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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饲养管理与疾病防治措施分析

贵州省黔西南州农业农村局　邵吴霜

摘  要：生猪养殖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之一，有利于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状况。但是，在生猪的养殖过程中，容易受饮食、饲养环

境等因素的影响，生猪疾病的发病率，给养殖产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为了降低养殖业损失，减少疾病的发生率，应采取规范化饲养管理措施，对常见

的生猪的疾病进行预防。基于此，文章对生猪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措施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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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猪养殖业的发展，生猪饲养业的规模也日益扩
大，生猪饲养管理以及疾病防治面临严峻的挑战。这就需
要在生猪饲养过程中高度重视生猪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工
作，从而确保生猪养殖业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及生猪
养殖经济收益的持续增长。

一、生猪饲养管理原则
在生猪饲养过程中 , 需要做到“定位、定时、定量、定温、

定质”: ①定位 : 为了刚入栏的小猪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快速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需要对刚入栏的小猪进行及
时调教，定位其规范行为，从而方便后期生猪饲养管理工
作的顺利开展。②定时 : 保证生猪饲养时喂养时间固定，
不随意变更喂养时间，促进生猪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吃
得饱、睡得好、长得快。③定量 : 确保生猪饲养过程中严
格控制投喂量，不得过饱或者挨饿，这样才能提高生猪的
肠胃功能，提高生猪的食欲和消化率。④定温 : 出现气候
季节变化或天气温差过大时，需要对生猪环境进行科学控
温饲养，注意降温保暖。⑤定质 : 生猪饲养的饲料质量需
要稳定，饲料营养需要全面均衡。

二、生猪的饲养管理措施
（一）制定科学的管理规则

在日常的饲养管理中，必须指定严格的管理办法，为
生猪的发育提供良好的保障。坚持定时的检查，对于饲料
的选择要保证良好的质量，不能频繁更换饲料，根据饲养
地区的气候调节猪舍的温度，防止温差导致猪出现患病情
况，严格控制饲料的喂量，不能过量喂养。

（二）记录生猪发育状况
生猪的不同生长阶段需要改变饲料结构，必须对生猪

的发育情况进行严格的记录，在乳猪投入猪舍后要逐渐减
少代饲饲料，防止突然的饲料变化导致出现的应激反应。
在后期要保证生猪的饮水量，饮水量的不足会导致生猪的
食欲下降，影响生长情况。

（三）加强卫生管理
保障猪群圈养环境的卫生情况，也是一项重要的防疫

措施，养殖人员需要定期做好圈舍的清扫与消毒，进行排
污及通风设备的安装，保证猪舍通风质量及向阳情况，促
进环境干燥，杜绝细菌微生物的滋生，若外来人士进出猪
场，必须要做好消毒工作，另外，根据生猪的生长情况，
还需适时调整圈养密度，以确保其的疫病发病率不断降低。

（四）分群管理和分栏饲养
根据生猪的成长发育环节和生长特点的不同，需要对

生猪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群管理。根据生猪的养殖用途和性

别、年龄、强弱、体重进行合理分栏饲养，将不同生长时
期或者不同用途的生猪单栏喂养，如母猪处于怀孕期要单
栏饲养。

（五）落实疾病监测
疾病监测是疾病防治重点，该工作主要需要做好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生猪圈养过程中，在做好日常保健的基
础上，还需要定期进行疾病检测。第二，及时做到各类多
发疫病的防疫、检疫，并针对生猪粪便检查其是否含有虫
卵。第三，根据养殖区域内生猪的疾病经历、死亡情况、
免疫及驱虫工作、生猪圈养卫生环境等因素做好流行病学
检查，以此真正实现“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治
目的。

三、生猪疾病流行特征
（一）传染病占据主要地位

我国的生猪饲养部分还处于农村棚舍养殖阶段，养殖
户大多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养猪知识培训，也不具备标准化
饲养管理的相关专业技能，养殖场没有制定有效的免疫程
序。养殖场猪群发病，未到专营兽药店取药，甚至存在滥
用假、劣兽药的情况。甚至还出现养殖户把抗生素药物与
消毒药一起投喂给发病猪的现象，使猪体内的病原微生物
耐药性增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传染病的发病率。不
仅如此，许多养殖户采取不科学的免疫措施，使猪在免疫
的过程中严重损伤自身器官、系统，或者养殖场环境卫生
较差达不到国家标准要求，这些都会提高传染病发病率，
像是猪丹毒、口蹄疫、猪蓝耳等均是发病率极高的传染病。

（二）新型疫病种类越来越多
生猪养殖模式由农村棚舍化向标准集约化、规模化的

转变，生猪养殖行业市场经济的建立，交通、交流模式的
逐渐增多，为生猪疫病的流行及暴发创造了客观条件， 导
致一些疫病再感染和复发，如伪狂犬病、传染性萎缩性鼻
炎、仔猪大肠杆菌病、链球菌病、布氏杆菌病、流行性乙
型脑炎等。此外，许多新型的疫病也不断被发现，甚至
从国外传入许多疫病，如非洲猪瘟、变异蓝耳病毒、变异
PEDV、猪圆环病毒 3 型、戊型肝炎病毒、副猪嗜血杆菌病、
猪附红细胞体病、变异猪呼吸道冠状病毒、新型 H1N2 猪
流感病毒等。这些疫病在许多标准化猪场发病率很高，新
型疫病的流行与爆发给养猪业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

