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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畜牧业目前正在从分散的、小规模的、传统的生产方式向

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广大养殖户的科学意识正在迅速

增强，技术能力正在不断提高，养殖业的生产水平、科技水平和管理

水平都正在向更高层次发展。为适应现代养猪生产发展的需要，我们

对《科学养猪大全》第一版进行了修订。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畜牧业正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只有坚

持科学养猪，采用科学的、先进的饲养管理技术，才能生产出高质量

的、符合国际标准的猪产品，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本书的修订，从我

国养猪业的实际出发，在保持科学性、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基

础上， 对原书内容进行精选和更新， 充实了国内外养猪科学的新理

论、新技术和新方法；增加了“安全的引种程序”“发酵床养猪技术”

等内容；贯彻少而精、可操作性强的原则；理论联系养猪生产实际，使

本书具有更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发展现代养猪生产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不断提高养猪生产

的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降低饲养成本，充分挖掘企业内部潜力，强

化生产者的经济观念和市场观念，从而提高养猪生产的经济效益、生

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高产、高效、优质的养猪目标。

编著者

前 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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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 的 特 性

一、猪的生物学特性

1. 繁殖力强，世代间隔短 猪 4～5月龄达到性成熟，6～8月龄就
可以初次配种。 小母猪 1岁或更短的时间可以第一次产仔。 我国优
良地方猪种，公猪 3月龄开始产生精子，母猪开始发情排卵，比国外
品种早 3个月。 母猪一个发情期内可排卵 12～20个，产仔数为 10头
左右。 我国优良地方品种太湖猪窝产活仔数平均超过 14头。

猪的繁殖周期短，妊娠期为 114天，仔猪哺乳 28～35天，断乳后
7~10天即可发情配种。 猪是常年发情的多胎高产动物，一年能分娩
2胎，若缩短哺乳期，或对母猪进行激素处理，可以达到 2年 5胎。

猪性成熟早，妊娠期短，生长发育快，因而世代间隔短。 如果从
头胎中选择优良个体做种用，则世代间隔可缩短到1年1个世代。 需
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国的许多地方猪种具有卓越的繁殖品质，表现
为产仔多、母性强、繁殖利用年限长、性早熟和发情征状明显等，这
一独特的优良繁殖性状，在将来进一步提高养猪水平时会显示出更
大的优越性。

2. 生长期短，沉积脂肪能力强 在肉用家畜中，和马、牛、羊相
比，猪的胚胎生长期和生后生长期最短，但生长强度最大（表1-1）。

表1-1 各种家畜生长期比较
畜别 胚胎期（月） 生后生长期（年）
猪 3.8 1.5～2.0
牛 9.5 3～4
羊 5.0 2～3
马 11.34 4～5
驴 12.0 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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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由于胚胎生长期短，同胎中仔猪数又多，使得出生时发育不
充足。 例如，头的比例大，四肢不健全，初生体重低，仅占成年体重的
1%，各系统器官发育不完善，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低。 猪出生后，为
补偿胚胎期发育不足，生后 2个月内生长发育特别快，1月龄的体重
为初生体重的 5～6倍，2月龄为 1月龄的 2～3倍。 断乳后到 8月龄
前， 生长迅速， 在满足营养需要的条件下，160～170日龄体重可达到
90～100 kg，相当于初生体重的 90～100倍，而牛、马只有 5～6倍。

生长初期骨骼生长强度大，以后生长重点转移到肌肉，最后强
烈沉积脂肪。 脂肪是晚熟组织，猪于 6月龄后在体内强烈沉积脂肪，
表示生理早熟。 同时，猪利用饲料转化为体脂的能力较强。

3. 食性广，饲料转化效率高 猪是杂食动物，牙齿发达，胃是肉食
动物的简单胃与反刍动物的复杂胃之间的中间类型，因而能够利用
各种动物性饲料、植物性饲料和各种加工副产品。但猪不是什么食物
都吃，而是有选择性的，能辨别口味，特别喜爱甜食。 猪对饲料的转
化效率仅次于鸡，而高于牛、羊，对饲料中的能量和蛋白质利用率高。

猪的采食量大，但很少过饱，消化道长，能消化大量的饲料，以
满足其迅速生长发育的营养需要。 猪对精料有机物的消化率为
76.7%，而且能较好地消化青粗饲料。 对青草和优质干草的有机物消
化率分别为64.6%和51.2%。 猪消化饲料中的粗纤维，几乎全靠大肠
内微生物的分解作用，比不上反刍家畜的瘤胃，因而猪不仅对含有
粗纤维多的饲料消化较差，而且日粮中粗纤维含量越高猪的消化率
也就越下降（表1-2）。 因此，在猪的饲料中，必须注意精、粗饲料的适
当比例，控制粗饲料在日粮中所占的比例，保证日粮的全价性和易
消化性。

