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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猪标准化养殖的环境调控技术 

第一节 猪的生物学特性与行为习性 

一、猪的生物学特性 

猪在长期的选择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与外界环境相适应、有利于自身生长繁殖的

独特的本能、特征和特性，即猪的生物学特性。猪的生物学特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 

（一）多胎高产、世代间隔短 

猪属于多胎动物，性成熟早、世代间隔短、繁殖能力强。母猪 3～5 月龄就达

到性成熟，6～8 月龄就可以初次配种。妊娠期平均 114 d，母猪不到 1 岁便可以生

产。一般哺乳期 28～35 d，母猪断奶后 7～10 d 可以发情配种，母猪的繁殖期 149 d。

因此，母猪一年可产 2.2～2.5 胎［年产胎数=365/（妊娠期+哺乳期+配种间隔）］，

世代间隔可缩短到 1～1.5 年（头胎留种只有 1 年，第二胎留种则为 1.5 年），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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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母猪的年生产力。母猪繁殖力强，在正常饲养管理条件下，一个发情期可以

排卵 12～20 个，一胎产仔数 10～12 头。我国许多优良地方猪具有很强的繁殖力，

具有性成熟早、发情症状明显、产仔数高、母性强、繁殖利用年限长等特点。 

（二）生长快、经济早熟 

猪的胚胎期和生长期都比较短，但各期的生长速度非常迅速，具有经济早熟性。 

胚胎期各系统发育不健全。由于猪的妊娠期短、胚胎数量多，使得胚胎期胎儿

的营养供给较少、出生体重小。初生仔猪各系统器官发育不健全，表现出抵抗力低、

适应力差、消化力差、体温调节力差的特性。 

生长期生长发育迅速。初生仔猪各系统在胚胎期发育严重不足的状态在仔猪出

生后得以弥补，生长期仔猪的相对生长速度非常迅速。1 月龄仔猪体重是初生体重

的 5～6 倍；2 月龄仔猪体重是 1 月龄体重的 2.5～3 倍。到 2 月龄后，仔猪各系统

器官基本发育完善，对外界的适应能力迅速提高，基本能适应外界的环境变化和日

常的饲养管理条件。 

生长期猪的生长发育有序生长。2 月龄至 6～7 月龄的猪生长发育较快，表现出

明显的组织分化生长，并且生长发育速度逐渐降低，脂肪沉积能力逐渐增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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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龄可达到屠宰体重（90 kg），经济早熟、经济效益高。正如我国民间所说“小猪长

骨、中猪长肉、大猪长膘”，生产中必须根据猪生长的不同阶段的特点，科学合理地

饲养管理，适时屠宰上市，方可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三）杂食性强、饲料利用率高 

猪属于单胃杂食动物，可利用的饲料种类多、饲料来源广泛，猪可以很好地利

用动物性和植物性饲料原料，也可以利用各种加工副产品，具有一定的耐粗饲性。

猪的饲料利用率高，每增重 1 kg 最低消耗饲料 2.2 kg，生产成本低。应当注意的是，

猪缺乏纤维素分解酶，不能很好地利用粗纤维，因此猪的日粮配合中应严格限制粗

纤维的含量，以免降低饲料的消化率。生猪育肥猪的饲料粗纤维含量不超过 7%～

9%，成年猪的饲料粗纤维含量不超过 10%～12%，集约化养殖更低一些。 

（四）对温度和湿度敏感 

猪对温、湿度敏感，不同阶段的猪对温度的要求完全不同，表现出小猪怕冷、

大猪怕热的特点。小猪温度调节机能不健全，被毛稀少，皮下脂肪少，体表面积大，

散热快，使得小猪表现出明显的怕冷特点。而大猪皮下脂肪厚，体热散发困难，使

得大猪表现出明显的怕热特点。尤其是高温高湿和低温高湿对猪的生长有很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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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日常的管理工作特别强调防寒保暖和防暑降温措施，为不同阶段的猪群创造适

