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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高效养猪技术》以节能减排、生态安全为重点，全面介绍了生态养猪的概念、品种选择、类型
、营养需要与饲料配合、饲养管理、猪场废弃物的处理及综合利用技术，生态养猪的疫病预防，生态
安全猪肉的生产和蚊、蝇、鼠、兽、鸟害的防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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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减少断奶的刺激 乳猪在3～4周龄断奶，目前采取的超早期断奶甚至更早，通
常是在1～3周龄进行。
这样母猪就能很快再次配种，从而提高年总产仔数和减少一些疾病的垂直传播。
断奶过早、母仔猪分离、饲料转换也会给乳猪的消化系统造成多种问题。
不同窝仔猪混养在陌生的环境中或者被送到其他猪舍断奶时，仔猪缺乏安全感，产生焦虑感，会出现
拒食、体重减轻。
一旦混群，仔猪便会为重新建立群体等级而发生严重的争斗。
过早断奶造成的心理压力会对乳猪免疫系统产生有害影响，使其更容易患病，因此这一阶段猪场会增
加抗生素的使用。
 过早断奶造成的心理压力还会影响仔猪的行为发展。
仔猪会继续尝试吃奶，而这会导致拱母猪肚皮和咬肚脐的情况，这些部位就会发炎和肿胀。
这些行为还可以演变为更有害的相互打斗行为，如咬尾。
自2006年起，欧盟禁止使用含抗生素的饲料。
为确保仔猪健康而又不使用抗生素，许多猪场正打算延长仔猪哺乳时间以降低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综
合征（PMWS）造成的死亡率，加快仔猪的生长速度、降低仔猪饲料成本、改善仔猪福利。
新的欧盟法规禁止28日龄前断奶，英国的平均断奶日龄自该新法规颁布以来有所增加。
在丹麦，断奶时间会推迟到4～5周龄之后，这是因为3周龄断奶对乳猪非常不利，乳猪的免疫系统此时
尚未发育完善，正处于最低潮。
另一方面，过晚断奶对母猪不利，母猪体贮减少，应对哺乳压力的能力亦会相应减弱。
为控制PMWS、猪皮炎肾病综合征（PDNS）和其他疾病，可采取限制混群、减小饲养密度、减小群体
规模、避免剪牙、提供良好的营养、改善空气质量，这些都是值得采纳的良好规范。
 （5）减轻免疫注射的刺激 免疫是仔猪经常面临的应激因素，一般在仔猪阶段需要接受常规免疫6～7
次疫苗接种，出生至70日龄保育期结束平均10天左右一次，是对仔猪一种频繁的刺激。
如猪瘟超前免疫：仔猪刚出生就打疫苗，打后1小时内不能吃奶。
有的场未经母原抗体水平检测就采取此种做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甚至是教条。
在这个方面需要提醒的是，规模养猪场，应该首先对母猪的抗体水平进行检测，如果抗体水平在保护
值以上，仔猪通过吃奶就能起到免疫保护，不需要超前免疫，应该等到20日龄以后，检测母猪抗体下
降后再行第一次免疫。
 免疫过程操作不当会给仔猪造成很大的刺激，如给仔猪免疫往往采取一手抓耳朵或尾巴，一手注射疫
苗，为了避免仔猪挣扎，下手狠、行为粗，经常给仔猪造成惊吓、划破皮肤，甚至将注射用针头断在
肌肉中，继而造成感染，严重时还会危及生命。
因此，为了降低免疫带来的刺激，集中免疫时可事先在饲料或饮水中加入抗应激的维生素类制剂，降
低应激敏感性，操作时动作应尽量轻柔，态度温和，减少刺激强度。
企业要做好猪群健康和各种免疫水平检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免疫程序，尽量减少免疫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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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高效养猪技术》内容技术先进，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可供养猪企业技术人员、养猪专业户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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