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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内容与格式符合GB/T 1.1-2009要求。 

本标准起草单位：井冈山市畜牧兽医局、井冈山市新盛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井冈山市华富畜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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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农配套系猪产业化养殖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深农配套系猪产业化养殖引种和饲养技术要求、各阶段的饲养管理、繁殖技术、疫病

防控技术、粪污处理、生产记录和可追溯制度等方面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井冈山市深农配套系猪种猪、商品猪等产业化养殖技术规程,本省其它地市可参照执

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7959-2012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 

GB 13078-2001  饲料卫生标准 

GB 14554-1993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548-2006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T 17823-2009  集约化猪场防疫基本要求 

GB/T 17824.3-2008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T 17824.1-2008  规模猪场建设 

GB/T 17824.2-2008  规模猪场生产技术规程 

GB/T 18407.3-2001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畜禽肉产地环境要求 

GB 18596-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5883-2010  瘦肉型种猪生产技术规范 

DB 36/T 370  无公害肉猪生产技术规程 

HJ/T 81-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NY/T 65-2004  猪饲养标准 

NY/T 388-1999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 626-2002  深农配套系猪 

NY/T 636-2002  猪人工授精技术规程 

NY/T 1167-2006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1168-2006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1169-2006  畜禽场环境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NY/T 1568-2007  标准化规模养猪场建设规范 

NY 5027-2008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 5030-2006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养兽药使用准则 

NY 5031-2001  无公害食品 生猪饲养兽医防疫准则 

NY 5032-2006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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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5033-2001  无公害食品 生猪饲养管理准则 

3 要求 

3.1 基础要求                                                                                       

3.1.1 饮水质量 

水质应符合GB/T 18407.3-2001、NY 5027-2008的要求。 

3.1.2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使用的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应符合GB 13078-2001及NY 5032-2006等相关标准的要求，严格执行《饲

料药物添加剂使用规范》,禁止在饲料和饮水中添加所列禁用药物。 

3.1.3 兽药使用 

选择使用广谱、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兽药，并符合NY 5030-2006的要求，禁止使用国家明文规定

停止使用（如：盐酸克伦待罗等）或有争议的兽药品种，并严格按药物使用说明控制剂量和保证停药期。 

3.1.4 防疫 

应符合NY 5031-2001 、GB/T 17823-2009的要求。 

3.1.5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的处理 

应符合GB 16548-2006的要求。 

3.2 引种 

3.2.1 种猪 

应来自规范生产的、无烈性传染病和人畜共患病、无污染的合法经营的符合深农配套系种猪各种性

能和特征的原种场或扩繁场。  

3.2.2 商品猪 

应来自生产性能好，健康、无污染、管理良好的深农配套系一、二级种猪扩繁场 

3.2.3 公猪每年更新 30%左右，母猪每年更新 25-30%。 

3.2.4 坚持自繁自养，防止传入疫病。 

3.3 场地环境与猪场建筑 

3.3.1 场址选择时应遵守《畜牧法》的有关规定，远离人类生活饮水源，远离居民生活区，远离公路、

铁路的无污染和生态条件好，相关条件应符合 GB/T 17824.1-2008、NY/T 1568-2007 标准的要求。 

3.3.2 猪场应严格执行生产区和生活区相隔离的原则 

3.3.3 猪舍建筑应符合 GB/T 17824.3-2008、NY/T 1167-2006 标准的要求。  

3.3.4 具备良好的防湿、防兽、防鼠和防鸟设施。 

3.3.5 猪场内环境卫生应符合 NY/T 388-1999 标准的要求 

3.4 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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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下列标准NY/T 1169-2006 、NY/T 1168-2006 、HJ/T 81-2001 、GB 18596-2001、GB 