宜的环境温度。出生一周内的仔猪，适宜温度在 34～35℃，之后逐渐降低；大猪的

适应温度在 20～23℃。 

（五）嗅觉、听觉灵敏，视觉不发达 

猪的嗅觉非常发达。仔猪在出生后几小时就能很好地鉴别不同的气味，母猪利

用灵敏的嗅觉识别自己的仔猪，发情母猪利用嗅觉识别公猪的气味而产生“静立反

射”，猪利用嗅觉区别排粪尿和睡卧的地方等。 

猪的听觉也非常发达，能很好地鉴别声音的来源、强度、音调和节律，容易对

声音刺激形成条件反射。仔猪出生几小时就能对声音产生反应，2 月龄时基本能分

辨不同的声音刺激，3～4 月龄时就能迅速分辨不同的声音刺激。生产中常利用猪发

达的嗅觉和听觉对猪进行调教，使猪只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降低劳动强度，提高

生产效率。 

猪的视觉很不发达，对光线和颜色的分辨力很差。 

（六）群体位次明显、爱好清洁 

猪属于群居动物，具有较好的合群性，但是猪群有明显的群体位次。生产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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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常合群、并圈，以免打乱猪群的位次，增加猪只的打斗，影响猪只的生长。 

猪爱清洁。利用猪爱清洁的特性，对猪群进行合理调教，可减少圈舍的污染。 

二、猪的行为习性 

猪对周围环境的各种刺激产生了一定的反应，即猪的行为。根据猪的行为习性，

科学饲养管理，是现代养猪业提高养殖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猪的行为

习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居行为 

猪具有定居漫游习性，合群性好，具有争斗习性，群体位次明显。猪出生几小

时内就有争斗行为。通常同窝仔猪合群性好，不同窝仔猪并圈时争斗激烈。猪群按

照来源小群躺卧，1～2 d 就形成明显的群体位次，并和平共处。生产中绝大多数的

猪进行群体饲养，但应控制好饲养密度，确保猪只的正常生长。 

（二）采食行为 

猪的采食行为具有明显的拱土觅食、选择性、竞争性和年龄特征。猪的嗅觉非

常发达，具有拱土的习性，在采食时喜欢拱动食槽，造成浪费。猪喜欢采食香甜、

酥脆、颗粒和湿料，昼夜可采食，白天采食 6～8 次，比夜间多 1～3 次。猪采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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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性，群饲猪比单独饲喂时采食更多、更快、增重更大。不同年龄的猪采食习

性不同，哺乳仔猪随年龄增加吮吸次数逐渐减少，大猪采食数量和次数随体重增加

而逐渐增多。猪的饮水量因饲料种类而异，采食干料时，饮水量是干料的 2 倍。生

产中应保证猪只昼夜都能采食和饮水，根据不同阶段猪的特点配合饲料，提高饲料

的适口性。 

（三）排泄行为 

猪爱清洁卫生，具有良好的排泄行为，不在采食和睡卧的地点排泄。猪在采食

过程中不排粪，在采食前和饱食后都有排泄行为。采食前通常是先排尿后排粪，饱

食后通常是先排粪后排尿，夜间一般排泄 1～2 次。猪的采食、休息、排泄在圈舍

内三个不同的地点，一旦固定下来基本不变。生产中应加强猪的调教，尤其是刚进

圈或并圈的猪，做到定点饲喂、定点排便和定点睡卧，保持圈舍卫生，减少饲料浪

费和疾病的发生。 

（四）性行为 

猪在性成熟后表现出明显的性行为，具体表现出发情、求偶和交配行为。发情

母猪主要表现出卧立不安，食欲时高时低，发出特有的哼哼声，爬跨或接受其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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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爬跨，主动接近公猪，频频排尿等特征。当饲养人员压其背部时，出现呆立反

