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13-04-10
周春宵,女,湖北雄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浅析“健康养猪”之路

周春宵 于迎春
湖北雄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武汉43000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养猪生产技术的

发展,人们对食品的安全、绿色环保、无公害、无药残

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对安全放心猪肉的需求与日俱

增。然而,近些年来食品安全事故却时有发生,说明

养殖环节中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由于猪肉产

品的安全性问题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甚至使

消费者对猪肉产品产生了信任危机,造成猪肉产品

大量积压和大幅度降价,不仅给相关产业造成重大

的经济损失,而且使整个养猪产业陷入困境。养猪

业正面临严峻挑战,寻求切实有效的健康养猪之路

已经成为现代养猪人必须慎重对待的课题。

1 健康养猪的要素

健康养猪包括养殖生产过程中猪个体健康,猪
产品营养丰富、质量安全、无污染、无药物残留、保持

天然新鲜,以及对养殖环境无污染,实现养殖生态体

系平衡。健康养猪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科学管理

1)养猪场选址要符合卫生防疫要求,猪场应建

在远离住宅区、距离村屯500m以上、交通方便、地
势高燥、排水便利、水源充足、通风良好、无污染源的

地方,以便给猪提供一个舒适的生存环境,有利于猪

只养殖的长远发展。

2)通过定期改善环境、科学设计畜栏、加强日常

管理、优化转群方式等,调控好猪舍小环境,包括猪

舍温度、湿度、空气的组成和流动状态、光照、噪音、
灰尘、微生物等。良好的通风设施和降温系统,可降

低猪舍内有害气体的浓度,使舍内空气清新、温度适

宜。对猪舍环境进行人工控制,可使猪只发挥最大

生长潜力。

3)要充分考虑到消毒剂对猪只可能造成的损

害,保证消毒前、中、后不会对猪只造成过大的应激

反应。

4)确立定期巡查制度,实施封闭管理制度,建立

兽药档案制度,落实健康体检制度。同时,针对整个

养殖过程进行全面监管,确保屠宰肉的安全以及商

品肉食品加工安全、无药物残留,为食品安全提供最

大保障。

1.2 合理饲喂

保证猪只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供给,合理应用

理想蛋白模式,减少猪代谢多余蛋白质所造成的营

养负担,以便各阶段猪更大地发挥生长潜力。还要

确保饲料品质优良、无污染、无霉变,同时严禁在猪

饲料中加入违禁药品及药物添加剂,防止药物残留

对人体造成危害。

1.3 控制污染

养猪生产中产生的粪尿、垃圾、污水等,若直接

排入周边环境,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养猪场的

恶臭气体也会影响空气质量,影响人类的居住环境。
因此,养猪必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不但要对粪尿、
垃圾、污水等进行恰当的处理,而且要注意通过调整

日粮结构来减少粪尿中氮的排放,同时还要加强污

染物的排泄管理。

2 影响我国猪肉食品质量的因素

2.1 环境因素

由于某些养殖户过于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养殖方

便化,养殖过程中容易出现诸如饲养空间狭小、饲养

环境控制力不强、饲养空间卫生状况差等养殖环境

条件不良的情况,造成猪肉产品质量下降或激素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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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等,影响了猪肉食品的质量。

