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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畜牧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畜牧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提出：到２０１５年全国畜禽规模养殖比重提高１０％～１５％，畜牧业产

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３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今后几年我们将对畜禽

养殖优势区域和畜禽产品主产区的生猪、奶牛、肉牛、肉羊、蛋鸡和肉鸡规模养殖场基

础设施进行标准化建设，开展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创建工作，完善标准化规模养殖相关

标准和规范。鼓励和支持规范化、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建设，助推行业整体水平的提

升，保障畜产品安全。畜牧业现代化需要大批适应产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

人才做保证，而培育这些人才离不开贴近畜牧业生产实际、引领产业发展方向的专门化

教材。
教育部 《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高 〔２００６〕１６号）

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 “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工作需要

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正是基于国家 “十二五”期间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和

畜牧业发展规划的要求，在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河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于２００６年组织出版了 《２１世纪高职高专畜牧兽医专业系列教材》，这套教材出

版后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好评。从２００６年到现在，畜牧兽医类专业教学改革取得

了丰硕成果，畜牧兽医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体系进一步优化，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生

产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在这个基础上，原有教材体系需要进一步优化，以

便体现教学实践体系的改革成果，因此，在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
我们于２０１１年７月组织全国十几所高等农业院校的骨干教师，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
对部分教材进行了修订，部分教材进行了调整，组织编写了 《普通高等教育 “十二五”
畜牧兽医类规划教材》。

本套教材内容以技能培养为主，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度；尽量拓宽知识面，增加信息

量，很少涉及偏深偏难又不实用的内容；不刻意追求理论性、系统性，内容选材简单实

用；紧跟政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反映新准则、新方法和新技术；融教学法于教材之

中，便于教学，体现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思想。
本套教材适用于高等职业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也可供畜牧兽医行业的从业者、基

层技术人员在职学习或参考。
我们同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一起多次开会研讨，共商编写事宜，在教材体系

和教材内容上做了许多新的尝试。但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同仁

批评指正。

教材编委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



前　言

《猪生产》是高职高专畜牧兽医专业的一门职业核心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培养学

生成为适应养猪生产，猪场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

型专门人才。
本教材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要求而编写，以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技能目标

和岗位需要为依据，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主旨，总结过去的教学实践，将内容分为四

大模块，每个模块以项目化的形式组织内容，每个项目分为若干任务。教材以基本理论

必需、够用为度，精选教学内容，优化了知识技能结构。每一章均列出数量适当、难度

适中、具有综合性和启发性的复习思考题，教材最后编写了七个锻炼能力、贴近实际的

实训专题。本教材可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畜牧兽医及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教

学、科研及规模化猪场生产管理人员的参考书。
本教材的编写分工为：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的陈斌编写模块一的项目一、项目四

和实训部分；云南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朱兴贵编写模块一的项目二、项目三，模块三的

项目二；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的徐秋良编写模块一的项目三、模块四的项目一；
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的姜东凤编写模块一的项目五、模块二的项目二；遵义职业

技术学院的王兴群编写模块四的项目二；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的王俊锋编写模块二的

项目一、项目三、项目五；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的张汀编写模块三的项目一；信

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的连慧香编写模块二的项目四。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许多同行的支持，吸纳了很多宝贵意见，并引用了他们

的许多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２０１２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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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一　猪生产基础知识

项目一　养猪业发展概况

一、养猪在国民经济中的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摄取动物蛋白的主

要来源。在畜产品中，举足轻重的是肉食。纵观近年的肉食消费结构，猪肉占６５％左

右。肉制品在各级政府的 “菜篮子”工程中占有重要份额。猪是多胎、杂食动物，能充

分利用各种饲料资源，生产周期较短，是平均头存栏产肉量最高的家畜。国内外资料表

明，每当肉食紧缺或肉食需求增加时，总是首先发展养猪来增加肉类产量。在我国素有

“猪为六畜之首”和 “粮猪安天下”之说。养猪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意义重大。

１．为人民生活提供肉食　猪肉营养丰富，消化率高 （７５％），高于羊肉、牛肉和鸡

肉；口味好，适于各种烹调加工，是上好的肉食品。

２．为工业提供原料　猪浑身是宝，除了提供肉脂产品外，猪的鬃、皮、骨、脑、
内脏等是毛纺、制革、制药、化学、食品等工业的重要原料。

３．出口换取外汇　活猪、猪肉、火腿、猪鬃、猪皮、肠衣等是我国重要的出口换

汇产品。

４．为种植业提供优质有机肥料　一头猪一年可排粪尿２　０００ｋｇ，其中含氮７．５ｋｇ、
磷３ｋｇ、钾６ｋｇ。猪粪中含有大量的有机质，可改善土壤结构和理化性状。长期使用化