射。个别母猪对配偶公猪有选择性。公猪兴奋时表现出主动接近母猪，嗅母猪体侧、

外阴，拱母猪臀部，发出哼哼声音等。生产中必须加强管理，根据猪的性行为特点，

做好发情鉴定和配种工作，可提高母猪的繁殖力。 

（五）母性行为 

母猪在分娩前后会表现出絮窝、哺乳及抚育仔猪等母性行为。母猪在临近分娩

时，会出现用蹄抓地的现象（地面养殖的母猪常用前肢搂草做窝），分娩前 24 h，

出现精神不安、频频排尿、磨牙、摇尾、拱地、时起时卧等现象。母猪分娩多在夜

间，整个分娩过程保持放乳，尽力亮出乳头，方便仔猪吃乳和避免压伤仔猪。母猪

和仔猪之间主要通过嗅觉、听觉刺激相互联系和哺乳。猪的母性行为好，通常能正

常产仔，不需要人工接产，护仔性强，具有较高的哺育成活率，尤其是含地方猪血

缘的猪种。 

（六）嗜睡行为 

猪具有嗜睡的特性，大多数时间都在休息。仔猪出生的前 3 d，除吮乳和排泄

外，全部处于酣睡状态，随日龄增长，活动逐渐增多、睡眠逐渐减少；哺乳母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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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间和次数随哺乳时间增加而逐渐增多、睡卧时间随哺乳时间增加而逐渐减

少；种猪的休息时间占 70%，肥猪的休息时间占 70%～85%。 

猪的活动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一般活动时间都是在白天，温暖季节夜间也有

活动和采食，气温较低时活动时间较短。 

（七）探究行为 

猪的探究行为主要是对地面的物体，通过看、听、闻、尝、啃、拱等感官进行

探究，表现出发达的探究力，尤其是仔猪。仔猪对外界环境具有很强的“好奇心”，

通过鼻拱、口咬等方式来探查周围环境中的新东西。猪的觅食行为首先是拱掘，再

通过闻、拱、啃之后，才会采食。 

（八）争斗行为 

猪的争斗行为包括进攻、防御、躲避和守势。猪的争斗行为主要发生在同群或

不同群猪之间，为争夺奶头、饲料、地盘以及同群猪内的群体位次结构调整时。仔

猪刚出生几小时即开始争夺奶头，通常先出生或体重大的仔猪抢到前面较好的奶头

位置，后出生和弱小的仔猪则只能吮吸后面较差位置的奶头，影响其生长发育和猪

群的整齐度。饲养密度过大时，猪群的争斗行为明显增加，常出现咬头、咬尾，严



第二章 生猪标准化养殖的环境调控技术 

 17 

重影响猪只的生长，造成饲料浪费，降低体重增长，甚至出现僵猪、个体死亡。因

此合群时，应考虑个体大小和强弱进行合理分群，避免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九）异常行为 

猪在环境中受到有害刺激时，可能出现超出正常范围的行为。如果猪只的饲养

密度过高，活动受到限制，环境单调，气候异常，以及营养成分缺乏等，则可能导

致猪出现咬尾、咬耳或母猪食仔等同类相残，以及啃咬饲槽、水槽和圈栏等异常行

为，对生产造成危害或带来经济损失。生产中应加强饲养管理，减少猪的异常行为，

防止猪只出现同类相残或对饲养管理器具的破坏行为，确保猪只的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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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猪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环境是猪赖以生存的基础，猪场的环境条件直接影响猪的健康。猪对环境条件

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对大环境和舍内小环境的要求。 

一、猪对大环境的要求 

（一）保持适宜环境，预防应激反应 

适宜的环境条件有利于发挥猪的生产潜力。当环境条件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猪能够通过神经和体液调节适应环境条件变化，这种应对环境变化的反应就是应

激。猪舍内小环境和日常饲养管理措施的突然改变都可能引起猪的应激反应，如温

度、有害气体、噪声、饲料和营养水平的突然改变，以及断奶、去势、断尾、打耳

号、预防注射、转群等。轻微的应激反应对猪的影响很小，甚至能提高其抵抗力，

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但是强烈和长时间的应激会严重影响猪的健康、降低生产性能。 

