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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逐渐加快，生猪养殖方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由中小规模养殖、散养养殖向着现代

化集约化方向转变，在动物养殖管理过程中更加注重养殖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然而尽管我国生猪养殖产业逐渐向着规模化方

向转变，但在养殖管理期间存在的问题仍然较多，尤其是在生猪

育肥养殖管理期间由于饲料搭配不合理，环境调控不当，严重影

响到猪群的增重，延长了生猪的出栏时间，使得养殖场的出栏率

大大下降，养殖成本显著增加，不利于提高养殖效益。新时期在

生猪现代化养殖管理过程中，就需要从诸多角度入手，保证饲料

搭配、养殖环境调控、疫病防控能够满足猪群的生产发育所需，

保证猪群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出栏要求，为实现高产稳产奠定

坚实基础。本文主要结合实际工作经验，探讨了提高猪出栏率的

技术方案，希望通过研究对广大同行有所帮助。

最近几年，我国生猪养殖结构调整力度不断加大，现代化生

猪养殖业逐渐向前推进，养殖规模呈现逐渐扩大的态势，已经成

为带动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增加农户经济收益的重要支柱。然而

随着养殖规模的逐渐扩大，饲养管理期间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也

日益凸显出来。生猪养殖管理期间，由于养殖户盲目的扩大养殖

规模，不注重做好品种的有效改良，所选择的生猪品种适应能力

相对较差，再加上缺乏科学的管理方案，不能够做好针对性的营

养调控和疾病防治，多种因素作用之下导致生猪的养殖周期大

大增长，出栏效率显著下降，经常会因为诸多不科学的管理因

素，严重威胁到猪群的健康生长发育，同时还会给多种类传染性

疾病的发生流行提供条件。因此在生猪养殖管理期间应该对引

起生猪出栏率下降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并注重做好

技术方案改进工作，如此才能显著提高猪群的出栏率，保障生猪

的质量和产量。

一、影响猪出栏率的因素

1、生猪的品种和类型

生猪的品种和类型对于生产、养殖水平以及商品猪的出栏

率的高低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当前市场上的生猪品种种类多种

多样，不同生猪品种的适应能力生产能力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根据脂肪含量的高低，可以将其划分成脂用型地方猪品种和外

来引进的优质产肉型生猪品种。脂用型的地方生猪品种适应当

地的气候环境，抵抗能力较强，但生长发育较为迟缓，饲料利用

率相对较高，增重较为缓慢，养殖周期较长。我国很多地区所养

殖的地方纯种猪品种在育肥养殖管理过程中，常常会因为养殖

周期较长，导致猪群的屠宰率显著下降，但是该类猪群的肉质口

感更好。当前以地方猪为母本国外引进的优良猪作为父本进行

二元杂交和三元杂交生产的杂交后代，能够显著提高地方猪群

的生产能力，日增重比地方猪群要高出了 20%以上，饲料的利用

率能够提升 9%~12%。这类猪群的养殖周期更短，产仔率更高，

尤其是产瘦肉率更高。所以在生猪养殖管理过程中，为了大大缩

短生猪的生育周期，主要以外来引进猪品种为主或者养殖杂交

种。

2、猪群的断奶重和出生重

正常情况下，仔猪的出生重和断奶重与育肥效果之间会存

在较大的正向关系。仔猪出生重越高，抵抗能力越强，生活强度

越好，身体素质越强壮，生长速度更快，饲料利用率更高，增重更

加快速。而断奶重越大育肥猪的出栏率也就会显著提高。仔猪在

生长发育过程中，生产能力和生长情况与母猪妊娠阶段的养殖

管理和营养搭配，以及出生之后的饲料补充密切相关，母猪在妊

娠阶段如果不能够做到科学配置饲料，合理搭配饲料，环境调控

不合理，环境当中存在诸多应急因素，就容易造成猪群生长发育

不良，给多种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流行提供条件，极容易造成母猪

在妊娠中后期出现流产现象，或者产下的胎儿较为瘦弱，生长发

育不良。另外仔猪出生之后不能够及时吃上初乳，吃足初乳，从

乳汁当中获得充足的免疫球蛋白，身体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差，对

外界的抵御能力不足，极容易引发消化道疾病或者呼吸系统疾

病，使得仔猪的成活率显著下降，即便是能够成活，也会表现为

生长发育迟缓，饲料利用率显著下降。为了提升仔猪的存活率，

就需要饲养管理人员从母猪的选择入手，注重做好母猪妊娠阶

段的针对性管理，确保养分供给充足，能够满足猪群的生长发育

所需。

3、营养调配

饲料的营养水平以及饲料的营养价值会对猪群的生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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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极大的影响。生猪的养殖周期较长，从出生到上市销售所需