肥易使土地板结，在目前化肥中的氮、磷利用率只有５０％ 左右的情况下，化肥也是较

大的氮、磷污染源，合理地施用农家肥，可减少化肥用量。这样，可以改良土壤和减轻

氮、磷污染，有利环保。

５．发展农村经济，富裕农民　我国养猪历史悠久，饲养普遍，可以充分利用农村

自然资源和大量农副产物。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养猪生产及相关产业已成为当地经济

支柱。养猪生产是调整农村生产结构、振兴农村经济、富裕农民的一条重要途径。



２　　　　

二、国内外发展概况

１．国外发展概况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全世界猪的存栏头数与猪肉产量呈增长趋

势，养猪生产在一些养猪技术先进国家，已成为一个商业生产部门。猪场数量减少，养

猪规模扩大。养猪生产已趋向集约化、专门化、工厂化。应用最新的选育方法育种，利

用品种减少，少数几个肉用型品种成为主要品种。生产中充分利用杂种优势，建立了完

善的杂交繁育体系。饲料工业发展迅速，自动饲喂设备逐渐普及。猪舍环境控制能力逐

步提高，饲养管理技术不断改进。母猪年产仔窝数增加，猪肉产量持续增长。
世界养猪业存在区域性的特点，发展很不平衡，亚洲养猪数量和猪肉产量居各大洲

之首。在亚洲，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的猪肉产量增长较快。西欧、北美和中美洲也是猪肉

的主要产地。美国、加拿大、法国、丹麦、英国、荷兰等养猪业发达国家的猪肉生产力

已相当高，猪肉生产趋于稳定。而发展中国家猪肉生产和消费增长较快，养猪生产水平

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２．我国发展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养猪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２０１１年，
出栏肉猪６．６１７亿头，猪肉出栏率达１３８．５％，猪肉产量５　０５３万吨，人均占有量接近

４０ｋｇ。猪肉消费逐渐由追求数量的温饱型向追求质量安全的小康型转变。
我国生猪主要产区集中在长江流域、中原、东北和两广等地，２００９年２月农业部

发布了 《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在全国确定了４３７个生猪优

势区域优势县，规模养猪在生猪主要产区迅速发展。我国是养猪大国，饲养数量占全世

界总量的近１／２，我国养猪生产的稳定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内猪肉消费市场的供应，对国

际养猪业也有重要影响。
我国养猪业已从速度增长型向效益增长型转变，与先进国家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

主要是群体生产水平较低，生产的标准化和安全性有待提高，疫病防控和环境保护亟待

加强。

猪 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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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　猪的生物学特性与利用