14554-1993、GB 7959-2012的要求。 

3.4.1 采用科学配料，应用高效饲料添加剂（如酶制剂、微生态制剂、中草药添加剂等）和高新技术

（如膨化、制粒、热喷等）改变饲料品质，提高饲料利用率，减少排泄物中磷、氮等对环境的污染； 

3.4.2 应用微生物发酵、防臭剂和一系列措施降低粪尿的污染； 

3.4.3 做好环境自净，如种树、草、菜、果、农田和养鱼等的粪污综合利用、净化环境。 

4 饲养管理规范 

参照NY/T 5033-2001、DB 36/T370、GB/T 25883-2010、GB/T 17824.2-2008、NY/T 65-2004、NY 626-2002

等标准，制定下列饲养管理规范。 

4.1 饲养 

4.1.1 营养标准 

表1 深农配套系种猪营养标准 

类型项目 
后备猪 

≤60kg 

后备猪 

≥60kg 
妊娠或空怀母猪 哺乳母猪 种公猪 

消化能 DE（MJ/kg） 12.97 12.55 12.55 12.97 12.97 

粗蛋白（%） 15.5 14.5 14.5 17.5 17.5 

粗纤维（%） 7.0 8.0 10.0 8.0 8.0 

钙（%） 0.6 0.6 0.6 0.7 0.7 

磷（%） 0.5 0.5 0.5 0.6 0.5 

赖氨酸（%） 0.6 0.5 0.35 0.7 0.6 

蛋+胱氨酸（%） 0.4 0.35 0.35 0.4 0.35 

表2 深农配套系商品猪营养标准 

类型项目 
乳猪 

3～8kg 

仔猪 

8～20kg 

生长猪 

20～35kg 

生长猪 

35～65kg 

育肥猪 

65～95kg 

育肥猪 

95～120kg

消化能 DE，MJ/kg 14.20 14.02 13.60 13.39 13.39 13.17 

粗蛋白质 CP，% 21.0 19.5 17.8 16.8 15.5 14.2 

粗纤维 CF，% 2.0 2.5 3.0 3.3 3.7 4.0 

钙 Ca，% 0.90 0.85 0.75 0.66 0.58 0.50 

总磷 Total P，% 0.75 0.67 0.59 0.53 0.47 0.42 

非植酸磷 Non-phytate P，% 0.55 0.41 0.30 0.24 0.20 0.16 

赖氨酸 Lys，% 1.48 1.33 1.18 1.02 0.85 0.68 

蛋+胱氨酸 Met+Cys，% 0.84 0.75 0.67 0.58 0.49 0.39 

4.1.2 饲养方式 

深农配套系猪可采用地面平养，漏缝地板床养或生物发酵床等饲养，即适应小规模养殖也适应大规

模集约化养殖。 

4.1.3 各类猪的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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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 公猪的饲养：种公猪配种期体重 150kg 以下，日喂配合料 2.5kg；150kg 以上，日喂配合料

