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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技术的应用，针对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区

别，四川境内的不同地区气候条件也不尽相同，对待生

猪养殖技术的应用也需有所侧重。如广元地区相对气候

湿润，由于所处地带为南北过渡区域，其兼具南北方气

候特征，既具有南方湿润气候特征，又具有北方的艳阳

高照特点。不仅如此即使是广元市内也分南北，且气候

存在一定不同，如境内南部冬冷夏热、北部冬寒夏凉，

因此在具体运用生猪养殖技术时，应该注意与温度有关

各项条件的满足，需结合地区气候特点适当调整，以达

到无公害养殖目的。如生猪养殖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

项内容就是周围环境条件的限制，环境卫生条件、气温

以及通风条件等，都对生猪养殖有着重要影响，广元旺

苍县属市境内北部区域，气候具有冬寒夏凉特点，且秋

季降温速度较快，需要在环境卫生处理及消毒工作中，

应注意具体药物等的使用，保证在适宜气温条件下，合

理选取药物种类，达到最高卫生及消毒处理效果，具体

相关情况在下面内容中会更为详细的叙述。

一、无公害生猪养殖技术的应用

无公害生猪养殖技术的应用，对当前生态环境改

善、平衡以及生猪市场发展的合理性等，均具有重要保

障意义。但是对于相应技术的有效应用，还需从技术内

容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有效的了解，继而保证在充分了

解、有效运用的基础上，实现生猪养殖效益最大化。

（一）选场及布局

生猪养殖场地的选择非常重要，场地周围的生态条

件是否达标，场地内是否具备天然的日照、通风以及排

水条件等，都是影响场地建设及生猪养殖的关键因素。

如周围是否存在化工厂、皮革厂等，会影响周围空气质

量、环境质量。养殖人员在对此提起高度重视的情况，

还需注重结合地区实际情况予以合理选择。通常情况

下，生猪养殖的场地会选择地势高且相对干燥、背风向

阳、排水性良好的地方，最好是略带斜坡，附近水源充

足且干净卫生。

在场地布局方面，需注意合理规划场内交通线路，

便于粪便运输、清理，且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明确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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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分布的作用，便于空间管理。一般养殖场内均设有

生活区、生产区以及管理区和隔离区等，棚舍的建造，

需依据生猪的体量及年龄、性别等进行，方便有效安排

养殖密度。如通常情况下棚舍内部净高在 2.5m上下，

棚舍宽度在 4m左右，舍间距离在 10m以上（一般不超

过 15m），具体设置还需依据生猪实际情况予以合理安

排，标准上下可调。

（二）引种及观察

引种是生猪养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处理不

当容易引起疾病大面积感染，影响生猪质量。因此，

在引种环节应该注重对引进品种进行防疫检测、隔离观

察，确保引进生猪，符合相应防疫标准，不会对原有猪

群造成不良影响。一般情况下，养殖户为最大限度保证

生猪安全，在引种环节，往往采取自繁自养方式进行，

但仍有一些特殊情况下，需要从外引入，如自养生猪品

质不佳或者生猪存在疾病风险等。因此，还需重视具

体引种工作、防疫检测等的落实，适当通过隔离观察等

（一般隔离观察 45d左右），依据国家相关规定GBl6567

标准，明确其是否携带病菌、是否符合引种要求等。

（三）饲喂及管理

生猪养殖过程中，另一重要环节就是饲喂过程，对

饲喂条件的满足、饲料种类选取以及饲喂方式适切性等

深入对比、分析，最终依据生猪生长具体需求予以合理

规划、管理。

以仔猪阶段饲喂为例，需要区分是否为人工辅助出

生，若为辅助出生，则需在出生 1h内，保证其吃够初

乳，随着仔猪日龄增加，出生在 2 ～ 3d，为其固定乳

头，如体量轻地放在前排、体量大放在后排等。至 5日

龄后，可以训练其饮水，7日龄后引导开食，20日龄

后，全面开食等。在其全部开食后，饲喂全价配合料，

日次数控制在 5次左右，至 35日龄彻底断奶。温度对

仔猪进食具有一定影响，这一过程还需为仔猪生长提供

可靠的棚舍环境，如温度方面仔猪日龄不同，所需温度

条件略有不同，7d内一般需要 30℃左右，上下不超过

2℃；8d以上至 35d，一般需要 25℃上下，通常下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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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4℃、上不超过 28℃。依据广元旺苍县地区的气温