（三）呼吸道疾病日益严重
养殖场为了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追求高密度、高效

率生产，饲养密度过大，粪尿等污物排出量增多，导致舍
内有害气体 H2S、S02、NH3 等浓度加大，舍内温湿度高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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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大量病原微生物滋生，猪只极易患呼吸系统疾病。如临
床上由细菌、病毒、环境应激和猪机体抵抗力下降等因素
导致的综合性病症，俗称猪呼吸道

疾病综合征（PRDC），是由饲养管理（猪舍潮湿、通
风换气不良、空气有害气体过多、卫生条件差、温度变化
大等）和环境应激（饲养密度大、猪群混养等）因素引起的。
猪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30%~80%，死亡率 5%~30%，是养猪
疫病防治中的突出问题。

（四）非典型性疾病增多
生物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猪疫病控制生物免疫药品的研

制，为生猪疾病防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生猪疾病传播
的控制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生猪的不断流通带来
的环境改变（地理条件，气温，湿度等变化）和免疫程序（产
生耐药性）的影响，许多流行病原体出现新变异株，其毒
力和传播能力发生改变，许多生猪疾病呈现出非典型化的
病理特征，这直接导致生猪疫病呈现温和性和非典型改变，
疫病发病症状不明显甚至消失，如非典型性猪瘟，即亚临
床猪瘟。临床症状与解剖病变均不典型，发病率与死亡率
较猪瘟显著降低，病程长，新生仔猪感染率和死亡率较高，
成年猪一般症状不明显，怀孕母猪感染可出现流产，胎儿
干尸，死胎及畸形胎等。病原微生物变异现象一旦发生，
毒力发生改变，对生猪饲养产生严重的威胁，在很大程度
上增加了生猪疾病预防诊治的困难。

四、生猪疾病防治措施
由于我国在生猪养殖方面大部分都是采用农村棚舍饲

养，养殖户大部分是凭借自己的养殖经验进行养殖，并未
进行专业系统的生猪饲养知识学习，导致养殖场在生猪饲
养方面不能通过科学有效的免疫措施来预防生猪传染病的
发生。部分棚舍养殖场卫生环境条件较差，这也增加了生
猪传染病的发病率。对生猪养殖危害较大的传染病有猪蓝
耳病、猪瘟、猪丹毒、新型疫病和非典型性疾病等，这对
生猪疾病防治措施提出了专业规范的要求。

（一）猪蓝耳病
猪蓝耳病曾被称为猪流行性流产和呼吸综合征。猪蓝

耳病是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呈地方流行性。蓝耳病的
防治措施需要做到以下 4 点 : ①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建
立稳定的种猪群，不轻易引种。②建立健全规模化猪场的
生物安全体系，保整生猪生长卫生环境适宜。③定期对猪
群中猪蓝耳病感染状况进行监测， 以了解该病在猪场的活
动状况。④关于疫苗接种，虽然灭活疫苗的免疫效力有限， 
但从国内市场和安全性考虑还是可以给在感染猪场中的生
母猪进行免疫接种。

（二）猪瘟
猪瘟又称经典猪瘟，是由黄病毒科猪瘟病毒属的猪瘟

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 发热、接触性传染的传染病。猪瘟
在自然条件下只感染生猪，具有高度传染性和致死性，为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所列的 A 类 16 种法定传染病之一。猪
瘟的防治措施需要做到以下 3 点 : ①免疫接种，定期开展
免疫监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方法开展免疫抗体监
测。②及时淘汰隐性感染带病毒种猪， 坚持自繁自养、 全
进全出的饲养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杜绝传染病的发生。③
做好生猪养殖棚舍的隔离、卫生、消毒工作，减少猪瘟病
毒的侵入。

（三）猪丹毒
猪丹毒病又称“打火印”，是由猪丹毒丝菌引起的一

种急性、热性人畜共患传染病。猪丹毒病多成散发或者地
方流行，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炎热多雨季节多发。猪丹
毒的防治措施需要做到以下 3 点 : ①将个别发病生猪进行
隔离，在饲料中拌药食用进行治疗。②如果生猪群中不断
发病，需要采用免疫接种预防，或者预防性投药拌料使用。
③降低应激，提高猪群免疫力，生猪生长环境应适宜，天
气突变或环境温差过大时需要在饲料中添加抗应激药物和
提高免疫力的营养物质。

（四）新型疫病和非典型性疾病
随着生猪养殖业的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市场上生猪

养殖流通渠道也逐渐增多，从而提高了生猪感染病和发病
率，同时由于生猪运输条件、生长环境等各种不同因素的
影响，导致很多生猪感染新型疾病，如仔猪大肠杆菌病、
链球菌病、 变异猪呼吸道冠状病毒等。新型疫病的发生导
致部分生猪养殖场面临生猪大规模感染，给养殖户造成很
大损失。

（五）其他疫病
预防生猪呼吸道综合征，可通过在饲料中添加适量的

支原净、金霉素、多西环素等药物，持续喂养 1 周，可达
到较好的防控效果 ；预防饲料中霉菌毒素的扩散，可通过
在饲料中添加霉菌毒素吸附剂进行。同时注意对生猪养殖
场地的清理、打扫与消毒，具体可采取 0.2% 的火碱冲洗
圈舍进行消毒，也可喷洒 0.2% 的过氧乙酸进行喷雾式消毒。
生猪投入圈舍前，还要使用甲醛、高锰酸钾等进行熏蒸实
现对圈舍的消毒。

五、结束语
生猪饲养管理中的疾病情况严重影响着养殖效益及人

们的食用健康，因此养殖人员必须要做好饲养管理以及疾
病防治，进而为市场提供群众所需的安全猪肉，推动生猪
养殖行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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