要的营养物质多种多样，一旦营养调控不到，将会对猪群的生长

发育，尤其是生长速度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猪群来讲，在整个

生长发育阶段所需要的营养物质种类多种多样，而肌肉、骨骼并

不能够随着能量水平的高低而发生变化，主要是脂肪产生变化。

对于外来引进的优质猪群或者杂交育肥猪在养殖管理过程中，

必须注重日粮当中矿物质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添加，这些物质

对猪群的生长速度和饲料的消化利用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当前

尽管集约化规模化生猪养殖业，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

但很多养殖户在生猪养殖管理期间存在盲目扩大养殖规模，不

规范养殖的行为。由于养殖户过分的考量经济效益，饲料搭配不

合理，饲料的营养价值相对较差，经常会使用劣质饲料或者种类

较为单一的饲料，不能够做到多种饲料科学搭配，不能够完善日

粮组方，这对提高猪群的生产性能，提升生产效率产生了不良影

响，使得猪群的出栏率大大下降，猪群的生产性能不能够全面发

挥。

4、环境因素

为了满足育肥猪的生长发育所需要，要结合生猪的生长发

育特征，构建完善的养殖管理条件，一旦环境调控不当，将很容

易导致猪群出现严重的应激反应，甚至会给各种传染性疾病的

发生流行提供条件。猪在育肥养殖管理过程中，最适宜的生长温

度为 15~23℃，过冷过热都会严重影响到猪群的育肥效果，降低

增重速度。另外环境的调控会对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流行产生最

直接的影响。育肥猪在生产过程中很多养殖户为了扩大养殖规

模，增加单位面积内的商品猪的数量，导致育肥养殖密度相对较

大，环境突然恶化，粪便长时间堆积不能够得到有效的清理环

境，质量很容易恶化，有毒有害物质显著积累对猪群的呼吸系统

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极容易造成猪群的抵抗能力下降，诱发

多种类的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会进入到发病高峰

期。

二、提高猪出栏率的技术方案

1、科学饲养管理

①合理断奶分群

在生猪养殖管理期间，尤其是商品育肥猪饲养管理过程中，

一定要做好妥善有效的分群处理工作。在分群之前应该落实严

格的断奶制度，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渐过渡到断奶阶段，保证

仔猪能够更好的使用断奶环境，更好的采食和利用断奶阶段的

饲料，增强身体抵抗能力，保证整个猪群发育较为均匀。仔猪断

奶之后，应该构建针对性的养殖群体。一般情况下育肥猪采用群

养殖方式，这样能够充分的利用建筑空间和各种养殖管理设备，

提升生产效率，降低养殖成本，同时也能够利用同群之间相互争

夺食物，增进食欲，提高增重效果。在分群过程中一定要掌握猪

群的生活习性，要按照留弱不留强，拆多不拆少的原则将仔猪固

定在一个圈舍当中进行养殖，每群猪控制在 10~20头。在适宜的

养殖条件下，如果猪舍排便排污能力相对较强，每群的养殖密度

可以增加到 40~50头。对于新引进的育肥猪，原则上应该保持单

独隔离养殖，并进行针对性的观察，确保健康之后才能够混合养

殖。

②严格控制养殖密度

生猪育肥养殖管理过程中合理的养殖密度不仅能够显著降

低初期建筑投资效益，而且还能够避免因为猪群之间相互打架

都所造成的体表损伤，切实提高增重率和饲料的消化利用率。生

猪的养殖密度可以根据季节的变化，养殖场的实际条件进行综

合性的调控，例如进入严寒的冬春季节之后，每栏可以多增加

1~2头的育肥猪，在炎热的夏秋季节每栏可以减少 1~2头的育

肥猪，这样能够取得良好的育肥成效。育肥猪在饲养管理期间养

殖密度也会影响到猪群的日增重。适宜的养殖密度条件下要保

证每头育肥猪有 0.15~0.2m

2的活动空间，生长育肥阶段的猪群，

每头猪的生长空间控制在 0.8~1m

2。猪舍要保证安静整洁，减少

外界环境的刺激，保持温度适宜、通风良好，将病原微生物的数

量控制在最小程度，营造一个不利于病原微生物繁殖生长的条

件，同时应该保证有充足的饮用水供给，定期做好圈舍的常规消

毒。

③加强疫病防控

商品猪在生产过程中做好防疫驱虫和药物保健工作对保障

猪群健康生长发育，提高饲料的消化利用率有着很大帮助。当前

生猪规模化养殖模式之下传染性疾病的发生流行率逐渐升高，

外来传染性疾病的传入风险大大增强。所以一定要结合当前的

疫病流行特点，加强动物疫病的有效防范。新引进的生猪养殖场

要进行严格的隔离观察，并根据当地的疫病流行情况和养殖场

的免疫接种程序进行针对性的免疫接种。免疫接种之后，要注重

做好抗体水平的监测工作，防范传染性疾病的混合感染发生，并

且每次免疫接种部之后，由于机体会产生大量的抗体，蛋白质的

消耗量相对较多，如果不能够保证饲料的科学供给，将很容易造

成短期的营养不足，所以在疫苗免疫接种期间，一定要加强环境

有效调控，适当增加蛋白质饲料的添加量，并结合各类寄生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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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流行情况，进行妥善有效的寄生虫驱虫处理。育肥养殖阶