3.0～3.5kg；每天加喂煮熟的鸡蛋 1～2 个。非配种期体重 150kg 以下日喂配合料 2.0kg，1 50kg 以上

日喂配合料 2.5-3.Okg。种公猪少喂青饲料。 

4.1.3.2 空怀母猪的饲养：母猪断乳后继续喂料，每天喂配合料 3.O～3.5kg，另给一些青饲料充饥，

青饲料不少于 3.0kg，使其尽快干乳。仔猪断乳时母猪应有 7 一 8 成膘，对断乳前过于肥胖的母猪，断

乳前后都要少喂配合料，多喂青饲料，并加强运动，使其降到适度膘情；对哺乳后期膘情不好、过度消

瘦的母猪，断乳前后少减料或不减料，干乳后适当多增加营养。 

4.1.3.3 妊娠母猪的饲养：妊娠母猪分两段饲养，以妊娠后 80 天为分界线，前期限量饲喂，后期充分

饲养。前期日喂精料 2.O～2.3kg，逐步可增加到 2.5kg；后期日喂精料 3.O～3.5kg。此外，应多补充

一些青绿多汁饲料。产前 7 天进产房，产前 1～2 天要减料。 

4.1.3.4 哺乳母猪的饲养：哺乳母猪喂料，分娩当天喂有麸皮的温热稀料 lkg 和优质青饲料，第 2 天

开始喂配合料 2.5kg，以后每天逐渐增加，直至分娩后第 7 天喂量达 5.5～6.Okg。断乳前 3 天开始适当

减料。以上喂料量以带 1 0 头仔猪计算，每增加 1 头，日加料 O.3kg；每减少 1 头，日减料 O.26kg。每

头母猪每天加喂优质青饲料 3～4kg。 

4.1.3.5 哺乳仔猪的饲养：母猪产后 1 小时内让仔猪吃初乳，2～3天内让所有仔猪吃足初乳，3～4

日龄补铁补硒，3～5 日龄开始补喂清洁水，7～1 O 日龄诱食，逐步增加喂量，35 日龄内断乳。断乳后

仔猪按原窝移至保育栏，自由采食，不限量。哺乳仔猪喂瘦料，并在基础日粮中加入酸化剂和消化酶。 

4.1.3.6 保育猪的饲养：仔猪断奶后 3--5 天限量饲喂，平均日采食量 160 克，少食多餐，其中一次放

在夜间，5 天后自由采食。同时保证随时供给清洁饮水。实施早期断乳异地饲养的，一般在 20 日龄断

乳，保育仔猪料要求高，要另行配制，不能用一般的保育仔猪料。 

4.1.3.7 后备猪的饲养:后备猪饲养采取前高后低的营养水平，后备猪 3 月龄至 5.5 月龄自由采食，不

限量，5.5 月龄至 6 月龄每天限量 2kg；7—7.5 月龄每天限量 2.3kg 一 2.5kg。限量期间注意多供应品

质优良的青绿多汁饲料。配种前半个月，实行短期优饲，以提高其初产数。 

4.1.3.8 肥育猪的饲养:肥育期分前期(体重 21-40kg)、中期(体重 41～80kg)和后期(体重 81～l2Okg)

三段饲养，前、中期不限量，后期适当限量。日喂 3 餐，采用自动饲料槽的栏舍不分餐。肥育猪分别喂

料。 

4.2 管理要点 

4.2.1 后备种猪管理 

4.2.1.1 公母猪分栏饲养，并按体重分成小群，每栏 4-5 头。公猪出现性欲后单栏喂养。 

4.2.1.2 充足运动。让后备猪在运动场内自由活动，或在两栋猪舍之间设置大运动场，扩大活动范围。 

4.2.1.3 在 2 月龄、4月龄、6 月龄和初配前多次选择。2 月龄选留大窝中的好个体。4 月龄淘汰生长

发育不良或有突出缺陷的个体。6 月龄根据体形外貌、生长发育、外生殖器官、背膘厚度等进行严格选

择。配种前淘汰个别器官发育不良，性欲低下、精液品质差的后备公猪和发情周期不规律、发情症状不

明显的后备母猪。 

4.2.1.4 按进猪日龄，分批次做好驱虫计划、限饲优饲计划、免疫计划并予以实施。 

4.2.1.5 后备母猪配种前驱体内外寄生虫一次,进行乙脑、细小病毒、猪瘟、口蹄疫等疫苗的注射。日

喂料两次。 

4.2.1.6 限饲优饲计划：母猪 6月龄以前自由采食，7 月龄适当限制，配种使用前一月或半个月优饲。

限饲时喂料量控制在 2㎏以下，优饲时 2.5 ㎏以上或自由采食。 

4.2.1.7 栏舍清洁、卫生、干燥、通风，秋冬季防寒保温，夏季防暑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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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8 后备母猪在 6 月龄转入配种舍。后备母猪的初配月龄须达到 7月龄，体重要达到 110K g 以上。

