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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生产需要适宜的温度范围，在此范围内，

畜禽生长最快、饲料利用率最高、机体抵抗力最强、

生产性能最佳，故生产成本最低、生产效益最大。但

实际生产中，由于自然温差、畜舍温差、畜禽个体温

差等因素，对畜禽生产造成了诸多影响。所以，对温

差的控制在畜禽生产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畜禽的生产离不开结构合理的畜舍、营养全面

的饲料以及科学的饲养管理，对气温、气湿、气流、密

度、光照等环境条件的控制是养殖成功的必备因素。

随着畜牧生产水平的提高，其意义越来越大，如果不

能为家畜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不仅优良家畜的遗

传性状不能充分发挥，完善的配合饲料也不能有效

的转化，并且往往成为诱发和加重疾病的原因。

在自然条件下，环境诸因素对家畜健康和生产力

的作用是综合的。其中，气温是核心因素，实际生产中，

气温、气湿和气流 3个主要因素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

三者协调不好就会出现温差，而这一点却是决定养殖

成败的关键性因素，并且在饲养过程中最难掌控。

在整个饲养过程中，要将气温、气湿和气流 3个

主要因素进行有效的调控，控制好温差并非容易的

事情，温差的产生通常有如下 3种情况。

1 自然温差

1.1 季节温差

一年当中，随着季节更替，气温也随之发生很

大变化。夏季，气温可高达 39 ℃以上，而冬季气温

可低至 -10 ℃以下，季节温差给饲养管理造成了诸

多不便和不良影响。

春季湿度较低、温差变化较大、多风，此时，通

风多以自然通风为主，适当使用顶风机和侧风机为

辅；夏季干热和湿热并存，饲养管理工作以防暑降

温为主，可使用水帘降低舍内温度；秋季温差逐渐

加大且初秋雨多风大，饲养管理上，初秋应以降温

为主，到深秋就要以保温为主；冬季气温逐渐下降

且干燥、有风，畜舍管理应以防寒保暖为主，防止由

于温差而形成冷风，控制舍温、保障畜禽正常生产。

1.2 气温日较差

在一天中，日出之前气温最低，下午 2：00左右

最高。一天中的气温最高值与最低值之差称为“气温

日较差”。气温日较差的大小与纬度、季节、地势、天

气、植被等有关，一般为 8~12 ℃。气温日较差对畜禽

生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当气温日较差超过

12 ℃时，猪群可能出现异常生理变化，高温时部分

猪只食欲减退、便秘、发热等，低温时仔猪可能出现

腹泻等症状；当气温日较差过大时（如 -12.2 ℃到

21.1~26.7 ℃），产蛋鸡产蛋量下降、蛋壳变薄、采食

量下降、体重减轻。

在养殖过程中，调整气温日较差是每一天都要

做的最具体的工作。只有不断的随环境温度的变化

而相应调整供暖设备和通风设备，才能最大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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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舍内温差，从而减少畜禽发病，保障畜禽正常

生产。阴雨天气要及时给畜舍供暖；雾天要保证机

械通风，并保证微风常通，不可捂棚；雪天过后要及

时清除畜舍房顶积雪，并适当提高舍温，慎重通风

（尤其是化雪时）。在这个过程中不要认为“冷一会

不要紧，热一会没关系”，要知道细节决定成败。

2 畜舍温差

畜舍按其四周墙壁的密闭程度不同，可分为封

闭舍、开敞舍或半开敞舍及棚舍。这 3种类型的畜

舍，因与外界隔绝的程度不同，畜舍内外温差存在

很大的差异。

1）封闭舍。封闭舍上有屋顶遮盖，四周有墙壁

保护，通风换气仅依赖于门、窗和通风管道，所以舍

内温度与舍外差异较大。封闭舍内实际温度决定于

畜舍的大小和高度、畜舍围护结构的保温能力、畜

禽饲养密度等。

在同一畜舍内，空气温度也不均匀。就垂直方

向看，因为热空气比重小易上升，一般天棚和屋顶

处温度较高，而地面温度较低。例如：保温较好的笼

养式育雏室内，一、二、三、四层的实际温度分别为

29.5、30.2、30.4 和 31.4 ℃，上下层温差不大；但如

果天棚和屋顶保温效果不好，则会出现相反的结

果。在寒冷的冬季，要求天棚附近和地面附近温度

差不超过 2.5~3.0 ℃，或高度每上升 1 m温差不超

过 0.5~1.0 ℃。就水平方向看，靠近门、窗和墙壁地

带的温度低，中央温度高，畜舍跨度越大，这种差异

越明显。严冬季节，要求墙壁附近和畜舍中央的温

差不超过 3 ℃。舍内气温的变化规律，对于设置通

风管、安置家畜等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初生仔猪怕

冷，冬天应尽量安置在畜舍中央。

2）棚舍。棚舍四周无墙、敞篷，夏季具有防止日

晒、减少太阳辐射和气流速度大的特点。冬季，由于

与舍外相通，防寒能力很差，舍内、外基本不存在温

差。只适用于冬季较短、寒流较弱的地区或饲养耐

寒性强的家畜。

3）开敞舍和半开敞舍。冬季保暖性能较棚舍

强，但舍内空气流动性仍很强，舍温随舍外气温的

升降而变化，实际上，同舍外的温度没有多大差异。

而在夏季，开敞舍和半开敞舍的通风情况比封闭舍

好，但不如棚舍。

3 畜禽个体温差

3.1 日龄温差

主要指畜禽随日龄的增长，自身对温度需求的

变化和畜禽自身产生热量的变化。这个过程要注意

两点：一是日龄增长的同时舍温应该缓慢下降。二

是当后期机体自身产生的热量能满足需要时，也不

要着急停止供暖（可适当加强通风），防止突然降温

造成应激。

3.2 体内外温差

畜禽自体温度与外界温度差别以晨间最明显。

晨间是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刻，此时，若猪突然接

触或吸入冷空气就会引起畏冷、打喷嚏等症状，抵

抗力下降而诱发疾病。这种温差都是管理人员人为

造成的，所以一定要加强饲养管理。

4 小 结

畜禽在历史进化中对气候环境建立了相当强的

适应能力，但在集约化养殖场，畜禽的适应能力反而

会明显下降。当环境温度突变时，可能产生温差应激

反应，出现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消化系统、免疫系

统等生理紊乱，抵抗力下降，在病原体的攻击下容易

致病和生长受阻而影响生产效益。任何动物的生长

都有其最适温度范围，如：育肥猪为 15~25 ℃，牛为

8~20 ℃，产蛋期的蛋鸡为 13~23 ℃。实践中，温差

对畜禽生产带来的影响远比超过适应范围造成的

损失严重，必须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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