任务一　猪的生物学特性

　　猪的生物学特性是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形成的，是猪有别于其他家畜的主要标

志，也是科学养猪的重要依据。

一、世代间隔短，繁殖能力强

猪一般在４～６月龄达到性成熟，６～８月龄就可以初次配种；妊娠期为１１４ｄ。我国

地方猪种性成熟早，一般在３～４月龄、体重２５～３０ｋｇ时达到性成熟。而培育猪种和国

外引进的猪种以及杂交猪，一般要在６～７月龄、体重达６５～７５ｋｇ时才出现性成熟。

在正常的饲养管理条件下，猪是常年发情的多胎高产动物，平均一年能分娩２．２～
２．５胎，若适当缩短仔猪的哺乳期，母猪可２年产５胎。后备种猪可以当年留种、当年

产仔，世代间隔短。
母猪每窝产仔数多数在１０头以上，年提供商品猪可达１８～２２头，比其他家畜都

高。母猪一个发情期一般可排卵２０多个，其卵巢上产生卵原细胞１１万个，但在它一生

的繁殖利用年限内只能排个卵４００；公猪一次射精量达１５０～５００ｍＬ，其中含精子数

２００亿～８００亿个。猪的乳头多，为６～８对，可繁殖年限较长，一般为４～５年。

二、抗逆性强，食性广，饲料利用率高

猪是单胃杂食动物。猪的门齿、犬齿和臼齿都很发达。猪的胃是肉食动物的单胃与

反刍动物的复胃的中间类型，可利用各种动植物和矿物质饲料。猪的采食量大，消化道

长，消化吸收能力较强。猪对粗纤维的消化能力较弱，只靠盲肠中少量共生的有益微生

物分解纤维素，猪对粗纤维的消化率为３％～２５％，消化能力随品种和年龄的不同而有

差别。饲粮中粗纤维的含量一般幼猪不超过４％，育肥猪不超过９％，而成年猪则可达

１０％～２０％。中国地方猪种的大肠比国外猪的大肠要长，因此，更有利于大肠微生物分

解纤维素，具有耐粗饲的特点。猪对饲料的转化效率仅次于鸡，而高于牛、羊。

我国许多地方猪种在抗寒性、耐热性及抗病力等方面都有较强的适应性。

三、皮下脂肪厚，汗腺不发达

猪和其他家畜比较，沉积体脂肪的能力强，特别是在皮下、肾周和肠系膜处脂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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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较多。猪的皮肤厚，皮下脂肪层厚，１岁以上的公猪，其肩部皮肤像软骨那样坚硬且

厚。猪的汗腺退化，皮脂腺小、功能差，所以大猪都怕热。由于皮脂腺不发达，猪也容

易得皮肤病。但应注意，仔猪大脑皮层调温中枢不健全，皮下脂肪少、毛稀、皮薄，体

表面积相对较大，故仔猪怕冷、怕潮。有谚语说 “大猪怕热、小猪怕冷”。

四、嗅觉、味觉发达，听觉灵敏，视觉不发达

猪的嗅觉发达。仔猪产下后数小时就能通过气味找到自己的母亲。如仔猪吃母乳数

小时后，再寄养到其他母猪处时，仔猪会拒绝吃乳而寻找自己的母亲。猪可依靠嗅觉寻

找地下埋藏的食物，发情母猪能通过公猪特有的气味找到公猪。
猪的听觉很敏感，能鉴别声音的强度、音调和节律，并形成条件反射。如给以固定

的声音刺激 （如口哨），可使仔猪形成吃乳、母猪泌乳的条件反射。因而，可以用口令

和声音调教。
猪的味觉也较发达。
猪的视觉很弱，缺乏精确的辨别能力，不靠近物体就看不见东西，不能分辨颜色。

五、性情温顺，易调教

由于猪的性情温顺，因此容易调教。家猪经过调教后，能够建立条件反射。按指定

的地点起居、进食、排泄，便于管理，有利于生产。有研究认为，家畜中最聪明的动物

是猪。猪能学会狗所能做的任何技巧，并且训练时间较短。
猪有相互咬食现象，又称为 “相食症”，是肉猪生产中常见的危害较大的一种恶癖。

其中以咬耳、咬尾最为常见，其次是咬颈、腰、背等。多发生在生长幼猪群中，发生了

“相食症”后，猪体伤痕累累，一旦伤口感染或化脓，会蔓延至脊椎，影响到部分或整

个胴体的质量。饲养密度过大、采食槽位不够、供水不足、重新组群、空气污浊、食盐

过少、钙磷不足 （或过多）等，会导致 “相食症”的发生。

六、爱好清洁，定居群游

猪是爱好清洁干燥的动物，它不在吃睡处排泄粪尿。若圈舍过小，猪密度大，就无

法表现出喜好清洁的习性了。所以在仔猪组群后，应立即训练、调教 “三点定位”。让

其在固定地点排便、采食和睡觉，关键是调教其定点排便。
猪是群居动物，群居位次明显。不同窝的仔猪断乳后，在初合圈时会发生以强欺

弱、强者抢食及仔猪间激烈地咬斗现象，并按不同来源，分群躺卧。经过数天后，就会

形成一个群居集体，以胜利者为核心，建立位次关系。在没有圈舍的情况下，猪能自己

找到固定的地方居住。仔猪一般较合群，若受惊吓，则立即聚集在一起或成群逃跑。

七、生长期短，周转快

与马、牛、羊相比，无论是胚胎期还是生后生长期，猪的生长期都是最短的。商品

肉猪在满足其营养需要的条件下，６～８月龄体重可达８０～１００ｋｇ，优秀的杂交猪５～６
月龄体重可达９０～１００ｋｇ，生长期短，生长强度大，周转快。

猪 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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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适应性强、分布广

