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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国素以世界养猪大国而著称。养猪业历史悠久，猪种资源丰富，养猪数量为世界之冠。 养
猪业是我国农业中的重要产业，对保障肉食品安全供应有重要作用。我国是养猪大国，我国的
养猪业也经历了众多改革，中国养猪业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两次明显的涨落，让更多人变得更
为理性、更为成熟。目前，我国养猪业正由传统养猪业向现代养猪业转变，无论是养殖模式、
区域布局还是生产方式、生产能力都在发生显著变化，同时也面临着自主创新能力弱、食品安
全问题突出、劳动力成本增高、原种依赖进口、疫病严重、环保压力大、饲料资源匮乏等诸多
挑战。但是养猪业也迎来了自主创新、条件改善、国际市场空间大、国内市场稳步增长、政府
支持力度加大等更大的机遇。 

中国养猪业的现状是：①存栏数下降。 一部分管理不善的猪场倒闭，农村散养户因养猪不
赚钱而宰杀了一批母猪，使目前母猪群体减少，商品猪存栏减少。全国规模猪场的存栏量占整
个存栏量不到 1％。②原料价格同样主导着养猪业。高价格的原料限制了一部分人养猪。③投
资心理更趋成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④生产安全、健康、无污染食品成了大家的共识。⑤产、
供、销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将使卖猪难的问题得到缓解。很多省市都有经营较好的肉联加工厂、
火腿肠加工厂(公司)与农户联合，这样一方面农户销售收入得到了保障，另一方面，技术方面也
有大公司的支持，相对来说，抗风险能力增强了。⑥西部大开发将拉动西部各省市的消费。 西
部经济的发展将改善人们的消费习惯和饮食结构，以猪肉为主的消费形式还要维持很长一段时
间，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所以养猪业是大有可为的。⑦行业协会的规范将有利于养猪业的发
展。在一些省市成立了养猪协会和种猪测定中心，对维护良好的种猪市场秩序起到指导作用，
人们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技术交流和合作，同时行业协会和种猪测定中心还担起了技术推广、种
猪推广、经验交流等任务。 

中国养猪业面临的危机：①政府倡导养猪（生态）小区，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搞形象工程、
贴金工程，而且各养猪（生态）小区由于技术水平、饲料质量、防疫情况、种猪质量不一致，
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也不尽相同，特别是养猪业中的疾病控制和环境控制难度愈来愈大，生态
破坏愈来愈严重。②大规模猪场抗风险的能力较差，特别是内地规模猪场，由于对市场开拓不
够，产品质量不高，其经济效益受到影响。同时规模猪场面临着农村养猪户和国外现代化养猪
场的双重夹击，日后竞争将趋炽热化。③疫病的威胁日趋加大。国内本身的旧病重现，国外新
病的“引进”（引进种猪也将病引进来了）；混合感染，代谢病，新的遗传病，非典型、亚临床病
症增多；传染病的危害越来越大，无科学、系统、严密规范的防疫体系，也使猪场（群）间感
染（传染）的机会加大，控制环境愈来愈无力；对传染病更是无法从气候、区域等大的方面来
控制，所需安全半径与实际星罗棋布的养猪格局形成对峙局面。这几年国内养猪业和养禽业受
到灾难性打击是最好的例证。④养猪技术落后。全国除发达地区和后来兴建的一些猪场设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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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外，很多规模猪场的设备老化，结构不合理，无法提供现代猪所需的良好环境，更无法发
挥其生长潜能。对养猪实用技术的应用还比较欠缺，对先进技术的应用也只能算是某些猪场的
专利，不重视选种选育，不推广人工授精的比比皆是。农村养猪者对技术欠缺和渴求更是深有
感受。科技推广还任重道远。 

