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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养殖技术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 
◆刘  锐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科技开发中心） 

 
摘要：自从我们的祖先将野猪驯化以后，养猪逐渐成为了我国养殖业中

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而养殖技术以及动物医学的大力发展使得规模化养

猪变成了可能。在猪的生产中应用规模化养殖技术不但可以有效提高猪

生产的养殖水平，还能提高养殖场的经济效益。对生猪进行标准化养殖

有助于现代养殖核心内容的实现，即生态化发展、高效化生产和科学化

管理，这也是我国规模化养殖技术发展的必经之路。本文针对标准化养

殖技术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进行研究和讨论，并提相应的策略和办法，

以期为读者提供有用的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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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猪被人类驯化以后，生猪养殖业就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进
步和发展，人类对生猪的养殖经历了人工自然养殖、散养、规模
化养殖等几个阶段。在散养阶段，生猪养殖是农民家中很重要的
家庭副业，但是在此阶段，由于生猪的养殖水平有限，所以对生
猪的饲养数量并不多，并且饲养周期较长，而出栏率并不高，对
自然环境的依赖性也比较强。同时，在生猪的散养阶段模农户对
生猪养殖相关的风险抵御能力较差，导致主生产的效益一般，收
入较低，很难满足人们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需求[1]。在养
猪生产中应用标准化养殖技术，可以提高养殖户抵御养殖风险的
能力，降低生猪养殖成本，有效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推动养猪
生产市场的发展。 

标准化养殖技术在养猪生产中的应用 
（1）猪场硬件建设 
良好的生猪养殖硬件设施可以有效提高生猪的饲养效率，在

减少生猪养殖疫病的同时降低了养殖成本。标准化养殖技术要求
养殖场要建设标准化的猪舍，并且配备相应的通风设置、温度调
节设施、消毒防疫设施、饲料加工设备、饮水系统、投喂设施以
及相应的环保处理系统等，这些系统和设施可以为生猪提供良好
的生长环境，并且有效降低疫病的风险。标准化猪舍的建造需要
采用砖混结构，圆木结构做屋顶，并在建造过程中运用隔热保温
的材料，以减少外部环境对生猪生长的影响。结合生猪生长的实
际需求，建议猪舍墙体的高度为 3.2 米左右，育肥舍和保育舍的
跨度建议在 10m 左右，而母猪舍的跨度则建议在 11m 左右[2]。 

（2）生猪杂交和人工授精技术 
人工授精技术可以将优良的种公猪的平直和生产性能运用

到极致，从而提高生猪的产量和质量。人工授精技术不但可以提
高母猪的受胎率，还能够有效避免生猪在自然杂交过程中传播各
种疾病的缺陷。除此之外，人工授精还可以利用母猪深部输精法
来有效的节省精液，将多优良头种公猪的精液混合，然后对母猪
进行深部输精，可以在效提高母猪产仔量的同时保障仔猪的健康

状态[3]。 
（3）科学饲养技术 
生猪在不同的生长时期对温度、营养的需求不同，因此，彼

岸准化养殖技术要求养殖户要根据生猪的大小、生长阶段以及不
同的体制进行分区饲养。在分区饲养的过程中，要对不同区的生
猪进行不同的饲料喂养，以保证所有生猪都能在不同阶段中健康
的发育和成长，并且能够有效保持猪生猪的整齐程度，提高母猪
的受胎率和产仔率。针对母猪的怀孕、分娩哺乳、空怀和后备三
个时期要进行不同饲养方式的喂养，空怀和后备期的母猪要将保
证发情和排卵作为本时期最重要的饲养目标，而处于孕期的母猪
则要充分保证受精卵能够在自贡的不同位置着床和发育，孕期的
母猪饲养是要注意让其处于一个相对安静的状态，避免高温对母
猪的影响，并且不要用刺激性饲料来死样孕期的母猪。另外，在
母猪分娩前一个月左右，母猪的体积会有一个较大程度的增长，
因此在此时要[4]加大饲料喂养量，保证母猪的营养供应。而在母
猪分娩前一周左右，要逐渐减少饲料喂养量。待母猪分娩后再次
增加饲料喂养量，一保证母猪有充足的乳制来喂养小猪仔。 

（4）猪场防疫与疫病的监测技术 
由于生猪养殖场的生猪密度较大，一旦有疫病发生便会形成

连锁反应，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标准化养殖技术要求生
猪养殖场的环境要进行定期消毒，并且要对生猪进行定期的预防
免疫。与此同时，要对猪的健康情况进行定期检测和实时观察，
发现有患病可能的猪要对其进行及时的预防和治疗。 

结语： 
标准化养殖技术作为生猪养殖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降低养殖成本和养殖风
险，有效推动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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