2.2 饲料添加剂与兽药因素

目前我国养猪生产过程中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

使用已经十分普遍,由于养殖户星罗棋布,对他们的

管理以及对猪肉产品的检测难以实现完全控制和监

管。加之,某些猪场片面追求利润,从促进生长、控
制疾病、提高瘦肉率等目的出发,超量或违禁使用矿

物质、抗生素、防腐剂、激素类药物等,造成猪肉产品

残留药物,影响猪肉食品质量。

2.3 重金属和微生物因素

饲料和饮用水中的重金属可以通过食物链进入

猪体内,甚至在猪体内富集,使猪肉产品中的有毒金

属超标。另外,在生猪屠宰、加工、运输、贮藏、批发

和零售过程中,由于卫生管理不当,使猪肉产品受到

微生物的污染,导致猪肉产品腐败,从而引发猪肉食

品安全事故。

3 实现健康养猪的措施

3.1 发展规模化养猪

市场对健康养猪的需求日渐紧迫,规模化养殖

已成为解决猪肉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而恰恰

正是市场的选择形成了国内养猪业规模化发展的

现状。

1)散户退出不可逆转。近几年,全国范围内养

猪散户大量退出,这个趋势将会继续,不可逆转。原

因主要有三:一是疫病问题;二是市场问题;三是经

济问题,即农民收入水平问题。
众所周知,猪病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复杂,养猪风

险日益增大。据调查,许多散户、中小猪场甚至部分

大型猪场,即使是在2011年高盈利期也还仍在亏

损,主要是疫病“惹的祸”,致使猪只死亡率过高。散

户防疫条件差、饲养管理水平低,疫病是他们最大的

风险;再加上,养猪市场波动太大,尤其是过去的几

年养猪市场复杂多变,无规律可循,难以预测,造成

市场风险也很大。
我国猪病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很大一

部分养殖户采用散养的方式养猪。散户养猪饲养环

境较差、养殖条件落后、防疫观念淡薄,一户得病全

村乃至全乡甚或全县都可能遭殃。散户养猪由于是

粗饲粗养,猪繁殖力差、生长慢、料肉比高,最大的优

势就是成本低,主要是由于精料喂得少、许多费用

(如土地、环保、人工、水电、房屋折旧等)不需要计

算。但现在有些费用不算不行,如人工成本、粗饲料

成本等。因此,如今散户的成本优势已不明显,加之

其他养殖条件落后,导致养殖效益不高,自然而然逐

渐退出。
散户退出还有一个容易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农

民收入水平问题。现在农民收入水平及生活水平都

大大提高了,很少有人会像从前那样只在家养几头

猪作为经济来源,多数人都外出打工了。如按自繁

自养3头母猪或年出栏50头育肥猪算,好年头一般

也就净赚15000元左右,还得保证不发生疫情。然

而外出打工,一般一年也能赚这些钱。但相比之下,
养猪既脏又累,且风险大;加之,有些农民想多养点

猪,却又没有那么多资金投入,以致农村散户逐渐退

出养猪舞台。2011年出现的高盈利却未明显推动

母猪补栏,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散户一去不复返了!

2)规模化养猪大势所趋。近几年我国规模化养

猪发展迅速,目前存栏基础母猪500头、年出栏

1万头以上的大型猪场约有2500个,出栏量约占全

国总出栏量的10%。随着我国经济及规模化养猪

的快速发展,规模化养猪所占比例迅猛增加,传统的

农村散养所占比例迅猛减少,同时养猪产业化进程

明显加快,集约化、集团化养猪企业逐年增多,这将

是中国养猪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是规模化养猪有利于疫病控制。规模化养猪

在猪场选址及建设、设施设备配备等方面都有一定

的要求,所以防疫条件较好,疫病控制也较科学;而
且,规模化猪场大多是自繁自养,更有利于疫病

控制。
二是规模化养猪有利于猪只生产水平的提高。

目前散户养猪平均1头母猪年提供出栏猪不到14
头;而像广东温氏那样的规模养猪企业,平均1头母

猪年提供出栏猪可达20头以上;一般的中小规模猪

场也能达到16~18头的水平,生产水平差距很大。
规模化养猪更便于科学饲养、规范管理,有利于猪只

生产水平和养殖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是规模化养猪有利于市场稳定。由于规模化

猪场投资大、转向难,猪舍设计及建设又要求满负荷

均衡生产,猪群存栏及出栏量都相对均衡、稳定;加
之,规模化猪场一般都是自繁自养,生产周期较长,
一般不会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而大幅度调整饲养规

模。再从长远来看,市场盈利期总比亏损期长,只要

坚持均衡生产,肯定是盈利的。另外,市场预测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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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也决定了规模化养猪的长期均衡生产。
四是规模化养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生产的