中国养猪业的发展趋势：①国家经济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将促进养猪业的发展。随着经
济发展的回升，中国养猪业在最近两年将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②大规模猪场（万头
以上）和农村散养户（小规模 50～500 头）将同时并存，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③养猪业内部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分工。小而全的猪场将逐渐减少，规模化猪场和农村养
猪户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和地区优势选择是培育种猪还是商品猪，是饲养母猪卖仔猪还是买
仔猪卖肥猪。④饲料加工、饲养、肉食品加工配套体系将得到完善。这种方式一方面保障了饲
养技术、资金，另一方面解决了卖猪（肉）难的问题。⑤增加技术含量，提高产品质量，扩大
出口配额。⑥上规模、上档次的猪场要注意品牌和包装，要学习如 PIC 等跨国公司的先进管理、
技术和经营模式。⑦养猪业将与饲料业结合得更紧密。现在随着饲料工业的迅猛发展，饲料业
将给养猪业注入新鲜血液，而养猪业也给饲料业提供了场地和生存环境，既分工又相互补充，
互利互惠。⑧要饲养适合市场的品种。调整日前的品种结构已是大势所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对猪肉食品的消费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应该饲养瘦肉率高、风味好、有地方特色的
品种，这将更有利于消费市场的完善。⑨经营管理不善的猪场，倒闭（破产）将加剧，在一定
程度、一定范围内猪场间的合作和兼并时有发生。 

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在“适度规模养殖”“智能猪业”“动物福利”“低碳排放”等 4 个方面。 
中国养猪业面临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但目前的发展势头还比较乐观，我们应做好充分的

准备，迎势而上。充分利用现代科技，结合实际情况，寻求各种有效的促进养猪业发展的方法
和途径，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养猪大国、养猪强国，这也是大家所期盼的。 

《规模化猪场饲养管理技术》一书主要讲述养猪的技术与措施，包括饲料与营养、饲养管
理、繁殖育种、疫病防治等，内容着眼于现代养猪生产的实用技术，同时在理论上又有适当深
度，养猪生产与科学理论配套并重，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可供养猪生产者及
中专学校和农科工作者学习参考。 

本书从规模化养猪生产实际着手，结合科学理论，同时吸取国外先进科学技术，以实用为
主，突出重点，突出应用性，加强实践性，强调针对性，注重灵活性，力图使养殖户在本学习
册上学到经得起实践考验的真知，培养养殖户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的能力，是一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用技术手册。 

由于时间仓促，能力有限，本书的编写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缺点和不足，敬请广大读者
谅解。 

谢谢！ 
                                           编  者 

                                                    201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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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适度规模养猪场场址的选择 
 

任  务：1.规模养猪场场址应具备的自然条件 1 

        2.规模养猪场场址应具备的自然条件 2 

3.计算规模养猪场占地面积的方法 

目  标：1.掌握规模养猪场场址要求 

        2.实际考察规模养猪场场址设计 

过  程：1.观看临沂帛乘种业有限公司场址实况录像资料 

2.学习掌握规模养猪场场址设计要求 

 

模块（一） 规模养猪场场址应具备的自然条件 1 

 