不同的猪种对粗饲料的消化力有所不同。 我国地方猪种对粗纤
维的消化力明显高于国外品种，这就是为什么饲养引入品种需要多
用精料，而饲养地方猪种可以适量使用粗饲料的主要原因。 猪对粗
纤维的消化也受年龄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猪对粗饲料的耐受
力增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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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猪日粮中粗纤维含量与消化率的关系

4. 对环境温度反应敏感 猪的汗腺退化，皮下脂肪层厚，阻止
散发体内热量。 皮肤的表皮层较薄，被毛稀少，对日照的防护能力
差，这些生理上的特点，使猪不耐热。

猪需要的适宜温度为20～23℃，相对湿度为65%。在高温环境下，
猪表现烦躁、张口喘气、食欲下降、生长速度缓慢、饲料利用率降低，
生产性能受到影响。 如公猪在炎热的夏天射精量减少，精液品质下
降，母猪不发情。 成年猪若处在环境温度30～32℃下，直肠温度开始
升高；当温度升至35℃时，猪已不能长时间忍受，气温升至40℃以上
时，则很难维持生命。 因此，在夏季高温季节，一定要采取遮阳、淋
浴、通风等措施，以保证猪的健康体况。

当环境温度低于猪的临界温度时，其采食量增加，增重减慢，颤
栗、挤堆，严重时造成死亡。 仔猪因皮下脂肪少、皮薄、毛稀、体表面
积相对较大等，所以怕冷、怕潮湿。

5. 嗅觉和听觉灵敏，视觉不发达 猪的嗅觉非常灵敏，对任何
气味都能嗅到和辨别。 据测定，猪对气味的识别能力比狗高1倍，比
人高7～8倍。 仔猪生后几小时便能鉴别气味，依靠嗅觉寻找乳头。 猪
依靠嗅觉能有效地寻找地下埋藏的食物，识别群内的个体，在性本
能中也起很大作用。 例如，发情母猪闻到公猪特有气味，即使公猪不
在场，也会表现出“呆立”反应。 同样，公猪能敏锐闻到发情母猪的气
味，即使距离很远也能准确地辨别出母猪所在方位。

猪的听觉相当发达，猪的耳形大，外耳腔深而广，即使微弱的声
音都能敏锐觉察到。 通过调教的猪，可以很快对呼唤名字、各种口令
和音响刺激建立条件反射。 仔猪生后几小时，就对声音有反应，到3～
4月龄时就能很快地辨别出不同声音刺激物。 猪对意外声响特别敏
感，尤其是与饲喂有关的声音更为敏感。 当听到喂猪铁桶用具的声

粗纤维含量（%） 10.1~15.0 25.1~30.0 30.1~35.0

消化率（%） 68.9 44.5 37.3

15.1~20.0 20.1~25

65.8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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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时，立即起而望食，并发出饥饿叫声。 对危险信息特别警觉，即使
睡眠，一旦有意外响声，立即苏醒，站立警备。 因此，为了保持猪群安
静，要尽量避免突然的响声，以免惊吓猪群，使猪群躁动不安，影响
其生长发育。

猪的视觉很弱，视距、视野范围小，缺乏精确的辨别能力，不靠
近物体就看不见东西。 对光刺激一般比对声刺激出现条件反射慢得
多，对光线强弱和物体形象的分辨能力也弱，分辨颜色的能力也差。
生产中常利用这一特点，用假母猪进行公猪采精训练。

6. 适应性强，分布广 猪对各种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均有
较强的适应能力。 猪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家畜之一，除因
宗教和社会习俗原因而禁止养猪的地区外，凡是有人类生存的地方
都可以养猪。 猪对环境条件的广泛适应性与其丰富多样的品种或种
群资源有关，对于变化的气候环境、饲料条件和饲养管理等，几乎都
能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品种或类型。

7. 群居次序明显，爱好清洁 猪在进化过程中形成定居漫游习
性，仔猪同窝出生，过群居生活，合群性较好。 不同窝断奶仔猪合圈
喂养时，刚开始会激烈斗架，并按不同来源分小群躺卧，经过几天以
后，才会形成一个群居集体，并建立位次关系。 同品种猪群内，体重
大的猪往往位次排在前列。 若猪群由不同品种或品系组成，位次排
在前列的猪，不一定是体重大的，而是战斗力强的个体。 因此，生产
实践中猪群不能太大，猪群越大位次越难排，频繁的咬斗会影响猪
的生长发育；猪群一旦确定不要随便调整，任何个体的进出都会引
发新一轮战斗，短则数小时，长则几天，对新入群的个体往往群起而
攻之。