猪对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的适应性强，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家畜之

一。丰富多样的品种和种群资源决定了其广泛的适应性。

任务二　猪的行为习性与利用

行为是动物对某种刺激和外界环境的反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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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有特殊的反应，而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掌握了猪的行为

习性，在生产中科学地利用这些行为习性，制定合理的饲养工艺，设计新型的猪舍和设

备，改革传统饲养技术方法，最大限度地创造适于猪习性的环境条件，就可以提高猪的

生产性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一、采食行为及其利用

猪的采食行为包括吃食和饮水。拱土觅食的采食行为是猪与生俱有的一个突出特

征，尽管在现代化猪舍内，饲以良好的平衡日粮，但猪还会表现拱地觅食的习性。鼻子

是猪高度发育的器官，在拱土觅食时，嗅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猪的采食具有选择性，
特别喜爱甜食。颗粒料与粉料相比，猪爱吃颗粒料；干料与湿料相比，猪爱吃湿料，且

采食花费时间也少。
猪的采食有竞争性，群饲的猪比单饲的猪吃得多、快，增重也快。喂食时每个猪都

力图占据饲槽有利的位置，有时将两前肢踏在饲槽中采食，站立在饲槽的一角，就像野

猪拱地觅食一样，以吻突沿着饲槽拱动，将饲料搅弄出来，抛洒一地。猪白天采食６～
８次，比夜间多１～３次，每次采食持续时间１０～２０ｍｉｎ，限饲时则少于１０ｍｉｎ。自由采

食不仅采食时间长，而且能表现每头猪的嗜好和个性。仔猪每昼夜吸吮次数因日龄不同

而异，为１５～２５次，吸吮时间占昼夜总时间的１０％～２０％。大猪的采食量和摄食频率

随体重增加而增加。
在多数情况下，猪的饮水与采食同时进行。猪的饮水量是相当大的，仔猪初生后就

需要饮水，仔猪吃料时，饮水量约为干料的２倍，即料水比为１∶２。成年猪的饮水量除

饲料组成外，很大程度取决于环境温度。吃混合料的猪，每昼夜饮水９～１０次；吃湿料

时平均２～３次；吃干料时每次采食后需要立即饮水。自由采食时通常采食与饮水交替

进行，直到满足为止；限制饲喂的猪则在吃完料后才饮水。仔猪在２月龄前就可学会使

用自动饮水器饮水。
根据猪的采食行为，生产上经常采用群养、喂颗粒料或在饲料中添加带甜味和乳香

味的添加剂，提高仔猪的采食量。另外，当母猪产后食欲不强时也可以改喂干料为喂湿

料，改粉料为颗粒料，增强母猪食欲，同时２４ｈ提供清洁饮水。

二、排泄行为及其调教

猪不在吃睡的地方排泄粪尿，这是遗传下来的本性。因为野猪不在窝边排泄粪尿，

模块一　猪生产基础知识 ■ 项目二　猪的生物学特性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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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被敌兽发现。
猪爱清洁，能保持睡窝干燥、清洁，能在猪栏内远离窝床的一个固定地点排泄粪

尿。猪排粪尿是有一定的时间和区域规律的，一般多在采食饮水后或起卧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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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饮食后约５ｍｉｎ排粪

１～２次，多为先排粪、后排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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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多排尿而很少排粪，夜间一般排粪２～３次，早晨的排泄量最

大。但在饲养密度过大或管理不当时，排泄行为就会混乱，猪舍难以保持卫生，不利于

猪的健康生长。
根据以上特性，在组织猪群时，一定要控制饲养密度。猪转群时，要设法让猪的第

一次排泄就在猪栏内规定的地方进行。

三、性行为及其利用

有性繁殖的动物达到性成熟以后，在繁殖期里所表现出的两性之间的特殊行为都是

性行为。性行为主要包括发情、求偶和交配行为。母猪在发情期可见到特异的求偶表

现，公猪、母猪都出现交配前的性行为。
母猪临近发情时外阴红肿，在行为方面表现神经过敏，轻微的声音便能被惊起，但

这个时期虽然接受同群母猪的爬跨，却不接受公猪的爬跨。在圈内喜闻同群母猪的阴

部，有时爬跨其他母猪，行动不安，食欲下降。发情中期的母猪行动愈发不安，夜间尤

甚。跑出圈外的发情母猪，能靠嗅觉到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公猪，有的母猪甚至能记住过

