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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推进恩施山区健康养猪发展，结合山区特色，归纳总结了新时期健康养殖新的要素，从养殖福利环

境、优化养殖品种、精细化养殖过程、特色品牌化市场营销与抱团经营等方面提出了战略性要求，做到品种好、养

得好、产品好、模式好，达到效益好，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养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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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恩施州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型山地，以阶

梯状地貌为基本特征，地势高低悬殊，地形错综复

杂[1]。气候湿润，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夏多冬少。被

称为“世界硒都”，天然富硒饲料资源丰富，并拥有

地方特色恩施黑猪地方品种，适宜推广适度规模的

生猪养殖，践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养殖模

式，适度开发利用地方资源，既探索适合的养殖模

式，又开发地方特色产品。在县域畜牧主管部门主

导下，依托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科研

产品与技术，在开创和推行具有地方特色的适度规

模的“161”养殖模式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

行必要的纠正和改进，以提高健康养殖管理水平，

提升养殖成功率与生产效率。

1 存在的问题

1）猪场选址与建设不合理。鉴于山区地理特

征，建设猪场难以选择开阔平坦的地方，大多选址

在山底、山沟坡边，建设 1栋独立的猪舍，饲养 6头

母猪，计划年出栏 100头肥仔猪或商品猪，即“161”

养殖模式。161猪舍优势在于养殖量适中，占地少，

用地节约；养殖工艺精简，自繁自养，养殖效益好；

养殖废弃物就地消纳，可以消除对环境的污染。但

是，还存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首先，太靠近山沟

的地域容易因雨水冲刷将污染物带入大的水源，所

以还需遵循国家规定的近水源地不得建设猪场的

要求；其次，因地制宜选址建设忽视了朝向、通风、

潮湿等影响养殖成效的重要因素，使养殖小环境管

理上难以克服缺陷，造成猪的不适应甚至病害不

断；第三，建设细节考虑不够完善，如雨污不能分

流、地窗形成贼风源、地面积水粪尿排出不畅、密封

性不好、保温与通风效果不佳等，对正常的良性生

产形成阻碍。

2）引种品种多、来源杂。养殖户养殖品种或组

合经历了从地方猪到外种猪又回归地方猪的历程，

归根结底是地方品种肉质优、适应性好的市场回

归，但是养殖户饲养目的不同，有以出售断奶仔猪

为主，也有以生产商品猪为主，自行引进有太湖猪、

大白猪，也有饲养恩施黑猪，纯种或杂交组合并存，

生产管理难度不一，商品猪一致性不好，也引入了

更多外来疫病。

3）免疫防疫意识淡薄。养猪户最担忧的是养殖

过程中出现复杂疫病，害怕损失又缺乏专业技术，

但又没有超前的预防意识，健康状况相对稳定就放

松防疫，疫病发生就措手不及。尤其在引进种猪过

程中，不严格按配种前免疫程序进行免疫，后续流

产、死胎、木乃伊胎给生产造成较大损失，仔猪阶段

则突出表现在腹泻、喘气，也给生产带来较大困扰

和治疗困难。

4）消毒制度不健全。山区养殖受地理环境局限，

多数农户 161猪场在山沟地形中被天然屏障包围，

与其他养殖户处于隔离状态，相对而言疫病传播感

染机率较低，也因此，多数养殖户常年没有养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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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措施，待发生疫情仓促治疗，延误生长，还可能

扩大损失。

5）养殖观念过于传统、落伍。养殖农户由于历

史形成的散养习惯，容易墨守成规，坚持一些不太

正确的做法，在当前疫病繁杂的养殖环境、质量要

求更高的市场环境下，显得被动，从技术提升、成本

控制、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观念落伍直接导致

养殖环节问题层出不穷，有时候导致减产、死亡损

失严重，制约了新时期养殖效果的体现，难以体现

山区良好生态环境对质量提升的优势。

2 健康养殖管理要素

1）猪场软硬件的和谐统一，营造良好的养殖环

境。猪场建设与设施设备的准备与完善一定要兼容

性好，消除缺陷与不足，结合猪的生活习性，保证猪

生存、生活、生长的小环境舒适，不受外界天气变化

大起大落，保证冬暖夏凉、通风良好、温度适宜、湿

度适中。良好的养殖环境是健康养殖非常重要的要

素。

2）选择优质的养殖品种，持续推进健康养殖。

未来市场发展趋势一定是优质猪才有优越效益，

随市场价格潮流而动的养殖行动已经不能适应发

展需要。要选择优质品种，还要有持续进行选育培

育的耐心与能力，优质品种才是可持续发展和市

场竞争力的内核，是健康养殖不可或缺的首要要

素。恩施黑猪就是一个本地不可多得的原产地品

种，已被列入《中国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具有

肉质细嫩多汁、味道馥郁、鲜美爽口的独特风味和

富硒特色[2]。

3）养殖健康固定生产成果，实现养殖效益最大

化。生产工艺全流程在养殖技术、营养需求、防疫保

健、卫生安全、肉质调控等方面严格缜密操作，不重

复传统养殖低水平的老路，各个环节都必须进行技

术创新、观念更新，确保生产稳定、成本最优化、商

品猪一致性好、质量优，养殖农户成为实践创新主

体，提升养猪技术含量，提升市场竞争力，突出效益

优势。

4）延伸产业链，体现创新价值。山区优质猪的

价值与竞争力必须转化为效益，过去的传统养猪农

户只承担了最低端的养殖过程，收益只是劳动力转

化到商品猪中的少量增值，产品价格低廉，而当下

不同的是原产地与原生态环境概念包涵新价值，为

使价值直接体现并达到最大化，必须砍掉中间环

节，整合上下游产业，延伸产业链，从优质猪育种到

生态养殖、屠宰加工、品牌创建、市场营销，以合作

社模式抱团经营，在全方位创新中实现产业链各环

节增值，从中获得优厚收益。

5）完善养殖细节，精细化过程管理。山区优质

猪产品应该是一个包涵更多技术含量、融合新的养

殖理念的综合体。过去粗放、随性、缺乏福利概念的

养殖模式明显已经不适合当下新的养殖形势，养殖

过程中有关福利的部分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

是必须更高层次地要求精益求精。养殖工艺上下游

延伸，除了养殖阶段的划分，更需要对上游品种种

质进行苛刻选择保证肉质优，减少种猪非正常淘

汰；利用地方优势环境与特色功能资源，运用改善

环境、调节营养、药材保健使养殖健康达到净化水

准，消除疫病干扰；下游产品优质、无抗无药残、安

全卫生。

6）抱团经营，走品牌化道路。山区生态环境决

定只能适度规模发展，规模化只能化整为零，小而

精的经营个体需要抱团形成合力参与市场竞争，做

出具有原产地特色的品牌产品，得到市场认可，获

得产品定价权，保证稳定的生产效益，确保产业可

持续发展。

山区养殖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需要不断

预见未来、洞察当下、检讨过去，曲折前行，新的机

遇也是挑战，没有创新就没有竞争力，做不到完善

就没有持续力，因此需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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