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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总结编者多年养猪生产实践经验和结合最新养猪技术成

果，从猪的品种与利用、猪的营养和饲料、猪场的规划设计、猪的饲养

管理、猪的人工授精、发酵床养猪和猪的疾病防制等方面对养猪生产

的技术、管理和疾病防控进行了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的介绍，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可供广大养猪同行及相关人员

参考。



序

养猪业是兰州市畜牧业的主体。改革开放 30年来，养猪业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正在向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历史阶

段迈进。2011 年全市生猪存栏达 43万头，出栏 50万头，养猪业产值

占畜牧业产值的 30％以上。总体生产水平、质量和效益有了较显著

的提高，广大养猪场户的科技意识也在迅速增强。但也应当看到，与

国内外先进水平相比，我市养猪业还存在规模化程度较低、技术水

平与创新相对落后、疫病控制难度大、市场周期性波动剧烈、环保压

力大、质量安全体系尚不健全、饲料资源紧缺、生产经营模式有待进

一步探索，技术及管理人才缺乏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仍然需要广

大养猪工作者不懈的努力。为此，兰州猪场组织编写了本书。

兰州猪场作为西北地区首家工厂化猪场和省级原种猪场、甘肃

省重点种畜禽场、全国种猪联合育种协作单位和国家生猪标准化示

范场，多年来在推动兰州市乃至甘肃省养猪业现代化进程、产业化

进程、良种化进程和养猪科技进步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作为

该场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来阅读该场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们所奉献给

养猪同行的倾心力作，备感欣慰和感同身受。可以说本书凝聚了兰

州猪场长达二十余年的养猪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与教训，以及所取得

的科学试验与研究成果。同时，汲取了国内外最新养猪科技成果，结

合兰州和甘肃养猪业实际，集各家养猪技术之精华，融为一体。重点

介绍了养猪生产中的关键技术，如猪的品种与利用、猪的营养与饲

料、猪场的规划设计、猪的饲养管理、猪的人工授精、发酵床养猪和

猪的疾病防制等内容，理念新颖，叙述简明，文字通俗易懂，方法具



体，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先进性，又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务实之作。我相信本书能为养猪场户和相关人员

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帮助，也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为兰州市乃至甘

肃省的养猪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借此机会，对于《实用养猪技术》的编写和出版，谨表示热烈的

祝贺，对工作在农牧业生产一线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

深深的敬意。同时，对在本书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提供大力支持和帮

助的人士及单位，深表谢意。

当然，由于编者水平及篇幅所限，加之编写时间仓促，遗漏和错

误在所难免，敬请同行见谅并指正。

兰州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兰 州 市 兽 医 局 局 长

2012 年 3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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