（1）地势 

地势指场地的高低起伏情况。养猪场场地要求地势高燥、平坦、有缓坡。场地高燥有利于

排水。地势低洼的场地容易积水而潮湿泥泞，同时，夏季通风不良，空气闷热，有利于蚊蝇和

微生物的滋生，而冬季则阴冷。场地平坦，有利于猪场建设，如果场地不平坦或坑洼、土堆太

多，不但积水，而且增加基建投资。有缓坡的场地便于排水，但坡度不要太大，一般以 1%～

3%为宜，最大不超过 25%，要求背风向阳。 

（2）地形 

地形指场地形状、大小和地物（包括房屋、树林、河流、桥梁、沟坎等）情况。养猪场场

地要求地形整齐、开阔、有足够面积。地形整齐，便于合理布置猪场建筑和各种设施，并有利

于充分利用场地。狭长的地形往往影响建筑物合理布局，拉长了生产作业线，并给场内运输和

管理造成不便。地形不规则或边角太多，建筑物就会布局凌乱，且边角部分无法利用。场地面

积应根据猪场性质、饲养管理方式、集约化程度和饲料供应情况等因素确定，此外，还应根据

猪场长远规划，留有发展余地。 

（3）土壤土质 

场地的土壤情况对猪群影响很大。透气性和渗水性差的黏土，一般持水力强，降水后易潮

湿、泥泞，场区空气湿度较大。此外，潮湿的土壤易造成各种微生物、寄生虫、蚊蝇滋生，并

使建筑物受潮，降低保湿隔热性能和使用年限。砂土透气透水性好，降水后不易潮湿、易干燥，

自净作用好，但其导热性强，热容量小、热状况差。壤土介于砂土和黏土之间，透气性和渗水

性适中，场区空气卫生状况较好，抗压能力较大，不易冻胀，建筑物也不易受潮，是养猪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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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土壤。 

（4）水源水质 

在养猪生产过程中，猪群的饮水、饲料的调剂、猪舍和用具的清洗、消毒等，都需使用大

量的水，而水质好坏直接影响人、猪健康和猪肉质量。因此，养猪场的水源要求：水量充足，

满足场内各项用水；水质良好，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便于防护，不易受污染；取用方便，

处理技术简单易行。 

 

模块（二） 规模养猪场场址应具备的自然条件 2 

  

（1）地理位置 

养猪场选址必须遵循社会公共卫生准则，养猪场不能成为周围社会的污染源，同时也要注

意不受周围环境所污染。因此，养猪场的位置应选在居民点的下风，地势低于居民点，但要避

开居民点污水排出口，也不能选在化工厂、屠宰场、皮革厂等容易造成环境污染企业的下风处

或附近。养猪场与居民点之间应保持适当的卫生间距，一般不少于 500 米，与其他畜牧场之间

也应有一定卫生间距，一般不少于 300 米。  

（2）交通条件 

养猪场需要经常购进饲料、售出肉猪产品、运出生产废弃物、运进其他生产物资等，运输

任务较大，故应保证交通方便。但交通干线又往往是疫病传播的途径，噪音、粉尘也会影响猪

场正常生产，因此，养猪场选择场址时，既要考虑到交通方便，又要使猪场与交通干线保持适

当的距离。距一二级公路和铁路不少于 500 米，距三级公路（省内公路）不少于 200 米，距四

级公路（县级和地方公路）不少于 100 米。猪场要修建专用道路与主要公路相通。 

（3）供电条件 

猪场的照明、通风、保温、饲料加工等都需要电源，因此，选择场址时，应重视供电条件，

猪场必须具备可靠的电力供应。 

（4）供料条件  

饲料是养猪生产的物质基础，饲料费一般可占生产总成本的 70%左右。因此，选择场址时

还要考虑饲料就近供应。 

（5）其他条件 

养猪场场址选择还应考虑产品的就近销售，以缩短运输距离，降低成本和减少产品损耗。

同时，也应注意猪场粪尿和废弃物的就地处理和利用，防止污染周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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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计算规模养猪场占地面积的方法 

 

养猪场应面积充足，符合当地城乡建设的展规划并留有发展余地。面积不足会造成建筑物

拥挤，既不利于生产管理操作和 猪舍环境改善，也不利于防疫防火。 

猪场的总占地总面积可以按每饲养一头基础母猪需 60～70 平方米计算，或者按每出栏一

头猪需 3～4 平方米计算，不同规模猪场的总占地面积应做适当调整，其调整系数为：大型猪

场 0.8～0.9；中型猪场 1.0；小型猪场 1.1～1.2.不同规模猪场的总占地面积可参考表 1-1。 

 

表 1-1  不同规模猪场的总占地面积 
                                                                                 

   基础母猪数（头）         年出栏商品猪数               猪场总占地面积 

                                 （头）                    （平方米） 

         20                   340～360                   1560～1680 

         

         50                   850～900                    3800～4000 

          

         100                 1700～1800                   7100～7800 

         

         200                 3400～3600                  13600～14800 

          