条件来看，初冬季节一般温度在 20℃以下，这并不符

合仔猪生长温度需求标准，可以适当选择以保温箱的方

式，满足其生长温度条件。

（四）卫生及消毒

养殖场内的卫生环境及消毒工作是否落实到位等，

都是影响生猪养殖的关键因素，养殖人员还需在充分

认识的基础上，有效规划卫生管理及消毒管理工作，最

大限度保证养殖场内卫生环境良好。如建设专业粪便处

理管道、化粪池、废水处理设施等，做好相应防渗漏工

作，方便对场地粪便进行集中处理、无公害处理。

除此之外，在消毒方面同样需要进行合理规划，

科学制定消毒制度、计划，对消毒周期、消毒流程以

及消毒注意事项等内容予以明确，并严格按照相应计

划进行。针对消毒剂的使用也要注意落实“无公害”

原则，考虑消毒效果的同时，也要考虑过量对环境产

生的影响问题，合理选用消毒剂类型，依据棚舍布局

规划使用量。如次氯酸钠（NaClO）消毒剂、过氧乙酸

（CH3COOOH） 消 毒 剂 以 及 戊 二 醛（C5H8O2） 消 毒 剂

等的使用，应该注意药物浓度、温度条件满足等，确保

其最大限度发挥消毒作用，又不至于对周围环境造成

影响。如相关文献报道：温度在 25 ～ 65℃情况下，以

500 ～ 1500mg/L的过氧乙酸对枯草杆菌黑色变种芽孢

作用 30s，实验结果证实，在相同浓度条件下，温度升

高，杀菌效果增强。由此可以看出消毒剂使用与环境温

度之间关系密切，为最大限度提升杀菌效果、减少药物

使用，应该注意满足其使用条件。广元地区气温普遍偏

低，生猪养殖过程中，场内消毒工作的开展，应该注意

依据不同季节气温特点，采取相应措施满足消毒剂温度

条件，合理安排消毒工作。

（五）病害及防控

生猪养殖过程中，重要的环节还包括病害防控，结

合地区病害特点，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有效防控非常关

键，是保证生猪健康生长、生猪品质的关键。具体可从

防疫方面入手，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式进行。如

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动物免疫法》）制定防疫流程、防

疫周期，适当进行免疫接种工作。

在“无公害”原则作用下，还需考虑从养殖环境，

饲喂条件以及卫生消毒等多个层面予以保证，依据《饲

料卫生标准》确保生猪生长环境的可靠性，除此之外还

需充分考虑生猪养殖过程中，各类药物的应用，依据

《药物饲料添加剂使用规范》对饲料内药物含量予以充

分保障，选择合格饲料产品予以使用。结合《兽药管理

规定》等，防止用量超标等。对进出人员以及车辆进行

卫生检查、消毒管理，防止携带病菌者入内造成生猪

感染。

二、无公害生猪养殖技术应用意义研究

无公害生猪养殖技术的应用，不仅对生猪养殖户产

生经济方面的影响，更对周围生态环境以及国家环保目

标制定、落实等产生相应的影响。

（一）促进附加值的快速增长

产业附加值合理提升，对整个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影

响性，生猪养殖产业同样如此。相比于传统生猪养殖，

无公害生猪养殖技术应用，可以在保证生猪品质、猪肉

品质的同时，在价格上占据一定优势，绿色无公害产品

更受人们欢迎。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对无公

害产品的需求水平也在逐渐升高，这在无形中刺激了生

猪市场的发展，在产业结构逐步调整的情况下，无公害

生猪产品市场经济效益水平持续提升，且在其符合绿色

环保理念的同时，有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二）有利于促进农畜产品出口

农畜产品出口量巨大，且在整个出口总量中占比较

重。出口产品的质量保证几乎是打开销路的唯一通道，

借助无公害养殖技术，提升生猪品质是保证其出口销量

的关键。且在出口要求严格的条件下，无公害生猪养殖

技术的应用会得到进一步促进，占据更大市场面积，对

整个行业发展也会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促使生猪行业

健康发展。

（三）有利于树立国家环保新形象

近年来国家一直致力于生态环保工作的开展，对待

生态环境保护态度坚决。无公害养殖技术的应用，是响

应国家生态环保号召的体现，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减少

对环境的污染，是对国家履行国际公约、环保职责以及

义务的具体表现。因此，该项工作开展，有助于进一步

提升国家的环保形象，促使国际对中国“环保理念”有

更加全面的认识。

三、无公害生猪养殖技术推广策略研究

无公害生猪养殖技术应用，对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

品质需求、整个行业发展及市场环境建设、国家环保形

象等具有重要且积极作用体现，有上述内容已经形成较

为深刻的认识。由此也可以看出对技术进行有效推广，

确保全面落实无公害技术应用的重要性。

（一）强化认识程度

