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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猪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之一，为人类提供重要的食物与营养。
古人认为“猪乃龙象，主升腾之意”，肥猪拱门，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
有人说：希望有猪一样的胃口、有猪一样的睡眠、有猪一样的体魄、有猪一样的心宽。
猪，受到人类的喜爱。
我国是养猪大国，活猪存栏占世界存栏总数的47.6％，猪肉总产量占世界猪肉总产量的44.6％（2002年
），也是消费猪肉最多的国家。
我国的养猪业长期以来处于自然经济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养猪业虽有较大发展，养猪正向着集约化、工厂化、现代化的健康养猪方向迈进。
但是，“放牧养猪”、“泔水喂猪”、“养猪不赚钱、肥了一块田”，“养猪不赚钱、为了过个年”
的自然经济状态还随处可见。
以前图1至前图6和打油诗为证：无量山啊山无量，高速公路车繁忙，养猪进入工厂化，牧归猪儿照潇
洒，游人小店品土鸡，泔水喂猪油岌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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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饲料工业已经比较发达，专门研究饲料营养的机构及有关饲料营养的专著很多，生产饲料的大
、中型企业也不少，好的饲料品牌比比皆是。
但是，我们还是常常见到：一本小小的养猪知识小册子，除了猪品种、饲养管理、疫病防制⋯⋯之外
，还要介绍饲料种类、饲料营养、无机微量元素、有机微量元素、饲养标准、饲料配方等一些概念性
的东西。
一个百把头的母猪场、千把头的肥猪场也要研究饲料营养、自制饲料配方、自己生产饲料，不可行也
不经济。
因此，作者不主张每个养猪场都研究、生产自己的饲料。
养猪者只要根据自己所饲养的不同品种、不同用途以及不同生长繁育阶段的猪，选购一些大厂家的、
好品牌的、相应的产品，如开口料、乳猪料、生长猪料、公猪料、妊娠母猪料、哺乳母猪料、育肥猪
料等产品来喂猪，或选购预混料或浓缩料，自己照单加工成全价料喂猪就行了，基本能达到合理的营
养水平。
再说，中、小型养猪场一般也不具备人才、实力和设备进行饲料营养、配方的研究。
这是本书没有专门谈及饲料营养和饲料生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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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有生，云南省弥渡县人，1941年生，农业推广研究员。
曾任云南省曲靖地区畜牧兽医站站长，曲靖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兽药监察所所长，云南省原种猪场总
畜牧兽医师，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产业部技术总监。
现任云南省涵轩绿色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和云南省宣威通豪养猪场技术总监。

    1979年7月1 1日，首次在云南省师宗县发现中国动物蓝舌病。
曾主持水牛恶性卡他热、马鼻疽、马传染性贫血、羊梅迪一维斯纳病等多项课题研究，并获多项省、
部级一、二等奖和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先进个人。
主编《云南省曲靖地区畜禽疫病志》、《动物检疫检验彩色图谱》、《瘦肉型猪饲养管理及疫病防制
彩色图谱》等著作。
曾被评为省、地、市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和先进个人。
近年来主要从事规模化猪场的管理和猪病防制工作，对猪场的管理、生物安全、消毒、免疫程序和猪
的保健有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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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母猪应该按照其不同的生产阶段喂不同的饲料（1）后备母猪的营养目标。
保证小母猪的正常生长发育，保持乳房、卵巢、发育适中的种用体况，性成熟与体成熟平行发展，能
够如期发情。
4月龄体重为45～55千克，210日龄体重达120千克。
后备母猪喂后备猪料，喂量是：5月龄前敞开饲喂，6月龄以后适当限饲，每头每天喂2.6～3.2千克，配
种前两周加料催情，每头每天喂3.5～4.0千克。
（2）应特别注意怀孕母猪的饲养。
配种后至85天，高营养摄人将导致受精卵死亡、附植失败、乳腺发育不良。
这个时期胚胎主要是形成各种器官，生长速度慢，妊娠90天以前，胎儿只长至初生重的34％。
高营养摄人，母猪过肥，不利于受精卵着床、使空怀比例升高、产仔数减少。
这一个时期的高营养摄入还会使母猪产后乳腺发育不良、泌乳性能下降。
因此，母猪配种后的第一天就要改喂妊娠母猪料。
配种至妊娠85天，每头每天2千克料，不能多喂，多喂有害无益。
妊娠后期（最后1个月）是胎儿增长最快的时期，胎儿增重为初生重的66％。
因此，妊娠85～107天要增加饲料喂量，每头每天增加1.2千克，直到自由采食。
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体况差的母猪也可以从配种后3～30天内适当增加饲喂量。
因配种后的高营养摄入对母猪的副作用与其自身的身体和能量状况有关。
对体况较好的母猪，配种后的高营养摄人才会增加胚胎的死亡率；而对那些由于泌乳期间饲料摄入量
较少而体况较差的母猪来说，配种后2～30天内适当增加饲喂量不仅不会影响受精卵着床，还会降低胚
胎死亡率。
因此，在配种后30天内应根据母猪体况来调整饲料喂量。
妊娠母猪按预产期提前7天进入产房，进入产房后喂什么料有两种意见：其一，改喂哺乳料。
其二，继续喂妊娠母猪料，理由是改喂哺乳料母猪产后奶太稠，仔猪易下痢。
母猪产前3天可只喂精料20％左右，增加青绿饲料。
母猪分娩的当天，不要喂料，因分娩时母猪要努责、腹压较大，胃中料多，受到压力，对胃不利。
但要供给充足的饮水。
母猪产仔后改喂哺乳母猪料，并要增加饲料喂量。
产后头两天吃不了多少料，就少增加一点，产后第一天喂料1.5千克、加饮麸皮水，第二天喂2.5千克稀
料，3天后可随母猪食欲和哺乳需要逐渐加料，基础料2千克，每哺乳1头仔猪，增加0.5千克，直到7千
克。
哺乳母猪最好喂稀料。
母猪断奶前3天要减料，减至每头每天1.8～2千克。
目的是减少乳汁，减轻乳房的负担，断奶当天可以不喂料或少喂料。
母猪断奶后出产房4～7天，继续喂哺乳料，每头每天3.5～4.0千克，有利于再发情。
7天以后不发情者，就要换成大猪料。
（二）母猪体况评分母猪体况对繁育有很大影响，母猪过瘦或过肥都会导致发情延迟、产仔性能降低
、淘汰率增高等问题。
太肥的母猪到哺乳期没有很好的食欲，将导致母猪体重下降，延长断奶到发情的间隔，减少怀孕，减
少胚胎成活率。
母猪太瘦表现不抗冷、不发情或减少排卵。
因此，要评定母猪的体况，根据体况评定结果，确定母猪饲喂量（图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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