         300                 5100～5400                  19500～21400 

         
         400                 6800～7200                  24700～27200         

        
         

         500                 8500～9000                  29200～32500 

        
       600                10200～10800                 33200～37000 

   

 3

                                                                              



 

 
 

 

作  业：1.掌握规模养猪场场址要求。 

        2.以基础母猪 200 头为例规划猪场选址要求及占地面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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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规模养猪场的规划布局 
 

任  务：1.规模养猪场规划布局原则 

          2.规模养猪场功能区划分要求 

          3.规模养猪场建筑物的规划 

        4.规模养猪场的运动场设置标准 

        5.规模养猪场的道路设置 

          6.规模养猪场的防疫沟设置 

        7.规模养猪场的排水设施设置 

        8.规模养猪场的贮粪池设置 

        9.规模养猪场的绿化工作要求 

        10.200 头基础母猪猪场的规划布局 

目  标：1.掌握规模养猪场规划布局原则和功能区划分要求 

         2.了解规模养猪场建筑物、运动场、道路、防疫沟、排水 、设施、贮粪池、 

绿化工作的标准要求 

        3.学会设计 200 头基础母猪猪场的规划布局 

过  程：1.观看文华养猪场（200 头基础母猪猪场）的规划布局影像资料 

         2.讲解规模养猪场的规划布局知识 

       

 模块（一） 规模养猪场规划布局应遵循的原则 

 

猪场的规划布局就是根据拟建场地的环境条件，科学确定各区的位置，合理的确定各类房

舍、道路、供排水和供电等管线、绿化带等的相对位置及场内防疫卫生的安排。猪场的规划布

局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猪场的环境控制和卫生防疫。猪场场址选定以后，要进行合理的规划

布局。猪场的性质、规模不同，建筑物的种类和数量亦不同，规划布局也不同。科学合理的规

划布局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面积，减少建场投资，保持良好的环境条件和便于饲养管理。 

猪场规划布局应遵循以下原则：①便于管理，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②便于搞好防疫卫生

工作；③充分考虑饲养作业流程的合理性；④节约基建投资。 

 

 

 

    5



 

 

模块（二） 规模养猪场一般应包括的几个功能区 

 

养猪场通常分为生活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三个功能区，在进行场区规划时，主要考虑

人、猪卫生防疫和工作方便，考虑地势和当地全年主风向，合理安排各功能区位置。  

知识点 1. 生活管理区 

生活管理区包括行政和技术办公室、食堂、宿舍、娱乐室、 配电室、车库、饲料库、杂品

库等，是猪场经营管理活动的场所，与社会联系密切,易造成疫病的传播和流行,该区的位置应靠

近大门,并与生产区分开,外来人员只能在管理区活动,不得进入生产区。车库、饲料库应在该区

靠围墙处设置，运输车辆一律不得进入猪场。生活管理区设在上风向和地势较高处，以免受到

生产区污染。 

知识点 2. 生产区 

生产区是猪生活和生产的场所，该区的主要建筑为各种猪舍、生产辅助建筑物。生产区应

位于全场中心地带，地势应于生活管理区，并在其下风向，但地势要高于病畜管理区，并在其

上风向； 生产区内饲养着各种类型的猪群，因为猪群的日龄不同，其生理特点、对环境要求和

抗病力也不同，所以应分小区规划，日龄小的猪群应放在安全地带（上风向、地势高的地方）；

公猪舍应建在猪场的上风向，并与母猪舍保持一定距离；后备猪舍、肥育猪舍应建在距装猪台

近的地方，以便于运输；饲料库可以建在与生产区围墙同一平行线上，用饲料车直接将饲料送

入料库；人工授精室应安排在公猪的一侧，如承场外母猪的配种任务，场内、场外应设双重门。 

知识点 3. 隔离区 

病猪隔离区主要用来治疗、隔离和处理病猪的场所。为防止疫病传播和蔓延，该区应在生

产区的下风向，并在地势最低处， 而且应远离生产区。焚尸炉和粪污处理区设在最下风处。隔

离猪舍应尽可能与外界隔绝。该区四周应有自然的或人工的隔离屏障，设单独的道路与出入口。 

 