公猪初配月龄须达到 8月龄，体重要达到 120K g 以上。 

4.2.2 种公猪的管理 

4.2.2.1 种公猪一般单独饲养，每栏一头，公猪要有充足的运动，上下午各一次，每次 1小时。 

4.2.2.2 每天用刷子刷拭一次，定期修蹄。夏季经常喷淋洗澡。 

4.2.2.3 公猪最适宜的温度为 18～20℃，30℃以上的高温环境将严重影响公猪的精液品质，应尽量避

免此类情况出现，夏季公猪舍温度最好控制在 25℃左右 

4.2.2.4 公猪配种后不宜马上沐浴和剧烈运动，也不宜马上饮水。如喂饲后配种必须间隔半小时以上。 

4.2.3 妊娠母猪管理 

4.2.3.1 母猪配种按先配断奶母猪和返情母猪，然后根据满负荷配种计划有选择地配后备母猪, 后备

母猪和返情母猪需配够三次。 

4.2.3.2  初期实施人工授精最好采用“1+2”配种方式，即第一次本交，第二、三次人工授精;条件成

熟时推广“全人工授精”配种方式,并应由三次逐步过渡到两次。 

4.2.3.3 配种时公母大小比例要合理，有些第一次配种的母猪不愿接受爬跨，性欲较强的公猪可有利

于完成交配。 

4.2.3.4 高温季节宜在上午 8 时前，下午 5时后进行配种。最好饲前空腹配种。 

4.2.3.5 做好发情检查及配种记录：发现发情猪，及时登记耳号、栏号及发情时间。 

4.2.3.6 妊娠母猪应防挤、防跌、防打架、防止机械性流产。保持猪舍干燥、清洁、注意通风换气。

冬季既要防寒保温，又要定时通风换气，防止潮湿和氨气浓度过高；夏季注意防暑降温，防止高温应激

综合症。 

4.2.4 分娩母猪管理 

4.2.4.1 产前准备:空栏彻底清洗，检修产房设备，之后用卫康、农福、消毒威等消毒药连续消毒两次，

晾干后备用。第二次消毒最好采用火焰消毒或薰蒸消毒。 

4.2.4.2 产房温度最好控制在 25℃左右，湿度 65～75％，产防安装冷风降温设备或水帘降温。 

4.2.4.3 检验清楚预产期，母猪的妊娠期平均为 114 天。密切注视母猪临产状态，如发现母猪频繁排

粪、排尿，起居不安，阴道裂缝加宽，并有破胎液体流出时，应立即做好接产准备。 

4.2.4.4 产前产后 3天母猪减料，以后自由采食，产前 3 天开始投喂维力康或小苏打、芒硝，连喂 1

周，分娩前检查乳房是否有乳汁流出，以便做好接产准备。 

4.2.4.5 临产母猪提前一周上产床，上产床前体表应刷拭干净，清洗消毒。驱体内外寄生虫一次。 

4.2.4.6 产前产后母猪料添加 1-2 周呼肠舒、强力霉素等，以预防产后仔猪下痢。 

4.2.4.7 接产：要求有专人看管，接产时每次离开时间不得超过半小时。仔猪出生后，应立即将其口

鼻粘液清除、擦净，用抹布将猪体抹干，发现假死猪及时抢救，产后检查胎衣是否全部排出，如胎衣不

下或胎衣不全可肌注催产素。把初生仔猪放入保温箱，保持箱内温度 30℃以上。 

4.2.4.8 产后护理：哺乳母猪每天喂 3 次，产前 3 天开始减料，渐减至日常量的 1/2～1/3,产后 3 天

恢复正常，自由采食直至断奶前 3天。喂料时若母猪不愿站立吃料，应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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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9 环境控制，哺乳期内注意环境安静、圈舍清洁、干燥，做到冬暖夏凉，随时观察猪只对环境