段一定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能够选择使用违禁的药

物，更不能够长期使用药物盲目的添加药物，要在遵循用药安全

规则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发挥药效，对猪群进行妥善有效的用

药保健处理，有效降低呼吸道疾病、消化道疾病的发生流行率。

2、科学饲料搭配

商品猪在生产过程中饲料的品质好坏将会直接影响到育肥

猪的生产周期，瘦肉型生猪生长速度较快，瘦肉率相对较高，因

此对日粮的要求更高，当前规模化养殖模式下，普遍存在着饲料

低，能量高蛋白，氨基酸不平衡的现象，要想提早出栏，必须做到

科学搭配饲料，要根据育肥猪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规律，做到科

学配置饲料，一般育肥猪在整个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是前期蛋

白质低，脂肪沉积前后高的规律，所以在生猪生长阶段可以将其

划分成小猪阶段，中猪阶段和大猪阶段，前期日粮蛋白质可以适

当增加，一般控制在 14%~18%，后期占日粮的 12%~14%，能量

饲料可以适当增加，这样能够使猪群快速生长更好的节约成本，

提高瘦肉率，提早出栏。此外在保证治疗营养全价的基础上，还

可以向其中添加适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氨基酸，这样能够弥

补生长速度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在饲料选择和饲料配置过程中，

要注意提高日粮的适口性，降低日粮当中粗纤维的含量。此外，

在日粮投喂过程中也应该明确饲料投喂方法。生猪育肥养殖阶

段饲料的投喂方法主要包括了自由采食和限制饲喂两种。自由

采食能够使猪群快速增重，胴体膘较厚，脂肪沉积相对较多，能

够节省更多的时间和劳动力。一般情况下，在生长育肥猪的前期

阶段可以让其自由采食，后期阶段采用定时定量投喂的方法，这

样既能够增加前期的日增重，又不会因为胴体脂肪积累太多，影

响到肉质品质。在日粮投喂过程中，应该尽量做到定时、定量的

原则，确定好猪群的每天饲料投喂次数和投喂时间，要保证饲料

使用的有规律，避免饲料投喂不定时影响到猪群的正常采食和

消化利用率。

3、改善猪舍环境

生猪育肥养殖管理过程中生长环境的调控是十分重要的环

节，要根据生猪生长发育阶段不同，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外界环

境和内部环境，维持合理的养殖密度，才能够取得理想的育肥效

果，提高生猪的出栏率。生猪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应该重点做好

猪舍卫生、温度、湿度的有效调控，猪舍的卫生与疫病的防控密

切相关，所以要必须做好猪舍的清洁工作。每天要定期对圈舍进

行清扫处理，及时清除圈舍当中的粪便尿液和残留的饲料。从仔

猪断奶开始训练起，定点采食、定点大小便，如果猪群没有在预

定的地点排泄，应该将其赶到预定的地点进行排泄，通过 2~3d

的引导，就能够形成定点排泄、定点采食的习惯。此外要控制好

圈舍的温度和湿度，根据季节的不同适当的调控圈舍的温度和

湿度。夏秋季节要注重做好圈舍的通风换气工作，确保及时将圈

舍当中的高温高湿气体排出，避免温度过高导致猪群出现严重

的热应激刺激，降低采食率，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而进入严寒

的冬春季节之后，外界温度逐渐下降，冷应激刺激很容易造成猪

的采食量增加，但是饲料的利用率显著下降，所以在冬春季节要

做好圈舍的防寒保暖工作，调控好防寒保暖和通风换气之间的

矛盾。在调控好圈舍温度的情况下，也需要加强环境湿度的有效

调控，猪舍内的湿度主要来自于地面水分的蒸发和猪呼吸产生

的水气。高湿条件下，病原微生物的繁殖速度较快，很容易给呼

吸系统疾病的发生流行提供条件，所以要根据养殖密度的不同

和季节的不同对猪舍的湿度进行适当的调控，一般情况下生长

育肥猪的空气湿度控制在 60%~80%。日常要加强猪舍的清洁和

严格的卫生消毒，及时清除圈舍当中的污染物，严格控制灰尘，

避免污染物和灰尘侵扰猪群的呼吸系统。

综上所述，在生猪养殖管理过程中，猪群的质量和产量会受

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加强，生猪的科学养殖管理能够显著提高

猪群的出栏率，缩短养殖周期，保证饲料投喂更加合理，营养供

给更加充足，充分满足猪群的生长发育所需，更好的推动生猪养

殖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此在现代生猪养殖业发展过程中，就需

要加强品种饲料的科学选择，强化猪群疫病的针对性防治，加强

养殖环境的有效调控，根据猪群的生长发育阶段的不同，构建科

学的饲养管理方案，保障猪群健康生长发育，切实提升猪群的出

栏率，保证养殖场的整体经济效益，促进生猪养殖业的可持续发

展。

（作者单位：471800 河南省新安县石井镇农业技术服务中

心；471800 河南省新安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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