于育肥猪群的呼吸

作用，在高浓度状态下会生成碳酸根离子，有一股

淡淡的酸味。经有关学者测定，1头 100 kg左右的

猪每小时会呼出 42 L左右的二氧化碳[6]。

2）影响。据国家发布的《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畜

禽产地环境要求》猪舍内二氧化碳的浓度应在 1 500

mg/m3以下。二氧化碳增多会导致猪群内氧气的减

少，猪群供氧不足，精神不佳，日增重下降，免疫力

下降，易感染一些慢性传染病[7]。从卫生学的意义上

来讲，二氧化碳并没有什么污染意义，测定其含量

表明猪舍内空气的质量和卫生度、有害气体浓度。

因为有害气体的浓度升高时相应的二氧化碳的指

数也会升高。猪群处在 4%的二氧化碳浓度时会出

现精神不振，食欲萎靡。而当猪群生活在 10%的相

对浓度下时就会出现呼吸困难而导致昏迷[8]。

3）防控措施。规模化猪场用二氧化碳的浓度表

示有害气体的浓度，为降低二氧化碳的浓度要做好

猪舍内的通风换气。冬季时有条件的猪场可以用暖

风机来增强通风换气。

3.4 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无色无味易溶于水的有毒气体。

影响和防控措施。一氧化碳主要来源于猪舍内

猪群取暖时所烧的煤炭。一氧化碳浓度过高时，会

导致饲养员中毒。一氧化碳通过呼吸作用由肺泡进

入血液，占据血红蛋白中的铁离子使得氧气吸入不

足。为减少一氧化碳的危害，大多数猪场已经使用

暖风机、中央空调等先进设备取代人工烧煤炭的取

热方式。

4 小 结

温湿度的有效把控及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气

体的排放对育肥期的仔猪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保

育仔猪的特殊性在于其自身抗病能力较差，往往是

疾病高发的阶段，因此需要饲养员对其更多的关

注，温度和空气质量的控制也需要饲养员进行调

控。最主要的是防重于治，等到仔猪发病之后再进

行治疗，就算可以治愈，但病猪的生长速度势必远

不如健康仔猪，部分病猪甚至会成为僵猪，给猪场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工浪费。免疫程序的制定

是否科学也是猪场的重要功课，许多隐形疾病就是

由于免疫程序不科学而诱发的，如果有条件，建议

对猪群进行免疫监测，从而制定出更符合生产实际

的免疫程序。此外还应该控制饲养密度，选择优良

品种，及时打扫卫生，保持养殖环境的干燥和清洁，

饲喂全价饲料，实行猪的全进全出等，这样才能养

好猪、养成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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