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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宁夏中卫市生猪产业由于规模养殖比例低、良种繁育体系薄弱、无深加工龙头企业带动等问题，影响

了产业的发展和效益的提升。应加大规模养殖场、建立良种繁育体系、龙头企业建设等投入力度，将猪产业培育

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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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宁夏中卫市猪产业发展特点

1）良种繁育体系基本建立。自 2008年实施国家

生猪良种补贴项目以来，先后在沙坡头区和中宁县

建成生猪人工授精供精站 3个、精液配送点 125个，

配置了精液采集、监测、分装、保鲜、运输等相关设

备。引进祖代种公猪 480头、种母猪 3 300头，选留

能繁母猪 4.89万头（其中二元母猪 4.3万头），培训

人工授精员 150名，全面推广了生猪人工授精技术，

坚决淘汰土杂公猪，杜绝本交现象。年繁育三元杂交

商品瘦肉型仔猪 84.5万头，占中卫市生猪饲养量的

68.9%，繁育的仔猪健康状况良好、长势快，减少了因

本交导致的配种率低、生产水平低和疫病隐患。

2）规模化程度逐年提升。自 2007年以来，通过

国家和自治区标准化规模养猪场建设项目的实施，

加快了中卫市猪产业发展的标准化、规模化水平。目

前，中卫市有养猪场（户）34 590户，户均饲养生猪

35.4头。其中年饲养猪百头以上的规模场（户）516

户、饲养量 12.8万头，500 头以上的 56 户、饲养量

4.9万头，千头以上的 19户、饲养量 5.4万头，2 000

头以上的 11户、饲养量 3.3万头，5 000头以上的 9

户、饲养量 6.2万头，万头以上的 8户、饲养量 11.6

万头，规模场（户）年饲养量 44.2万头，占中卫市生

猪总饲养量的 36.1%，比 2006年提高了近 10个百

分点，生猪生产的标准化、规模化格局基本形成。

3）新技术应用步伐加快。组织市、县（区）、镇（乡）

三级科技人员，通过举办培训班、召开观摩会、现场入

户指导等多种形式，大力推广标准化饲养、智能化饲

喂、人工授精、三元杂交、母猪高床产仔、仔猪温控保

育、水泡粪和生态环保养猪、疫病防控等高效养猪技

术，提升了猪产业发展的科技层次。人工授精率达

97.2%，情期受胎率达 93.2%，窝均产仔 11.6头，仔猪

成活率达 96%以上；肉猪育肥期缩短到 150 d左右

出栏，出栏率达 150%，出栏猪酮体重达 86 kg左右，

料肉比在 2.8∶1以下，瘦肉率在 63%以上。促进了产

业增效、农民增收，丰富了城乡居民的“菜篮子”。

4）养殖风险有效化解。猪产业是市域农业经济

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之一，在猪产业发展上，一方

面通过认真落实能繁母猪保险政策，区、市、县（区）

三级加大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比例，使能繁母猪

参保率达到了 99.6%，并及时落实能繁母猪保险死

亡理赔机制，切实化解了养殖风险；另一方面，健全

了市、县（区）、镇（乡）、村四级疫病防控和监测网

络，解决了村级防疫员工资和养老保险等问题，加

大了生猪免疫接种及疫病防控工作，为猪产业健康

发展提供了保障，近 5年内中卫市没有发生过生猪

重大动物疫情，且近 2年多来效益持续看好。

2 存在的问题

1）规模化比例相对较低。中卫市现有规模养猪

场（户）619户，占中卫市养猪总户数的 1.79%；中卫

市规模养猪场（户）年饲养生猪 44.2万头，仅占到中

卫市生猪总饲养量的 36.1%，规模化程度相对较低。

2）良种繁育体系薄弱。中卫市现有的种猪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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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存在规模小、种猪存栏少、设施老化、繁殖能力小、

无粪污处理设施等问题，与现代化种猪场要求差距较

大，且没有一家祖代种猪场。2016年底，中卫市能繁

母猪存栏 4.89万头，年繁育三元杂交瘦肉型仔猪 84.5

万头，按中卫市年生猪饲养量 122.5万头计算，尚有近

40万头仔猪需靠外调解决，极大地影响了产业发展。

3）资金投入不足。大部分规模养猪场因没有用

地手续，不能抵押贷款。一些新建养猪场基础设施

建成后，投入了大量资金，发展生产和扩大规模缺

乏流动资金，银行贷款难，造成基础设施浪费，空栏

现象严重。

4）无加工龙头企业。宁夏区包括中卫市在内无

猪肉产品深加工龙头企业，生猪只是以活体或白条

肉销售，产业链不完善，附加值低，养猪户在发展中

被动地跟着市场转，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3 建 议

1）加大能繁母猪补助力度。建立长期的能繁母

猪保险与直接补贴相结合机制，切实巩固和扩大能

繁母猪存栏量，提高生产能力和良种覆盖率。

2）加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扶持建设规模化、

标准化祖代种猪场，切实提高生猪种群质量和制种

供种水平。同时扶持百头以上的二元母猪饲养户，

扩大二元母猪存栏规模，逐步淘汰土杂母猪。

3）大力推进规模养殖。严格按照《标准化规模

养猪场技术规范》，在沙坡头区和中宁县规划新建

年饲养量万头以上的标准化规模养猪场 30 个，对

符合选址要求且功能条件相对落后的养猪场应按

照《技术规范》进行改造提升，对不符合选址要求的

养猪场逐步搬迁或拆除，切实提高标准化、规模化

水平，减少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或疫病隐患，逐步推

动分散养殖向规模养殖转变。

4）扶持建设龙头企业。通过政策扶持，建设深

加工龙头企业，加工猪肉食品，注册猪肉品牌，延长

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增强猪产

业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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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常见应激反应及其防控措施

应激是指动物受到强烈刺激或处于紧张状态时出现的一系列非特异性全身反应。从进化的观点

上说，它是个体生存的重要防御反应。引起应激的因素称应激原。在养猪场，引起应激反应的应激原有

很多，如断奶、驱赶、去势、高温刺激、冷刺激、母猪生产、仔猪营养缺乏等。此外，毒物、细菌感染、寄生

虫侵袭、运输、疫苗注射、阉割等也都可以引起猪的应激反应。

1）母猪生产应激。

母猪生产应激的临床表现为肢蹄软弱综合征，主要表现是肢蹄、步态异常，支持躯体困难和蹄出

血、蹄裂，严重的出现产前产后瘫痪。

母猪繁殖障碍：产仔数少，弱仔弱胎，胎儿不均匀；母猪产后泌乳不足；仔猪黄白痢发病率高，生长

发育慢，仔猪初生重和断奶体重小；子宫复原不全；后备母猪和经产母猪乏情和不发情；母猪淘汰率增

高。

2）仔猪断乳应激。仔猪断乳应激的主要临床表现是仔猪采食量下降，生长停滞、腹泻、背毛粗乱，

营养不良，精神紧张，不食不睡。

3）仔猪营养应激。仔猪常见应激现象有腹泻率高，生长慢，臀尖背突，吃多则拉，长快则死，皮粗毛

乱，长毛不长肉，机体抵抗力弱，闹栏，异嗜，咬耳，咬尾等。

4）贩运仔猪腹泻综合征。从外地贩运的仔猪，由于运输应激、饲养环境发生改变，往往体质瘦弱，

易发生腹泻，严重的还可引起大量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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