模块（三） 合理规划规模养猪场的建筑物 

 

猪场建筑物的布局在于正确安排各种建筑物的位置、朝向、 间距。布局时需考虑各建筑物

间的功能关系、卫生防疫、通风、采光、防火、节约用地等因素。 

知识点 1. 猪舍位置 

生活管理区与场外联系密切，按照猪场防疫的要求，生活管理区应设在猪场大门附近，大

门口分别设行人和车辆消毒池，两侧要设值班室和更衣室。 

生产区要与生活管理区严格分开，之间要有消毒池和消毒更衣室。各种类型猪舍的位置需

要考虑配种、妊娠、哺乳、保育、育肥等生产管理的方便，并要重视卫生防疫的要求，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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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应放置于上风向和地势高处。分娩猪舍既要靠近妊娠母猪舍、又要靠近仔猪保育舍，肥育

猪舍设在下风向靠近场门或围墙处，围墙内侧设装猪台，运输车辆停在墙外装车。一般的商品

猪场按照种公猪舍、空怀母猪舍、妊娠母猪舍、分娩猪舍（产房）仔猪保育舍（断奶仔猪舍）、

肥育猪舍、装猪台的顺序设计各建筑物的位置。 

知识点 2. 猪舍间距 

猪舍间距影响猪舍的通风、采光、防疫、防火。猪舍密集，间距过小，场区的空气环境容

易恶化，尘埃微粒、有害气体和微生物含量过高，增加传播机会，容易引起猪群发病。为了保

证场区和猪舍环境良好，猪舍之间应保持适宜的距离。猪舍的间距一般以猪前排猪舍屋檐高度

的 3～5 倍为标准确定，具体可执行如下标准：同种猪舍间距为 10～15 米；不同种猪舍间距为

15～20 米； 防疫隔离区距猪舍 200～300 米；贮粪池距猪舍 50～100 米。 

知识点 3. 猪舍朝向 

朝向能影响猪舍的通风换气、防暑降温、防寒保暖以及采光等环境因素。因此，猪舍朝向

的选择应考虑当地的主导风向、地理位置和排污情况。我国大部分地区宜采用坐北朝南的方向，

即猪舍的纵轴方向为东西向。这样的朝向，在冬季可以充分利用太阳辐射的温热效应和射入舍

内的阳光防寒保温；夏季辐射面积较少，阳光不易直射舍内，有利于猪舍防暑降温。 

 

模块（四） 设置规模养猪场的运动场 

 

舍外运动能使猪只全身受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和锻炼，促进机体新陈代谢，增强体质，提高

抗病能力。舍外运动能改善种种公猪的精液品质，提高母猪受胎率，促进胎儿正常发育，减少

难产。 因此，应给猪群设置舍外运动场，特别是种猪群。 

知识点 1. 运动场的位置 

舍外运动场应选在背风向阳的地方，一般可利用猪舍间距，也可在猪舍两侧分别设置。如

受地形限制，也可在场内比较开阔的地方单设运动场。 

知识点 2. 运动场的面积及要求 

运动场的面积要在保证猪群自由活动的同时尽量节约用地，设置面积时可按每头猪所占舍

内平均面积的 3～5倍计算。舍外运 动场面积可参考下列数据：带仔母猪 12～15平方米/头，种公

猪 30 平方米/头，仔猪 3〜4 平方米/头，后备猪 5 平方米/头。 

运动场以沙土地面为好，也可以用水泥地面，要求平坦，坡度为 2%左右。四周应设围栏

或围墙，其高度为：种猪 1.2～1.4 米，仔猪0.5～0.7 米，在运动场的两侧及南侧，应设遮阳棚或

种植树木，以遮挡夏季烈日。运动场围栏外应设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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