去配种时所走过的路途。在农村，常能在有公猪的地方找到出逃的母猪。发情母猪常能

发出柔和而有节奏的哼叫声。当臀部受到按压时，总是表现出如同接受交配的站立不动

姿态，立耳品种同时把两耳竖立后贴，这种现象称压背反射或称呆立反射。呆立反射是

母猪发情的一个关键行为，能由公猪短促、有节奏的求偶叫声所引起，也可被公猪唾液

腺和包皮腺分泌的外激素气味所诱发。由于发情母猪的呆立反射与排卵时间有密切关

系，所以被广泛用于对舍饲母猪的发情鉴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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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在发情期内接受交配的时间大约有４８ｈ（３８～
６０ｈ），接受交配的次数为３～２２次。

发情公猪一旦接触母猪，会追逐母猪，嗅母猪的体侧、肷部、外阴部，把嘴插到母

猪后腿之间，突然往上拱动母猪的臀部，错牙形成唾液泡沫，时常发出低而有节奏的、
连续的、柔和的喉音哼声。当公猪性兴奋时，还出现有节奏的排尿。公猪的爬跨次数与

母猪的稳定程度有关，射精时间为３～１０ｍｉｎ，有的公猪射精后并不跳下而进入睡眠状

态。
有些母猪往往由于体内激素分泌失调而表现出性行为亢进或衰弱 （不发情和发情不

明显）。公猪由于遗传、近交、营养和运动等原因，常出现性欲低下，或发生自淫行为。
群养公猪常会造成稳固的同性性行为，群内地位较低的个体往往成为被爬跨的对象。

在生产实际中，经常用公猪对发情症状不十分明显，特别是对没有静立反应但会接

受公猪爬跨的母猪进行试情，确保发情期内配种。另外，生产中还常用公猪来诱情，方

猪 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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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将不发情的母猪赶入成年公猪舍，让其与公猪直接接触，每次２～１０ｍｉｎ，每天上、
下午各一次，一般持续２～３ｄ母猪即发情。

四、母性行为及其利用

母性行为主要是指分娩前后母猪的一系列行为，如絮窝、哺乳及其抚育和保护仔猪

的行为。
母猪在分娩前１～２ｄ，通常衔取干草或树叶等造窝的材料，如果栏内是水泥地面而

无垫草，只好用蹄子扒地来表示。分娩前２４ｈ，母猪表现神情不安，频频排尿，摇尾，
拱地，时起时卧，不断改变姿势。分娩多选择在安静时间，一般多在１６：００以后，特

别是夜间产仔多见。
母猪分娩时多侧卧，呼吸加快，皮温上升。当第一头仔猪产出后，母猪不去咬断仔

猪的脐带，也不舔仔猪，并且在生出最后一个胎儿以前多半不去注意自己产出的仔猪。
有时母猪还会发出尖叫声，当小猪吸吮母乳时，母猪四肢伸直露出乳头，让初生仔猪吃

乳。整个分娩过程中，母猪自始至终都处在泌乳状态，乳头饱满，甚至乳汁流出，使仔

猪容易吸吮，并不停地发出 “哼哼”声。母猪分娩后以充分暴露乳房的姿势躺卧，引诱

仔猪挨着母猪乳房躺下。哺乳时常采取左倒卧或右倒卧姿势，一次哺乳中间不转身，母

仔双方都能主动引起哺乳行为，母猪以低度有节奏的哼叫声呼唤仔猪哺乳，有时是仔猪

以它的召唤声和持续地轻触母猪乳房以刺激泌乳，一头母猪哺乳时母仔的叫声，常会引

起同舍内其他母猪也哺乳。
仔猪吮乳时，开始仔猪聚集乳房处，各自占据一定位置，以鼻端拱摩乳房，吸吮，

仔猪身向后，尾紧卷，前肢直向前伸，此时母猪哼叫达到高峰，最后排乳完毕。
在分娩过程中母猪如果受到干扰，则站在已产的仔猪中间，张口发出急促的 “呼

呼”声，表示防护性的威吓。经产母猪一般比初产母猪安稳。分娩过程３～４ｈ。初产母

猪比经产母猪分娩快，放养的猪比舍饲的猪分娩快。脐带由仔猪自己挣断。强壮的仔猪

用自身的活动很快便把胎膜脱掉，而弱仔猪则往往带在身上。胎盘如不取走，多被母猪

吃掉。
母仔猪之间是通过嗅觉和听觉来相互识别和联系的。在实行代哺或寄养时，必须设

法混淆母猪的辨别力，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外来仔猪身上涂抹母猪的乳汁，或者把它同母