的反应，保证保温及通风换气设备运转正常，保持温度适宜，空气新鲜，避免贼风。 

4.2.4.10 在哺乳期因失重过多而瘦弱的母猪要适当提前断奶，断奶前 3 天需适当限料。 

4.2.4.11 哺乳断奶前2天母猪喂料减少至1.8千克以下(防止母猪断奶后患乳房炎)，断奶当天不给料，

断奶后母猪赶出产仔舍，经体表消毒后交给配种舍。  

4.2.5 哺乳仔猪的管理 

4.2.5.1 仔猪出生后一小时内保证吃上初乳（超免情况例外，参照有关处理指导）。要及时帮助哺喂

初乳 (特别是对弱仔)，帮助固定奶头吮乳。 

4.2.5.2 保健：仔猪初生后 3 天内补铁剂，口服抗生素以预防下痢，注射亚硒酸钠 VE0.5 ml,以预防

白肌病，同时也能提高仔猪对疾病的抵抗力；如果猪场呼吸道病严重时，鼻腔喷雾卡那霉素加以预防，

无乳母猪采用催乳中药拌料或口服。 

4.2.5.3 处理：新生仔猪要在 24 小时内称重、打耳号、剪牙、断尾。断脐以留下 3cm 为宜，断端 5%

碘酊消毒；有必要打耳号时，尽量避开血管处，缺口处用 5%碘酊消毒；剪牙钳 5%碘酊消毒后剪掉上下

两侧犬齿锋利部份，弱仔不剪牙；断尾时，尾根部留下 3cm 处剪断、5%碘酊消毒。 

4.2.5.4 寄养：仔猪吃过初乳后 3 日内要固定好奶头，适当过哺寄养调整，尽量使仔猪数与母猪的有

效乳头数相等,防止未使用的乳头萎缩，从而影响下一胎的泌乳性能。寄养时,仔猪间日龄相差不超过 3

天,把大的仔猪寄出去，寄出时用寄母的奶汁擦抹待寄仔猪的全身。 

4.2.5.5 去势：3 日龄小公猪去势，去势时要彻底，切口不宜太大，术后 5%碘酊消毒。 

4.2.5.6 补料：仔猪出生后第 3天开始训练饮水，5～7日龄开始诱补料。每天补料次数为 4～5 次。

保证饲料新鲜；料型为颗粒型乳猪料，自由采食，每天净槽一次。 

4.2.5.7 产房温度，分娩后 1 周 27℃，2周 26℃，三周 24℃，四周 22℃。保温箱温度：初生 36℃，

体重 2 kg 30℃，4 kg 29℃，6 kg28℃，6 kg 以上～断奶 27℃，断奶后三周 24～26℃。 

4.2.5.8 产房要保持干燥,产栏内只要有小猪,便不能用水冲洗。预防仔猪下痢,参照《黄白痢综合防治

措施》。 

4.2.5.9 仔猪平均 21～25 日龄断奶，一次性断奶，不换圈，不换料，断奶前后连喂 3 天开食补盐以防

应激。断奶后一周，逐渐过渡饲料，断奶前两天注意限料，以防消化不良引起下痢。 

4.2.6 保育猪的管理 

4.2.6.1 断奶后仔猪转入保育栏，转入猪只前，栏舍要彻底冲洗消毒，空栏时间不少于 3天，在低温

季节，小保育棚舍要开启地下热水循环增温装置。 

4.2.6.2 转入、转出猪群每周一批次，猪栏的猪群批次清楚明了，强弱分群。 

4.2.6.3 断奶后头 2天注意限料，以防消化不良引起下痢。以后自由采食，勤添少添，每天添料 3-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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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4 保持圈舍卫生，加强猪群调教，训练猪群吃料、睡觉、排便“三定位”。尽可能不用水冲洗

有猪的猪栏（炎热季节除外）。注意舍内湿度。 

4.2.6.5 头一周，饲料中适当添加一些抗应激药物如维力康、Vc，、多维、矿物质添加剂等。同时饲

料中适当添加一些抗生素药物。一周后驱体内外寄生虫一次。 

4.2.6.6 分群合群时，为了减少相互咬架而产生应激，应遵守“ 留弱不留强”,“拆多不拆少”,“夜

并昼不并”的原则。 

4.2.6.7 每周消毒两次，每周消毒药更换一次。 

4.2.6.8 保持猪舍干燥、清洁、注意通风换气，冬季要保温，夏季要防暑降温。 

4.2.6.9 及时调整猪群，强弱、大小分群，保持合理的密度，病猪、僵猪及时隔离饲养，注意链球菌

病的防治。 

4.2.7 生长育肥猪管理 

4.2.7.1 转入猪前，栏舍要彻底冲洗消毒，空栏时间不少于 3 天，转入、转出猪群每周一批次。 

4.2.7.2 及时调整猪群，强弱、大小、公母分群，保持合理的密度，病猪及时隔离饲养。 

4.2.7.3 生长肥育猪可采用自由采食的方式，以提高增重速度。料型采用颗粒料、干喂或湿拌饲料喂，

自动饮水器饮水。 

4.2.7.4 保持圈舍卫生，加强猪群调教，训练猪群吃料，睡觉，排便“ 三定位”。 

4.2.7.5 干粪便要用车拉到化粪池，然后再用水冲洗栏舍，冬季每隔一天冲洗一次，夏季每天冲洗一

次。 

4.2.7.6 清理卫生时注意观察猪群排粪情况；喂料时观察食欲情况；休息时检查呼吸情况，发现病猪，

对症治疗。严重病猪隔离饲养，统一用药。 

4.2.7.7 按季节温度的变化，调整好通风降温设备，经常检查饮水器，做好防暑降温等工作。 

4.2.7.8 每周消毒一次，每周消毒药更换一次。出栏猪要事先鉴定合格后才能出场，残次猪特殊处理

出售。 

5 繁殖 

5.1 种猪选择 

5.1.1 选择出体质外貌、生长发育、生长性能等优良，并符合本品种特征，健康无病，无明显缺陷的

作为种猪繁殖群。 

5.1.2 严格执行选种标准和选配计划，及时淘汰劣种，不断提高其生产性能，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逐