群饲的猪比单饲的猪吃得快，吃得多，增重也较多，群体易化作
用明显。 猪有爱好清洁的习性，表现为采食—休息—排便三点定位，
一般不在吃睡的地方排泄粪尿，喜欢排在墙角、潮湿、有粪便气味
处。 如果猪群太大或圈栏太小，猪就无法表现出好洁性，三点定位也
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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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猪的行为学特点

行为是动物对某种刺激及对外界环境适应的反应；不同的动物
对外界的刺激表现不同的行为反应，同一种动物内不同个体行为反
应也不一样，这种行为反应可以使它能在逆境中生存、生长发育和
繁衍后代。 动物的行为习性，有的取决于先天遗传因素，有的取决于
后天的调教、训练等外来因素，常常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猪和其他动物一样，对其生活环境、气候条件和饲养管理条件
的反应，有其特殊性。 随着养猪业的变革与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研
究猪的行为活动模式及其机理，研究猪的调教方法。 在养猪业日趋
全舍饲、高密度、机械化、专业化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妨碍了猪的
正常行为习性，不断发生应激反应。 这种人为环境与猪行为之间的
矛盾，只能从猪适应反应着手，加强调教，发挥猪后效行为潜力，使
其后天行为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 如果我们掌握了猪的行为特性，
制定合理的饲养工艺，设计新型的猪舍和设备，改革传统的饲养方
法，最大限度地创造适于猪习性的环境条件，就可提高猪的生产性
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1. 采食行为 猪的采食行为包括摄食与饮水，并具有各种年龄
特征。

猪生来就具有拱土的遗传特性，拱土觅食是猪采食行为的一个
突出特征。 猪鼻子是高度发育的器官，在拱土觅食时，嗅觉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 尽管在现代猪舍内，饲以良好的平衡日粮，猪还会表现拱
地觅食的特征。 每次喂食时猪都力图占据食槽有利的位置，有时将
两前肢踏在食槽中采食，如果食槽易于接近的话，个别猪甚至钻进
食槽，站立食槽的一角，就像野猪拱地觅食一样，以吻突沿着食槽拱
动，将食料搅弄出来，抛洒一地。

猪的采食具有选择性，特别喜爱甜食。 研究发现，未哺乳的初生
仔猪就喜爱甜食。 颗粒料和粉料相比，猪爱吃颗粒料；干料与湿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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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猪爱吃湿料，且花费时间也少。
猪的采食是有竞争性的，群饲的猪比单饲的猪吃得多、吃得快，

增重也快。
2. 排泄行为 猪不在吃睡的地方排粪尿，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

本性；野猪就不在窝边拉屎撒尿，以避免敌兽发现。
在良好的管理条件下，猪是家畜中最爱清洁的动物。 猪能保持

其睡窝床干洁，能在猪栏内远离窝床的一个固定地点排粪尿。 猪排
粪尿是有一定的时间和区域的，一般多在食后饮水或起卧时。 常选
择阴暗潮湿或污浊的角落排粪尿，且受邻近猪的影响。 据观察，猪在
采食过程中不排粪，饱食后约5min开始排粪1～2次，多为先排粪再排
尿，在饲喂前也有排泄的，但多为先排尿后排粪；在两次饲喂的间隔
时间里猪多为排尿而很少排粪；夜间一般排粪2～3次，早晨的排泄量
最大，猪的夜间排泄活动时间占昼夜总时间的1.2%～1.7%。

3. 群居行为 猪的群体行为是指猪群中个体之间发生的各种交
互作用。 结对是一种突出的交往活动，猪群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接触
和信息传递。 在无猪舍的情况下，猪能自找固定地方居住，表现出定
居漫游的习性。 猪有合群性，但也有竞争习性，大欺小、强欺弱和欺
生的好斗特性，猪群越大，这种现象越明显。

一个稳定的猪群，是按优势序列原则组成的有等级制的社群结
构，个体之间和睦相处；当重新组群时，稳定的社群结构发生变化，
则爆发激烈的争斗，直至组成新的社群结构。

猪具有明显的等级，这种等级刚出生后不久即形成。 仔猪出生
后几小时内，为争夺母猪前端乳头会出现争斗行为，常出现最先出
生或体重较大的仔猪获得最优乳头位置。 同窝仔猪合群性好，当它
们散开时，彼此距离不远，若受到意外惊吓会立即聚集一堆，或成群
逃走；当仔猪同其母猪或同窝仔猪离散后不到几分钟，就出现极度
活动，大声嘶叫，频频排粪排尿。 年龄较大的猪与伙伴分离也有类似
表现。

4. 争斗行为 争斗行为包括进攻防御、躲避和守势的活动。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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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交锋，除争夺饲料和地盘外，还有调整猪群结构的作用。
当一头陌生的猪进入猪群中， 这头猪便成为全群猪攻击的对

