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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经济市场对猪肉需求逐渐扩大，给养殖业带来广阔

的前景。生猪养殖行业体系中，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

养殖技术，都需要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结合养殖过程

中生猪出现的各种疾病，及时做好相应的防治工作，这

对于增强生猪体质、防止疾病、提高肉质、带动效益具

有重要意义。本文包括生猪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两大

内容，希望能给生猪养殖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生猪饲养管理
1.1 制定科学系统的管理准则

整个生猪饲养过程烦琐复杂，涉及各方面内容，需

要坚持定位与定时相结合、定温与定质相结合基本原

则。生猪饲养管理，具体来说，就是抓“五定”（定位、定

时、定温、定量、定质），这旨在规范生猪吃、拉、住等方

面的行为。

1.1.1 定位与定时相结合
定位：对于刚入栏的小猪，考虑到其对周围环境不

适应的特点，需要在第一时间内为其创建良好的生活

环境，期间应根据小猪的特性，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教，

促使小猪养成较好的行为习惯，这对于今后的生猪饲

养管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定时：定时主要是指生猪饲养中的喂养时间相对

固定，无特殊情况不建议随意更改，否则会打乱生猪的

生活习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生猪的生长。针对

生猪采取定时饲养管理的方法，有助于生猪吃得饱、睡

得香、长得好[1]。
1.1.2 定温、定量与定质相结合

定温：围绕生猪做好降温或保温工作，一年四季温

差较大，温度较低时，注意给予生猪升温保暖；温度较

高时，应及时进行合理的控温饲养。

定量：在生猪饲养中禁忌过度的喂养，投喂量太多

或太少，时间较长就会损害其肠胃功能，降低效率，对

此应把握好生猪的投喂量，坚持好定量这一基本准则，

这对于维护生猪的食欲十分必要。

定质：关于喂养生猪的饲料，需要做到饲料营养全

面均衡，也就是说，生猪饲料的质量，需要注重稳定性，

做好生猪饲料的保质保量。

1.2 管理措施分析
1.2.1 饲料控制和体重管理

生猪生长过程分为不同阶段，每一阶段都需要不

同的营养，若是采取单一饲料来饲养的方法，无法满足

生猪生长必须的营养物质，建议将单一饲料的操作模

式转变为分阶段、加强全价配合饲料的做法。控制生猪

喂养饲料时，改稀料为湿料或干料，既能增加生猪食用

量，又能提高其咀嚼能力。当然，整个生长过程中，也需

要分阶段做好相应的体重管理，通常来说，生猪体重不

宜超过 140~155kg，体重超标时，需要及时做好生猪后
续的出栏工作。

1.2.2 分群管理和分栏饲养
结合生猪的成长发育过程，考虑到生长特性的差

异，应及时做好相应的分群管理工作。一般来说，生猪

分栏饲养主要考虑性别、年龄、体质、用途等，生猪的每

一个生长时期，都应给予适宜的生猪单栏喂养操作。比

如，如果处在是怀孕期的母猪，一定要于第一时间内将

母猪进行单栏饲养[2]。分群管理和分栏饲养，简称为抓
“两分”，按照生猪各自特点，进行适宜的分栏、分群管

理方法，尤其要注意其中的饲养密度。

摘 要：本文围绕生猪饲养管理工作和疾病防治内容展开研究，首先全面分析了生猪饲养管理工作，
特别是生猪的日常管理和指导；其次阐述了关于生猪的一些常见疾病，如猪瘟、猪蓝耳病、猪丹毒等，最
后探讨了关于生猪疾病的防治措施，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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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加强生猪饲养日常管理
关于生猪饲养工作，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做好日常

管理工作，坚持精心、精细、科学、规范的做法。为促使

生猪快速健康生长，切实提高质量，建议给生猪补充适

量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这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疾