步得到改进提高。 

5.2 合理利用 

5.2.1 公猪 

5.2.1.1 初配时间，后备公猪至 8 月龄,体重达 120 公斤以上时可开始配种。 

5.2.1.2 使用年限，最好使用 18～24 个月左右就淘汰，以保持最好的配种能力和最高的受胎率。 

5.2.1.3 自然交配公母比例为 1:25～30，人工授精的公母比例为：1:100～200。 

5.2.1.4 利用频率，8～12 月龄，每周 1～2 次；12～18 月龄，每天 1次，连配 3天休息 1 天；18 月

龄以上，每天 1～2 次，连配 4 天休息 1 天。 

5.2.1.5 精液品质鉴定：后备公猪正式配种前，应进行精液品质鉴定。采集精液后，检查其射精量、

色泽、气味、精子活力、密度、畸形率等，并做好记录，精液不合格的公猪不能参加配种，查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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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处理，转入正常配种后，定期检查精液品质，本交，每月检查 1～2 次；人工授精，每次采精必须

检查。 

5.2.2 母猪 

5.2.2.1 初配时间：8月龄，体重达 110 公斤以上并观察到第 3 次发情时方可开始配种。 

5.2.2.2 使用年限：种母猪利用 5-6 胎，繁殖性能优良的个体可利用到 7-8 胎。 

5.2.2.3 配种次数和时间每头母猪一个情期内配种 2-3 次，若采用本交加人工授精配种，第 1 次本交

配种，第 2、3 次采用人工授精。 

5.2.2.4 配种方法和方式：配种方法有本交和人工授精两种，一般规模猪场采用人工授精方法或本交

结合人工授精。 

5.2.2.5 选配参照“老配早，少配晚，不老不少配中间”的原则：胎次较高（5胎以上）的母猪发情

后，第一次适当早配；胎次较低（2-5 胎）的母猪发情后，第一次适当晚配。 

5.2.2.6 人工授精技术配种要严格按照 NY/T636-2002《猪人工授精操作规程》，配种后做好配种记录，

记载与配公猪品种、猪号、配种日期、每次间隔时间等。 

5.2.2.7 再发情与适时配种 仔猪断奶后，母猪一般在 5-7 天内发情，要及时配种。断乳后超过 12 天

不发情的母猪，应加强饲养管理，增加青饲料供应，并赶公猪入母猪舍中诱导发情。 

5.2.2.8 妊娠诊断。常用观察法，即母猪配种后，经过一个发情周期（21 天）没有发情表现或至六周

后再观察一次，仍无发情表现，可视为妊娠。可借助妊娠诊断仪进行确诊。 

5.2.2.9 合理寄养提高母猪利用率  产仔过多的母猪在吃完初乳后将强壮的仔猪寄养给分娩日期相

近，产仔较少的母猪带养。产仔少于 4 头或泌乳能力差的母猪，待吃完初乳后，将仔猪全部寄养，让其

提前发情配种。 

6 疫病防控 

6.1 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 

6.1.1 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生产区，进入生产区口要设立气雾消毒设备进出人员要更换衣、鞋、帽并严

格消毒； 

6.1.2 猪舍门口设立消毒池；消毒池必须经常放有效的消毒药液，猪舍每日至少清扫一次，周围每周

至少清扫一次，每周至少消毒一次； 

6.1.3 进入车辆除经过消毒池消毒外，还要用高压喷雾器进行严格消毒。 

6.1.4 实行全进全出制；每批猪调离猪舍后，必须严格清洗、干燥、消毒。 

6.1.5 猪场内严禁饲养犬猫、家禽等其它动物。 

6.2 强化疫病监测 

6.2.1 每天观察猪只健康状况，发现病猪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或早淘汰。 

6.2.2 发现可疑重大疫病要立即向上级兽医部门报告，并及时送检病料或血样。 

6.2.3 做好猪瘟、口蹄疫、猪伪狂犬病、蓝耳等疫病监测。 

6.3 做好疫病免疫工作。 

6.3.1 根据周边疫情情况，结合本场实际，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适时接种猪瘟、口蹄疫、猪伪狂犬

病、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细小病毒、猪乙型脑炎等疫病的疫苗，并定期进行免疫抗体监测。 

实行适合深农配套系猪推荐免疫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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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深农配套系猪免疫程序 