象，攻击往往是严厉的，轻者伤皮肉，重者造成死亡。 如果将两头陌
生性成熟的公猪放在一起时，彼此会发生激烈的争斗。 它们相互打
转、相互嗅闻，有时两前肢趴地，发出低沉的吼叫声，并突然用嘴撕
咬，这种斗争可能持续 1个小时之久，屈服的猪往往调转身躯，嚎叫
着逃离争斗现场。 虽然两猪之间的格斗很少造成伤亡，但一方或双
方都会造成巨大损失，在炎热的夏天，两头幼公猪之间的格斗，往往
因热极虚脱而造成一方或双方死亡。

猪的争斗行为，多受饲养密度的影响。 当猪群密度过大，每猪所
占空间下降时，群内咬斗次数和强度增加，会造成猪群吃料时攻击
行为增加，从而降低饲料的采食量和增重。 这种争斗形式一是咬对
方的头部，二是在舍饲猪群中咬尾争斗。

5. 活动与睡眠 猪的行为有明显的昼夜节律，活动大部分在白
昼，在温暖季节和夏天，夜间也有活动和采食，遇上阴冷天气，活动
时间缩短。 猪昼夜活动也因年龄及生产特性不同而有差异，仔猪昼
夜休息时间平均为60%～70%，种猪为70%，母猪为80%～85%，肥猪为
70%～85%。 休息高峰在半夜，清晨 8时左右休息最少。

哺乳母猪随哺乳天数的增加而睡卧时间逐渐减少，走动次数也
由少到多，时间由短到长。 哺乳母猪睡卧休息有两种，一种是静卧，
一种是熟睡。 静卧休息姿势多为侧卧，少为伏卧，呼吸轻而均匀，虽
闭眼但易惊醒；熟睡为侧卧，呼吸深长，有鼾声且常有皮毛抖动，不
易惊醒。

仔猪出生后 3天内，除吸乳和排泄外，几乎全是甜睡不动，随日
龄增长和体质的增强活动量逐渐增多，睡眠相应减少，但至40日龄
大量采食补料后，睡卧时间又有增加，饱食后一般较安静睡眠。 仔猪
活动与睡眠一般都尾随、效仿母猪。 出生后10天左右便开始与同窝
仔猪群体活动，单独活动很少，睡眠休息主要表现为群体睡卧。

6. 性行为 性行为包括发情、求偶和交配行为。 母猪在发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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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特异的求偶表现，公、母猪都表现出一些交配前的行为。
发情母猪主要表现卧立不安，食欲忽高忽低，发出特有的音调

柔和而有节律的哼哼声，爬跨其他母猪，或等待其他母猪爬跨，频频
排尿，尤其是公猪在场时排尿更为频繁。 发情中期，在性欲高度强烈
时期的母猪，当公猪接近时，调其臀部靠近公猪，闻公猪的头、肛门
和阴茎包皮，紧贴公猪不走，甚至爬跨公猪，最后站立不动，接受公
猪爬跨。 管理人员压其背部时，立即出现呆立反射，这种呆立反射是
母猪发情的一个关键行为。

公猪一旦接触母猪，会追逐它，嗅其体侧肋部和外阴部，把嘴插
到母猪两腿之间，突然往上拱动母猪的臀部，口吐白沫，往往发出连
续的、柔和而有节律的喉音哼声，有人把这种特有的叫声称为“求偶
歌声”。 当公猪性兴奋时，还出现有节奏的排尿。

公猪由于营养和运动的关系，常出现性欲低下，或发生自淫现
象。 群养公猪，常造成同性性行为，群内地位低的公猪多被其他公猪
爬跨。

有些母猪表现明显的配偶选择， 对个别公猪表现强烈的厌恶；
有的母猪由于内激素分泌失调，表现性行为亢进，或不发情和发情
不明显。

7. 母性行为 母性行为包括分娩前后母猪的一系列行为，如絮
窝、哺乳及其他抚育仔猪的活动等。

母猪临近分娩时，常衔草、铺垫猪床絮窝，如果栏内是水泥地而
无垫草，就用蹄子抓地；分娩前 24 h，母猪表现神情不安、频频排尿、
磨牙、摇尾、拱地、时起时卧，不断改变姿势。 分娩时多采用侧卧，选
择最安静的时间分娩，一般多在下午 4时以后，特别是在夜间产仔
多见。 当第一头小猪产出后，有时母猪还会发出尖叫声；当小猪吸吮
母猪时，母猪四肢伸直亮开乳头，让初生仔猪吃乳。 母猪整个分娩过
程中，自始至终都处在放奶状态，并不停地发出哼哼的声音；母猪乳
头饱满，甚至奶水流出容易使仔猪吸吮到。 母猪分娩后以充分暴露
乳房的姿势躺卧，形成一热源，引诱仔猪挨着母猪乳房躺下。 哺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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