病发生率。环境管理是生猪日常管理中的重要一环，更

是生猪生存生活的第一要素，整个养殖场的环境，关乎

到生猪的健康，特别是创建的猪舍，整个圈舍的密度不

宜过大，其内部环境要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且温度、

湿度应持续处于相对均衡稳定的状态。此外，生猪养殖

棚舍的打造，需要与居民生活区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不

仅会带来噪音污染，还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用水的水

质。当然，生猪养殖过程中，既要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又

要优化饲养管理，无论是环境、饲料，还是饮水供应，都

要坚持做好管理细致，每个阶段应全力执行全进全出

原则。

关于生猪饲养日常管理，简单地说，即为要抓“三

改”、抓“三改”包括改造单一过程为多阶段，其中从单

种饲料转变为全价配合饲料；改喂稀料为湿料，以此增

强生猪采食量和咀嚼能力；改生猪喂养的体重标准，禁

忌一味地增强体重，控制其标准体重（一般在 90~
110kg）。
2 生猪疾病及防治措施
2.1 猪瘟

猪瘟主要由猪瘟病毒产生，是一种可发生在猪全

身的高度传染病，有着急性、热性、接触性的特点，氛围

急性型、亚急性型、慢性型、温和型等类型。猪瘟多为发

病急的特点，其表现为高热稽留、全身泛发性出血等特

点。猪瘟流行甚广、有着较高的发疯率和病死率，疾病

传播路径包括消化道和呼吸道，造成的危害较为严重，

特别是感染此病后的妊娠期母猪，经胎盘垂直感染胎

儿，加大胎儿及猪仔病死率。猪瘟一年四季中均可发

病，可广泛流行于各地区，一旦产生此病，给养殖行业

带来的危害较大，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被人们称之为

养猪业中最具威力、最为严重的传染病之一[3]。
对于猪瘟疾病的防治在生猪养殖是关键的一环，

需要坚持以下 3点预防原则：①免疫接种。定时定期在
生猪群体中展开免疫监测，免疫监测方法主要有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法，该方法快捷高效，有着较高的应用

率。②淘汰具有感染性种猪。日常生猪养殖和管理中，
应做好对猪瘟的防治，及时将具有隐形感染带病毒的种

猪淘汰掉，建议采取自繁自养的实验管理方法，这种全

进全出的饲养模式，能够有效杜绝传染病的产生。③日

常消毒、卫生清洁及隔离防护。除了给予生猪良好的生

长环境外，还要做好相应的卫生、消毒及隔离工作，既

能促进生猪养殖业的发展，又能降低猪瘟病毒的侵入

率。猪瘟病没有特效药治疗，人们比较推崇特异性治疗

方式，主要对病猪采取注射血清、球蛋白等药物的方

法，以此增强生猪的抗病毒能力。

2.2 猪蓝耳病
猪蓝耳病又叫做猪流行性流产和呼吸综合征，这

是一种具有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具有地方流行性的特

点。该病的潜伏期较长，有急性型、慢性型、亚临诊型三

种类型，此病只会产生在猪身上，对其他饲养动物无传

染性，无论是日龄不同，还是品种差异的生猪，都有可

能感染这种病，尤其是猪仔（日龄 1月内）和妊娠母猪
均是极易感染的群体，可分为以下 3种类型：①急性
型，发病后生猪表现为食欲下降、发热、呼吸困难等，母

猪流产率较高，猪仔（1月龄内）存在食欲大幅度减退、
体温急剧上升、腹泻严重。②慢性型，短时间内生猪的
身体情况无异常，随着时间的推移，猪群生长速度缓

慢，母猪生产性能降低，对外界环境抵抗力差，还会引

发相关病毒性疾病。③猪蓝耳病，感染后的生猪主要表
现为不发病的特点，其血清学抗体阳性（阳性率 12%~
85%），为 PRRSV持续性感染。
对于猪蓝耳病的防治，建议采取下面 3点做法：

①免疫接种。采取免疫接种的方法，降低猪场中生猪感
染率。②打造猪场的生物安全体系。采取自繁自养的方
式，创建一套科学系统的生物安全体系，确保生猪良

好的生活场所。③日常监测。为防止猪蓝耳病出现，日
常需要生猪猪群的生长情况做好监测，便于及时掌握

好猪场的活动状况。如对于控制猪蓝耳病，比较稳妥高

效的方法是复方花青素、牛磺酸、阿司匹林拌入饲料。

2.3 猪丹毒
猪丹毒俗称“打火印”，主要是由猪丹毒杆菌诱发，

是一种急性、热心人畜共患传染疾病，包括急性型（呈

败血症症状）、亚急性型和慢性型三种类型。急性型发

病较快，猪丹毒多为急性型。亚急性型临床表现有生猪

皮肤产生若干紫红色疹块。猪丹毒作为一种急性传染

病，有着广泛的发病范围，全球各地均可产生此病，特

别是急性败血症导致的生猪病死率可高达 85%，经过
救治不死的生猪，逐渐转变为疹块型或者是慢性型，但

病毒危害性仍较高，需要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治方法[4]。
对于猪丹毒疾病的预防，建议采取以下 3点做法：

①隔离防护。对于个别病变猪，及时将其隔离，除了采
取疾病治疗方法，对于药物的服用，建议对生猪采取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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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拌药食用的方法。②免疫接种。若是猪群中不断有
病变猪出现，既要将病变猪隔离，对于其他未见病变的