盲目性。规模化猪场在扩充发展及生产经营的过程

中,具有一定的市场预测能力和生产规模适度调控

能力。规模化养猪发展到一定程度———规模养猪占

据主导地位,同时养猪市场达到饱和程度,整个养猪

业就会自动保持规模上的稳定(例如目前的欧美国

家、日本等),生猪市场也必然会趋于长期合理盈利

的相对稳定。
五是经济形势有利于规模养猪产业壮大。随着

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过去许多高盈利行业正在走向“微利时代”。近几年

许多从事其他行业的企业开始进入养猪业,其中包

括一些外资企业,如高盛公司等;许多房地产公司如

重庆南方集团以及山西许多煤矿老板等也纷纷加入

养猪业;另外,一些饲料企业、屠宰企业、食品企业也

都延伸产业链进军养猪业,如希望、正大、雨润、双汇

等集团公司。这些大企业均在实施规模化养猪,推
进了我国规模化养猪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生

猪市场的稳定。
这里需强调的是,过去几年乃至未来几年内,因

规模养猪快速发展而增加的出栏量还抵消不了因散

户退出而减少的出栏量。亦可以说,规模养猪的发

展速度赶不上散户退出的速度。也就是说,全国养

猪总量不会大幅度增加,养猪市场不会出现严重的

供过于求。
六是政府有效调控有利于规模养猪业健康发

展。近几年,国家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尤其是有关养

猪业的优惠政策,如能繁母猪补贴、生猪标准化规模

养殖场或小区建设、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畜牧良种补

贴等扶持政策,有力地促进了规模养猪业的发展;又
如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

若干意见》,给畜牧业带来了较大的影响。政府对于

畜牧业的各种补贴仍将持续,而且力度会逐年加大,
畜牧业尤其是养猪业仍可大有作为。同时,政府对

生猪市场的调控措施也愈加有效,如《防止生猪价格

过度下跌调控预案》等调控措施逐年完善,有力地促

进了规模养猪业的健康发展。所有这些,有利地保

障了未来10a中国养猪市场的稳定———较长时期

的处于较高盈利水平。

3.2 运用生物发酵

1)用生物方法预处理饲料原料,对饲料进行改

善。利用生物预处理饲料原料的方式,可以脱出多

种蛋白源原料中的抗营养因子、提高氨基酸水平、降
低原料中的霉菌毒素含量,从而有效提高全价日粮

的利用率、减少饲料浪费、缓解养殖排泄物的处理压

力;同时,生物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醇香气味,可改善

猪肉的风味。

2)利用微生物处理养殖排泄物,解决养殖对环

境的污染问题。发展“猪-沼-花、木、鱼”资源循环

型生态健康养猪,实现物质与能量循环最大化。具

体模式为:猪粪经发酵制成有机肥,用于花、木或蔬

菜基地、果园林场的施肥;猪场污水经厌氧发酵产生

沼气,用于发电,满足生产及生活用电;沼气液抽送

至山顶浇灌花、木,实现养猪废弃物零排放;沼气渣

饲养蚯蚓,蚯蚓养鱼,残留物施于花、木基地,提高沼

气渣附加值。

3.3 加强评估检查

定期对猪群进行健康检查,并对养殖环境条件

及管理制度进行安全检查和评估,认真查找安全隐

患。检查出携带病原的个体后,必须进行隔离治疗

和保健护理,并及时对有问题的环节进行调整,给猪

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生活环境。
例如:广东省养猪行业协会举办的养猪健康技

术比赛,旨在推动企业重视猪只健康水平、建立健全

猪只健康评价体系,每届比赛都由农业部种猪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提供技术支持。“一滴血