根据猪的生理特点创造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稳定猪群的饲养管理规程是预防

猪群应激反应的有效措施。不同品种、性别、年龄、生理阶段、营养水平的猪对相

同应激源的反应也不同，生产中应根据猪的生理特点创造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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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猪群的饲养管理规程，减少应激源的刺激。也可以采用药物预防、品种选育、基

因检验等，淘汰应激敏感猪，提高猪的抗应激能力，有效防范应激反应。 

（二）合理分群，保持适宜的饲养密度 

猪具有较好的合群性和争斗性，猪群具有明显的群体位次，猪群的生活空间应

满足猪只的正常采食和排泄、休息和运动，减少猪只的打斗，提高日增重和饲料利

用率，保证猪群的均衡生长和正常繁殖。分群或转群时，尽量把来源、品种类型、

强弱程度、体重大小相近的个体分为一群，避免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相互咬斗而

影响猪只的生长。 

在圈栏面积一定的条件下，群体规模越大或密度越高，猪群的争斗越严重，猪

群的生长越慢；密度过大，猪舍内的小环境越差，环境温度和湿度升高，空气污浊，

发病率增高；导致生长速度和饲料利用率降低。一般肥育猪每圈饲养 10～20 头，

以头均占圈面积 0.8～1.0 m2 为宜。资料显示，头均占圈面积，与 0.5 m2／头相比，

1.0 m2 和 2.0 m2 的增重速度分别提高 12.2%和 14.7%，饲料利用率分别提高 9.8%和

11.1%。各类猪适宜的饲养密度见表 2-1。 

表 2-1 各类猪适宜的饲养密度 

类别 单饲（m2/头）  群饲（m2/头）  每栏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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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公猪 5～6 / 1 

哺乳母猪 5～6 / 1 

妊娠母猪 1.5～2 / 1 

生长猪 / 0.4～0.65 10～25 

肥育猪 / 0.85～1.0 10～25 
 

二、猪对舍内小环境的要求 

（一）维持适宜的环境温度 

猪是恒温动物，猪只通过维持机体的产热和散热的相对平衡来实现体温的相对

恒定，环境温度的变化影响着机体的产热和散热。当环境温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

猪只通过物理性调节即可维持体温的相对稳定，该温度范围就是等热区。等热区是

最适于猪只生存和生产的环境温度范围，是少用饲料并能得到更多产品的有效措

施。猪从出生到出栏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不同，表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 

出生到断奶阶段：初生仔猪的体温调节能力、适应力和抗病力差，出生第一周

的温度是影响初生仔猪成活率的关键因素。第一周的哺乳仔猪的适宜温度是 31～

37℃，而母猪的适宜温度是 20℃左右，控制好母猪和仔猪的环境温度，是提高母猪

繁殖力的重要保障。 

断奶至 6 月龄阶段：仔猪断奶后体温调节能力和适应力都有所提高，断奶仔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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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度应维持在 30℃左右，转入保育舍后逐渐降低温度，一周后可以降低到 27℃，