猪所生的仔猪混在一起，以改变其体味。猪的叫声是一种联络信号，仔猪遇有异常情况

时通过叫声向母猪发出信号，不同的刺激原因发出不同的叫声。哺乳母猪和仔猪的叫

声，根据其发声的部位 （喉音或鼻音）和声音的不同可分为 “嗯嗯”声 （母仔亲热时母

猪叫声）、尖叫声 （仔猪的惊恐声）和鼻喉混声 （母猪护仔的警告声和攻击声）三种类

型，以此不同的叫声，母仔互相传递信号。
正常的母仔关系，一般维持到断奶为止。母猪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仔猪，在行走、

躺卧时十分谨慎，不致踩伤、压死仔猪。母性好的母猪躺卧时多选择靠近栏角处并不断

用嘴将仔猪拱离卧区后而慢慢躺下，一旦遇到仔猪被压，只要听到仔猪的尖叫声，会马

上站起，将防压动作再重复一遍，直到不压住仔猪为止。带仔母猪对外来的侵犯先发出

警惕的叫声，仔猪闻声逃窜或者伏地不动，母猪会用张合上下颌的动作对侵犯者发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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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或以蹲坐姿势负隅抵抗。中国的地方猪种，护仔的表现尤为突出，因此有农谚 “带
仔母猪胜似狼”，在对分娩母猪进行人工接产、初生仔猪的护理时，母猪甚至会表现出

强烈的攻击行为。现代培育品种尤其是高度选育的瘦肉型猪种，母性行为有所减弱。

五、群居行为及其利用

猪在进化过程中形成定居漫游习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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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群体表现出更多的身体接触和保持听觉的信

息传递。
在无猪舍的情况下，猪能够寻找固定地方居住，表现出定居漫游的习性。
在放牧结束后猪能自动回到自己的圈栏内。仔猪同窝出生，过群居生活，合群性较

好。
在同一群内，个体依据体重、性情等有明显的群体位次。既有合群性，也有大欺

小、强欺弱和竞争好斗的习性。猪群中有明显的等级，这种等级在猪刚出生后不久即形

成，猪群越大，这种现象越明显。这种等级最初形成时，以攻击行为最为多见，一个稳

定的猪群，一般是会按优势序列原则组成有等级制的群体结构。一般体重大的、气势强

的猪占优位，年龄大的比年龄小的占优位，公猪比母猪、未去势的比去势的猪占优位。
小体形猪及新加入到原有群中的猪往往列于次位。同窝仔猪之间群体优势序列的确定，
常取决于断奶时体重的大小，不同窝仔猪并圈喂养时，开始会激烈争斗，并按不同来源

分小群躺卧，在２４～４８ｈ，明显的等级体系就可形成。
稳定的猪群是按优势序列原则组成有等级制的社群结构，个体之间保持熟悉、和睦

相处；当重新组群时，稳定的社群结构发生变化，发生激烈的争斗，直至重新组成新的

社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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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出现极度不安，大声嘶叫，频频排粪尿。年龄较大的猪与伙伴分离也有类

似表现。
所以，在实际生产中，要控制猪群的饲养密度，并根据猪的品种、类别、性别、性

情、体重等进行分群饲养，防止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影响猪群整齐度和正常生长。

六、后效行为及其利用

猪的行为有的是与生俱来的，如觅食、母猪哺乳和性行为；有的是后天获得的行

为，即条件反射行为或后效行为。后效行为是猪出生后对新鲜事物的熟悉而逐渐建立起

来的，猪对吃喝的记忆力强，对采食饲料的学习以及饲喂的有关工具、食槽、饮水槽及

其方位等最容易建立起条件反射。
小猪在人工哺乳时，每天定时饲喂，只要按时给以笛声、铃声或饲喂用具的敲打

声，训练几次，即可听从信号指挥，到指定地点吃食。
猪的后效行为，为饲养管理好猪群提供了科学依据。在整个养猪生产工艺流程中，

猪 生 产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