生猪猪群，又要做好预防疾病的工作。围绕生猪猪群，

应及时介入预防，一是免疫接种预防，二是投药拌料预

防。③降低应急。在平时对生猪的饲料及管理中，为增
强生猪对外界环境抵抗力，考虑到气温温差比较大，建

议让生猪服用抗应急药物，或者是多吃一些提升免疫

力、富含营养物质的饲料。此外，对于猪丹毒疾病的治

疗，主要包括血清治疗和青霉素疗法。一般将青霉素与

抗血清疗法联合应用，效果更佳。

2.4 仔猪副伤寒
仔猪副伤寒又叫做猪沙门菌病，主要是由沙门菌

引发的一种传染性疾病，包括急性型（败血症）和慢性

型（坏死性肠炎）两种。此病通常出现在仔猪（6月龄以
下），尤其是 3月龄左右的仔猪比较常见，可分为急性
型和慢性型两种类型。急性型主要为败血症，多为断奶

期间的仔猪（2~4月龄），临床表现有体温上升、食欲减
退或厌绝，其胸前、腹下等有大面积淤血紫斑，极易死

亡；慢性型比较常见，临床症状有体温升高、畏寒、脓性

分泌物等。该疾病在仔猪群体中有着较高的病死率，一

年四季均可发病、发病比较广泛，尤其是在阴雨、寒冷

时节，有着较高的发病率。

对于仔猪副伤寒，为做好预防工作，应注意以下

3点：①要注意圈舍保暖；②重视饲养管理和日常保健；
③仔猪服用弱毒动干苗药物和隔离治疗。如果是尚未
发病的仔猪，可在拌饲料中加入金霉素，这有着较好的

预防效果。若是出现病变症状的仔猪，建议采取肠毒神

针的做法，对生猪进行肌肉注射或静脉注射，根据病情

加减药物用量，1疗程 3d，具体操作是注射阿托品、口
服活性肽碳等。

2.5 新型疫病和非典型性疾病
近年来，生猪养殖业逐渐迈向集约化、规模化发

展，期间围绕生猪各种养殖流通渠道层出不穷，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猪养殖业的发展，但也加大了生

猪疾病感染率。与此同时，生长环境、运输条件等因素，

均会造成新型疫病。新型疫病比较常见，如链球菌病、

大肠杆菌病等，此病短时间内会造成生猪大面积感染，

甚至给养殖户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生猪养殖整个过

程中，无论是生猪群体的流通，还是环境、温度等因素，

都会引发常见的生猪疾病，甚至还会增加一些非典型

化的病理特征，给生猪疾病防治带来难题[5]。
3 生猪疾病饲料管理和防治工作建议

除了上述对生猪疾病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外，防

治工作烦琐复杂，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综合防治

方法，推进对种公猪、种母猪、仔猪的生态化防护体系

创建。首先要注重养殖场的进出管理。平时记录生猪发

育状况，全面遵循卫生消毒流程，所有人员和车辆做好

登记，防止外来人员随意进入，若是发生疾病传染，第

一时间进行治疗和隔离防护，特别是发病率较高的病

猪，隔离与诊治病情同时进行，做好相应的无害化处

理；其次，加强对生猪疾病的免疫措施，创建适宜的养

殖环境，加大定期监测、提高防疫力度，制定健全的生

猪免疫制度、规范接种防疫工作，如生猪疾病的日常监

测，监测范围、猪群、方法，要明确规定监测准则及流

程；最后，传染疾病防治过程中要控制好猪舍密度，大

规模的养殖场需根据猪场情况在饲料中加入支原净、

金霉素、强力霉素等药物，起到防止呼吸道疾病综合征

及其他细菌性疾病的出现。由于饲料预拌操作不当，极

易出现霉菌霉素，可在饲料中加入吸附剂（3kg），具有
去除霉菌的良好效果。对于小型的农户散养圈舍，及时

做好通风、消毒、卫生等工作，及时清扫粪便、灰土等，

尤其是圈舍角落、内外墙应定时定期彻底消毒。因此，

生猪疾病饲料管理和防治工作，应深入生猪整个养殖

过程中，结合具体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

4 结语
本文围绕生猪养殖情况，简要介绍了生猪常见疾

病及防治措施，提出相关饲养管理及防治工作建议，这

对于今后生猪养殖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希望今后养

殖过程中，围绕生猪的饲养管理和防治措施持续得以

改进和优化，结合生猪的实际生长情况，采取适宜的生

物防治体系，推进生猪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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