哺乳仔猪 保育猪 育肥猪 后备种猪 母  猪 

疾病

名称 

时间 剂量 时间 剂量 时间 剂量 时间 剂量 时间 剂量 

备  注 

猪  

瘟 
25 日龄 3 头份 60 日龄 4 头份   150 日龄 4 头份

分娩后 3

周 
4 头份

口蹄

疫 
  70 日龄 2 ml 

100

日龄
3 ml 间隔 1周 3 ml 

每年 2次

普免 
4 ml 

蓝耳

病 
15 日龄 

0.5 头

份 
    

配种前 2次，

间隔 3周 
1 头份

每年 2.5

次 
1 头份

伪狂

犬 
35 日龄 1 头份     

配种前 2次，

间隔 3周 
1 头份 每年 3次 1 头份

细小

病毒 
      

配种前 2次，

间隔 3周 
2 ml 

产后 15

天（3胎

内） 

2 ml 

乙  

脑 
      

配种前 2次，

间隔 3周 
1 头份

每年 1~4

月 
1 头份

传流

二联

苗 

  间隔 1周 1 头份   间隔 1周 
1.5 头

份 

每年 10~

次年 3月 

1.5 头

份 

萎鼻       
配种前 2次，

间隔 6周 
1 头份 每年 3次 1 头份

1、各类疫苗

按照厂家推

荐 说 明 使

用。 

2、各类免疫

间隔至少 1

周。 

3、口蹄疫、

蓝耳病、伪

狂犬统一免

疫时，注意

在母猪临产

前 15 天前

不宜接种，

以免造成流

产，可在产

后补免。 

4、根据疫情

和不同阶段

等 实 际 情

况，要及时

作出合理调

整。 

6.3.2 每年开展两次猪病病原学或野毒抗体监测，彻底净化猪瘟和猪伪狂犬病、口蹄疫，尽可能地净

化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6.4 病死猪尸的无害化处理 

6.4.1 病死猪及其它弃物（胎衣、阉割的睾丸等）不得随意处置，要按照农业部农医发[2005]25 号《病

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试行）》或 GB 16548-2006 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要

求进行无害化处理。 

6.4.2 要按饲养量大小在离生产区下风向 500-1000 米处建立一定与规格大小相配套的钢筋混泥土全

封闭无害化处理池，池口封闭、池底防渗。 

6.4.3 按饲养规模生产母猪在 100-200 头应建池 20 m
3
,生产母猪在 500 头应建无害化处理池 40m

3
，生

产母猪在 1000 头以上的应建无害化处理池 60 m
3
 

7 粪污处理 

7.1 技术原则 

7.1.1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以循环经济思想为指导，实现粪污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

化、生态化，防止造成养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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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坚持农牧结合、种养平衡的原则，根据养殖场所处地理位置、区域环境容量，确定饲养规模，

使畜禽粪便和废水就地消纳。 

7.1.3 推行清洁生产、过程控制的理念，采用先进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饲养管理，实行清洁养殖，

从源头预防污染和削减排放量。 

7.1.4 推广“三改两分再利用”技术，即“改水冲清粪为干式清粪、改无限用水为控制用水、改明沟

排污为暗道排污，固液分离、雨污分离，粪污无害化处理后实施综合利用”。 

7.2 养猪场布局 

7.2.1 猪场内应划分管理区、生产区、隔离区和粪污贮存处理区，要设有粪污专用道。 

7.2.2 粪污处理区设在猪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与主要生产设施保持一定距离，实行

相对封闭式管理。 

7.2.3 猪场内应设有清洁道和污染道。清洁道供人员行走和运送饲料，污染道供运输粪便和死猪。清

洁道与污染道避免交叉，道路走向与建筑物长轴垂直。 

7.2.4 清洁道作为猪场主干道，宜用水泥混凝土路面。污染道路面最好用水泥凝土路土。     

7.2.5 猪场应有一定空间的绿化面积，建立绿化带，改善养殖场的小气候，减轻环境污染。 

7.3 粪污收集 

7.3.1 猪场应建有与饲养规模相匹配的粪污收集设施、设备或处理(置)机制，粪便不得随地堆积，废

水不得随意排放。 

7.3.2 应采用干清粪工艺，避免猪粪便与冲洗等其他废水混合，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7.3.3 要控制用水量，在圈舍等主要用水设施中安装水表，改无限量用水为控制用水量，实现废水排