断奶仔猪阶段维持在 25℃左右，到生长肥育阶段的适宜温度维持在 20℃左右。维

持适宜的环境温度，是保持仔猪顺利断奶和正常生长的重要保障。 

6 月龄到繁殖阶段：6 月龄后，猪准备开始进入繁殖阶段，这个阶段的适宜温

度是 18℃左右。环境温度过高会影响种猪的繁殖性能，公猪性欲和精液品质降低；

母猪胚胎存活率下降，产仔数减少，缺乳和少乳，断奶发情间隔延长等现象，甚至

造成繁殖障碍。当环境温度高于 28℃时，75 kg 的大猪可能出现气喘；高于 30 ℃时

采食量明显减少、饲料利用率降低；高于 35℃而不采用防暑降温措施时，肥育猪可

能中暑，妊娠母猪可能流产，公猪的精液品质不良且 2～3 个月难以恢复，严重影

响肥育和繁殖。各类猪群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温度见表 2-2。 

表 2-2 各类猪群最适宜的生长环境温度 

类  别 适宜温度（℃） 类  别 适宜温度（℃） 

新生仔猪  30～32 育肥猪  18～20 

哺乳仔猪  28～30 妊娠母猪（分娩前）  18～21 

断奶仔猪（30～40 d） 21～22 哺乳母猪（分娩后 1～3 d） 24～25 

断奶仔猪（40～90 d） 20～21 哺乳母猪（分娩后 4～23 d） 20～22 
 

（二）保持适宜的环境湿度 

猪舍内的湿度主要受各地区气候条件和舍内通风效果、圈舍条件、排水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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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尿处理、饮水方式、饲喂方式以及饲养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在适宜的温度范

围内，湿度对猪的影响较小，但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下，高湿和低湿环境对猪的体温

调节、身体健康和生产性能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高湿不利于猪只的热平衡调节，高温高湿环境使猪只感到更加炎热，体温升高、

引发中暑；低温高湿环境下猪只感到更加寒冷，非蒸发散热增加，机体失热过多，

容易受凉、冻伤，甚至死亡。 

高温高湿的环境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加快，动物受病源微生物侵害的机会

增多，使得猪只更容易爆发多种疫病、皮肤病、中暑性疾病；高温高湿不利于饲料

的储藏，容易出现霉变，引起猪只霉菌毒素中毒，侵害猪的免疫和生殖系统。低温

高湿的环境条件下，容易诱发腹泻与消化道的传染病、感冒、肺炎等呼吸道疾病以

及神经痛、风湿痛和关节炎等疾病。高温低湿环境，舍内尘埃增加，猪只水分过度

蒸发，血流量减少，皮肤及外露黏膜对微生物的抵抗力降低，容易诱发肺炎及与呼

吸有关的疾病，在有红外线灯加热的保暖箱中，仔猪常发生腹泻脱水而死亡。 

在高温高湿环境中，猪只通过减少采食量来维持体温恒定，导致猪只生产性能

降低；高温高湿环境下猪只的能耗增加，饲料利用率降低。在低温高湿环境中，猪

体散热量增加，能耗增大，导致生产性能下降，饲料利用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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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猪舍应保持相对干燥的环境，相对湿度控制在 60%～80%较为适宜，各

类猪舍的适宜湿度见表 2-3。 

表 2-3 猪舍适宜的相对湿度 

猪舍种类 无采暖设备时适宜的相对湿度（%） 有采暖设备时适宜的相对湿度（%） 

公猪舍 66～75 61～71 

母猪舍 65～75 61～71 

幼猪舍 65～75 61～71 

肥猪舍 75～80 70～80 
 

（三）保持猪舍的通风 

舍内的空气流动称为风或气流。猪舍应保持合理的通风，以改善舍内空气质量、

排除舍内有害气体和水蒸气、调节舍内温度和湿度。 

猪舍通风不良会诱发呼吸道疾病、降低食欲、影响生产力；通风过度会使舍内

温度急剧下降，造成应激；尤其是冬春季节，风邪侵袭常引发疾病，大风天气易传

播病毒和细菌，导致猪的抵抗力下降，引发猪群的呼吸道疾病和口蹄疫的爆发。 

通风直接影响猪的体温调节。在夏季，气流有利于蒸发散热和对流散热，降低

温度和湿度，对猪体健康和生产力具有良好的作用。在冬季，气流显著增强了肌体

散热，加重了寒冷对猪的威胁，同时增加能量消耗，使生产力下降。因此，应通过

合理设计猪舍和安装相应设施来调节风速，有效改善空气质量。猪舍内气流速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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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m/s 为宜。寒冷季节，小猪舍的风速控制在 0.15 m/s 以下，大猪舍的风速

控制在 0.2 m/s 以下。各类猪舍理想通风量见表 2-4。 

表 2-4 猪舍理想通风量 [m3/（h.只）] 