进一步提升认识程度，能够跳出经济层面，从更加

广阔的视角，认识无公害生猪养殖技术的应用，是促使

技术得到有效应用、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推广活动中，

首先应该注重转变人们对生猪养殖的认识，将传统养殖

技术与无公害养殖技术进行对比分析，以此认识该技

术应用的可靠优势，为后续具体推广工作的开展奠定

基础。

（二）拓展推广途径

现代技术推广方式已经不再局限于面对面传递，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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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借助相应的网络科技、信息技术等，合理建立

相应的推广平台，对技术的研发过程、技术使用方法以

及技术应用效果等予以明示，促使更多人在了解技术先

进性的基础上，主动选择使用该项技术。如借助新媒体

平台，创建官方账号，账号内设计播放技术相关内容，

且能够借助互联网设置官方网站，方便各界需求人士对

技术进行了解。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在平台内发布与

生猪养殖日常管理相关的科学小技巧等，吸引养殖户注

意，增强客户黏性等，以此提升整个技术推广效果。

（三）强化人才培养

专业推广人员的培养非常重要，其是否充分了解当

前的市场环境，是否了解并具备推广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是否对技术使用具备充分认识，都是影响推广效

果的关键。部分推广人员同时兼具技术职能，能否在推

广活动中，为养殖户提供可靠的技术指导服务，也很关

键。因此强化对推广人员的专业能力培养、综合素质培

养，是提升推广品质、推广效果的关键。具体可以借助

“业绩考核”等方式，对推广队伍予以优胜劣汰建设，

经过层层筛选后，对达标人员进行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

训，促使其专业水平提升，同时要附带更多了解技术相

关内容，保证能够在推广过程中，更好地为养殖户讲解

技术原理、使用方法及使用效果等，为推广实效发挥提

供保障。

（四）建立示范基地

示范基地现阶段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推广方式，且

其所产生的实质效果更为明显。通常情况下，可以选择

在生猪养殖密度较高的地区，依据养殖场地整体布局情

况，结合当地的生态条件等，合理选址建设，最大限度

保障为周边养殖户提供技术便利。

在示范基地，会选择试验性应用无公害养殖等技

术，为周围养殖户提供技术应用参考，明示养殖过程中

选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作用体现等，方便养殖户观看阅

读。养殖户一般会在示范基地带动下，积极选择使用无

公害技术。且在地区做好基层推广工作的同时，大幅提

升整体的推广效果。如技术推广人员深入一线养殖农户

家中，了解其养殖诉求，结合农户实际情况，为其推荐

相应的养殖技术等，并依据农户的文化水平、理解程

度，合理选择推广手段，帮助其更好地了解技术使用方

法，提升技术应用效果。如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或者更

加直观的方式等，讲解、演示技术应用过程，帮助养殖

户理解和使用，整体提升技术推广效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猪养殖过程中，无公害技术的应用对

整个生猪养殖具有重要影响意义，在生猪产量、质量以

及对环境影响性等方面均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体现。技

术人员在研发技术产品过程中需充分考虑各方面影响因

素，且养殖人员在具体的养殖活动中也应该密切关注周

围环境对此的影响，继而方便其在满足生猪自然生长条

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划、养殖，确保整体的

养殖水平及养殖质量，保证生猪产量、质量双向提升，

且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破坏，整体保证生猪养殖品质。

如上述内容中提及养殖场地的选择、引种过程中对于种

猪的甄选以及对生猪养殖环境的改善，满足其日照、通

风以及排水等多项需求，严格注意环境卫生及消毒工作

的进行，确保整个养殖过程均能够在绿色无公害的条件

下进行。针对这一技术的推广应用也不应松懈，而是应

该进一步拓展推广途径，促使推广水平、推广效果持续

提升，确保整个推广工作得到有效落实，切实为技术的

普及应用提供可靠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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