放的总量控制。 

7.3.4 粪便要日产日清，从猪舍或运动场等清出的粪便要及时收集运送到贮存或处理场所。畜禽粪便

收集过程中必须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措施。 

7.3.5 应实行雨污分流、废水分质输送，以减少排污量。对雨水可采用专用沟渠、渗漏材料等进行有

组织排水；对废水应采用暗道收集，改明沟排污为暗道排污。 

7.4 粪污贮存 

7.4.1 猪场应分别设置固体粪便和废水贮存设施，粪便贮存设施位置必须距离地表水体 400m 以上。 

7.4.2 畜禽粪便贮存设施应设置明显标志并设有围栏等防护措施，以保证人畜安全。 

7.4.3 固体粪便贮存设施其最小容积为贮存期内粪便产生总量和垫料体积总和；液体粪便贮存设施最

小容积为贮存期内粪便产生量和贮存期内废水排放量总和。 

7.4.4 采取农田、果园、菜园等利用时，粪污贮存设施最小容量不能小于当地农业生产使用间隔最长

时期内养殖场粪便产生总量。 

7.4.5 干粪污贮存设施必须有防雨、防漏、防溢流措施处理，贮存过程严禁产生二次污染。 

7.5 固体粪便处理与利用 

7.5.1 畜禽粪便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可作为农家肥施用，也可作为商品有机肥或复混肥加工的原料。未

经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便不得直用。 

7.5.2 固体粪便无害化处理可采用高温好氧堆肥技术。粪便堆制保持发酵温度在 55℃～65℃，且持续

时间应不少于 5 天。   

7.5.3 高温好氧堆肥工艺通常由预处理、一级发酵、二级发酵、后处理等工序组成，应按照技术操作

规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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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养殖场也可视占地、资金等实际情况，选用机械强化槽式或密闭仓式等堆肥技术。 

7.5.5 畜禽粪便经无害化处理后应达到 GB 7959-2012 的相关规定要求。 

7.6 废水处理与利用 

7.6.1 猪场养殖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必须经无害化处理后利用或排放。利用方式尽可能为养殖场回用(循

环水冲洗系统)、农田灌溉等，以实现废水资源化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废水不得直接利用或排放。 

7.6.2 养殖场废水的无害化处理应根据养殖种类、养殖规模、清粪方式和当地自然地理条件，选择合

理、适用的处理工艺和技术 路线。 

7.6.3 废水或液体粪便进行处理前必须进行固液分离，将废水中  的悬浮物和粪渣与液体分离开，降

低废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浓度。 

7.6.4 废水经处理后回收利用建立循环水冲洗系统，可通过泵和管路送人下水管道回用冲洗。如用作

圈舍冲洗,须经过消毒处理。 

7.6.5 无害化处理后的上清液、沉淀物作为肥料进行农业利用时，应达到《粪便无害化卫生标准》(GB 

7959—2012)的要求。厌氧池粪渣达到要求后方可作农家肥施用。 

7.6.6 废水经预处理后作为液态肥使用时，应通过车载或无渗漏管道形式输送至农田。要加强管理，

严格控制输送过程的撒、泼和跑、冒、滴、渗、漏，并应配套设置相应容积的有防渗漏功能的田间储存

池。 

7.6.7 废水经无害化处理后作为农田灌溉用水时，应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一 2005)的

规定。 

7.6.8 废水经无害化处理后直接排放地表水体，应达到《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596—2001)

的规定。 

7.7 恶臭污染物处理 

7.7.1 在生猪养殖过程中，应通过饲料技术、生物质过滤技术、粪便处理技术减少恶臭污染物的排放。 

7.7.2 提倡使用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和植物提取液等活性物质，减少恶臭气体的产生和排放。 

7.7.3 恶臭污染物排放应达到 GB 18596—2001《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及 GB 14554-1993《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 

8 过期兽药、残余疫苗处理 

8.1 过期兽药必须集中、分类按有关规定销毁。 

8.2 残余疫苗和疫苗瓶消毒后深埋 

9 生产记录和可追溯制度 

9.1 生产记录   

9.1.1 生产档案： 配种、产仔、哺育、保育与生长肥育记录保存 3 年以上。 

9.1.2 防疫档案：消毒、免疫、抗体监测记录等，记录保存三年以上。 

9.1.3 养殖档案：饲料、兽药等投入品使用记录，记录保存三年以上。 

9.1.4 病死猪处理档案：解剖、无害化处理记录，记录保存三年以上。 

9.1.5 员工培训计划和培训记录，记录保存三年以上。 

9.2 可追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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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母猪还应佩带能繁母猪专用耳标，利用智能识读器录入相关的防疫和投入品记录进行上传；商

品猪还应佩带商品猪用的二维码耳标，利用移动智能识读器录入相关的生猪防疫和投入品记录并上传，

实行动物疫病和畜产品安全的可追溯制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