 体重（kg）  冬季（<10℃） 春秋季（10～25℃） 夏季（>25℃） 

离乳猪  8～14 3.4 17 43 

保育猪  14～34 5 51 60 

生长猪  34～68 12 41 128 

肥育猪  68～100 17 60 204 

妊娠猪  >100 20 68 255 

泌乳母猪  180 34 136 850 

种公猪  180 24 85 510 
 

（四）降低猪舍内的有害气体、总悬浮物（TSP）和微生物的含量 

猪舍内的空气质量直接影响猪只的健康和生产性能，猪舍要求降低有害气体和

总悬浮物的含量，保持舍内空气清新，以利于猪只的健康生长。 

1. 有害气体 

猪舍内的有害气体主要由舍内的粪尿、垫草、饲料和污水分解产生的无色有刺

激性臭味的氨、硫化氢以及机体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生火炉产生的一氧化碳等气

体组成，氨气主要聚集在接近地面的区域，对人畜黏膜和结膜的刺激很大，严重影

响猪只的生长，高浓度可引起神经系统麻痹、中毒性肝病、心肌损伤，甚至死亡；

高浓度的硫化氢可抑制呼吸中枢，导致猪只窒息死亡；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可影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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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采食量，增重降低，导致抵抗力下降和感染慢性传染病；一氧化碳可引发呼吸、

循环和神经系统的病变，导致猪只中毒，轻者精神沉郁、重者死亡。因此，生产中

应加强饲养管理，及时清除粪尿、垫草，保持圈舍干燥卫生，注意通风换气，降低

有 害 气 体 的 含 量 。 一 般 要 求 猪 舍 内 氨 气 含 量 不 高 于 20～ 30 mL/m3 ， 如 果 超 过

100 mL/m3 ， 猪 的 日 增重 将 减少 10%， 饲 料 利用 率 降低 18%； 如 果 超过 400～

500 mL/m3，会引起黏膜出血，发生结膜炎、呼吸道疾病、神经系统麻痹，甚至死

亡。舍内硫化氢不高于 10 mL/m3，如果超过 550 mL/m3，可以直接抑制呼吸中枢，

窒息死亡。妊娠后期母猪、哺乳母猪、哺乳仔猪和断奶仔猪舍一氧化碳不高于

5 mg/m3，种公猪、空怀和妊娠前期母猪、育成猪舍一氧化碳不高于 15 mg/m3，育

肥猪舍不高于 20 mg/m3。 

2. 总悬浮物和微生物 

空气中的固体尘粒统称总悬浮物（TSP）。猪舍内空气中的尘土、皮屑、饲料、

垫草、粪便和粉粒等都是微生物的载体。舍内通风不良或阳光不足时，更能促进病

源微生物的繁殖，从而加剧了对猪只的不良影响。尘粒附着于体表，会刺激皮肤、

堵塞皮脂腺，引起皮肤干燥、发炎；尘粒落入眼睛，可引起结膜炎和其他眼病；尘

粒被吸入呼吸道，可引起呼吸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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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中常通过正确选择场址、合理设计圈舍、加强猪场绿化、规范饲养管理、

强化生物安全体系、健全防疫制度等综合措施减少舍内总悬浮物和微生物，保障猪

只的正常生长。一般要求严格控制猪舍内总悬浮物 TSP 含量：场区不高于 2 mg/m3，

生长猪舍不高于 3.0 mg/m3；哺乳母猪和哺乳仔猪舍不高于 1.0 mg/m3，其他猪舍不

高于 1.5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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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持适宜的光照 