知健康”,机体血液变化的情况可以客观、准确反映

猪只健康水平,通过采集猪只血液,利用血液学的评

价技术,可以真实反映养猪企业对种猪、饲料、药物、
疫苗等管理的水平。

4 推动健康养猪的举措

4.1 建立健全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大力推广优良

品种

  英山雄峰畜牧有限公司(简称“雄峰科技”)从

2000年成立之初,就以“高标准、严要求”为企业宗

旨,来实现养猪规模化,并严格实施“全进全出”的现

代化养猪模式;同时,产房和人工授精站实行专班管

理,并严格控制种母猪胎龄结构,采用小单元管理模

式,逐步扩大种群和基地规模,促进生猪良种繁育体

系建设。另外,雄峰科技专门为客户群体提供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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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廉的二元种猪,并依托饲料营销人员做好跟踪服

务工作,使养殖户只需关心商品猪的饲养,把有限的

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能给自己创造经济效益的地

方,既方便了客户,也真正体现了“公司+基地+农

户”的良性循环。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对农户的可控性非常

重要。雄峰科技针对区域内养殖户专业知识缺乏、
饲养条件简陋、技术力量薄弱等情况,加强了技术指

导、售后服务以及对养殖管理和保健程序的监控,全
面做到从公司到农户切实执行健康养猪。

4.2 转变养殖方式,推广标准化、产业化养殖

雄峰科技积极引导养殖户培育各种养猪专业经

济合作组织和行业协会,并为这些组织提供养殖方

式和标准化养殖的技术支撑。同时,支持规模化养

殖户(场、小区)进行标准化生产,合理引导小规模养

殖户发展规模化养殖,并授以他们成熟的标准化养

殖技术,积极推进养猪产业标准化。

4.3 推行科技养猪,加强技术培训

我国养猪业与国外养猪业相比,猪只生产水平

明显偏低,繁育猪群难以保持优秀的繁殖性能,具有

优秀遗传信息的种群引进后不长时间便由于管理、
营养等问题而导致繁殖性能降低,继而进入“引种-
退化-再引种”的不良循环。因此,老一套的饲养管

理办法已不适合当前具有高产性能的繁育猪群的生

产要求。雄峰科技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的同时,结
合当前畜牧业中广泛应用的高新技术,广泛推行高

标准、高科技的智能化、数字化养猪,要求所有的生

产细节均要以数字反映出来。依托雄峰科技多年对

饲养技术的研究和养猪实践经验的总结,公司技术

团队每年都要在全国各地进行近100次的培训,积
极引导养殖户实行以生产数据为标准化养猪唯一标

准的现代养猪模式,实现了养殖户“从猪圈走向课

堂,又把从课堂学来的知识带回到猪圈、应用到实际

生产当中”的良性循环。

4.4 引导养殖户提高防疫水平,确保养猪业健康

发展

  雄峰科技积极引导养殖户建立基础档案体系,
具体做法:一是建立规范的养殖档案,全面记录养殖

生产中的种源选择、饲料购买与使用、药物购买与使

用、封闭管理、疫病排查、消毒等全过程的情况;二是

细化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实施方案,加强疫苗质量监

管,规范免疫程序,做到应免尽免、不留空白,同时完

善免疫档案,落实免疫抗体监测、免疫效果评估等措

施,确保免疫质量;三是对于全年免疫无过错的养殖

户实行重奖制度,培训和引导养殖户在养猪生产过

程中尽量少用或不用抗生素,尽量使用生物技术解

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利用生物技术做好防疫

工作。

4.5 以猪为本,科学管理

养猪是人与生命打交道的过程,每个环节都必

需由人去完成,其中饲养员、兽医及管理者是养猪效

益高低的关键因素。因此,雄峰科技推行“健康养

猪、快乐养猪”的宗旨,注重猪的福利,善待员工,调
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能动性;同时,把这些理念通

过培训的方式带给养殖户,正确引导管理者进行科

学的养猪管理,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扩大社会效

应,积极完善行业发展过程中的“雄峰”模式。

5 结束语

在加快养猪业规模化进程、实现全面健康养猪

的道路上,作为现代养猪人应立足行业本质使命,为
促进和谐社会、适应现代消费水平的行业发展作出

应尽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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