光照对猪体的影响广泛而深刻。光照强度和时间对猪的健康、生长发育和生产

力有一定影响，对猪的生物节律和行为习性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影响到

工作人员的生产操作。 

适宜的光照可将辐射能转变为热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机体组织代谢，增强

机体的抗病力；过度的光照可造成皮肤损伤，影响机体热调节，引发日射病，损伤

眼睛。 

光照对仔猪的影响最显著。适宜的光照时间和强度可使仔猪吮乳次数明显增

多，窝仔数、个体重和 21 天窝重显著提高；延长光照时间有利于增强合成代谢，

改善机体免疫机能，降低仔猪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仔猪的存活率和日增窝重。

光照对肥育猪无显著影响，但适当提高光照强度有利于猪只健康，可提高猪只抵抗

力和生长速度。同时，光照也增加了猪只的活动时间，过高的光照强度会刺激猪只

甲状腺分泌，加速体内组织氧化分解，使体重下降（见表 2-5）。 

表 2-5 光照强度对猪日增重的影响 

光照强度（lx）  5 40 50 120 

日增重（g）  416 441 434 374 

日增重相对（%）  94.3 100 98.4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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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明显影响种猪的繁殖性能。光照时间延长有利于提早性成熟，提高受胎率，

增加产仔数；增加光照强度有利于提高母猪的产仔数、初生窝重、断奶窝重以及公

猪的性欲和精液品质。 

适宜的光照强度和时间有利于提高猪只的生产性能。猪舍设计时通过人工照明

设计保证猪舍的照度和均匀度。生长肥育猪的光照强度 40～50 lx，时间 8～10 h/d；

后备猪的光照强度 60～100 lx；时间 12 h/d 以上；母猪的光照强度 60～100 lx，时

间 12～17 h/d；公猪的光照强度 100～150 lx，时间 8～10 h/d。 

（六）降低噪声 

噪声是猪的应激源，猪对噪声的应激反应主要表现出食欲不振、呼吸和心跳加

速、惊慌、狂奔等，常导致猪体受伤、设备受损，妊娠母猪流产。在场址选择时，

应远离交通要道、工业区和居住区，选择性能优良、噪声小的加工设备，尽量避免

出现强烈的噪声，以减少猪的应激反应，保证猪的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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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标准化猪场的环境调控 

由于集约化程度高、粪污量大、猪群对环境的要求高，标准化猪场应特别注意

加强环境调控。通过不同类型的猪舍以克服自然气候因素的不良影响，建立有利于

猪只生存和生产环境的设施。根据猪的生物学特性和行为习性，猪舍内的小气候调

节必须进行综合考虑，以创造一个有利于猪群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猪舍环境调控

依靠外围护结构不同程度地与外界隔绝，形成舍内小气候。采取有效的供暖、降温、

通风、换气、采光、排水、防潮等措施，以建立满足猪只生理需要和行为习性的条

件，为猪只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而猪场周围的环境卫生、粪污处理，尤其是猪场

的生物安全体系直接影响到猪只的生存和生长。标准化猪场的环境调控主要包括猪

场大环境和猪舍小环境的调控。 

一、猪场大环境调控 

标准化猪场必须严格按照 NY/T 388—1999《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对猪场环境

进行监控。保证猪场环境卫生、粪污处理及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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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证猪场环境卫生 

猪场的环境卫生包括猪舍外环境卫生和猪舍内环境卫生。 

1. 猪舍外环境卫生 

猪舍外环境卫生包括绿化带建立、清洁卫生和粪污清理。在猪场规划建造时，

应在猪场周围、场区空闲地区植树种草（包括蔬菜、果园、花草和灌木等），在道

路两侧种植行道树，猪舍之间种植水杉、白杨树等速生、高大的落叶乔木，有条件

的猪场可以在猪场外围种植 5～10 m 宽的防风林。植树种草可以发挥防风、降尘降

噪、防疫隔离、防暑降温的作用，还能有效地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猪场需每天清扫场区，保持猪场环境清洁卫生，彻底清理生产区的杂草、垃圾

和杂物。每天及时清理猪场内的粪尿和污水，保持猪舍外排粪沟通畅、干净、规范

和整洁，防止粪便堆积太久引发呼吸道疾病，达到猪场的卫生防疫要求。 

2. 猪舍内环境卫生 

猪舍内环境卫生是猪只生存的直接环境，每天必须保持猪舍内的清洁卫生，消

除异味，避免蚊蝇滋生，提供适宜的温度、湿度，保持舍内空气质量，保证清洁饮

水供应。 

猪场每天必须清扫圈舍，及时清除舍内生产垃圾，打扫清除粪便，尽可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