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畜牧兽医学报
!

!"#$

!

%&

"

$

#$

##(K!##K&

!"#$%&#&'()$'($&#*++#&",)("$-()("$

"#$

$

%&'%%()*

%

+

'$,,-'&*..!./.)'0&%.'&.'&%)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栏系统繁殖性能

及动物福利水平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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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研究旨在调查两种妊娠母猪养殖模式///母猪电子群养"

;>DARS#-$A,#MNDD"$-

?

!

;3b

#系统和个体限位

栏系统"

7-"$T$"@=>,R=>>,

U

,RD<

#对母猪繁殖性能&福利水平"行为表达和伤痕&眼鼻分泌物发生率#和断奶仔猪成本

的影响'研究选用了兼有
;3b

群养系统和限位栏系统的两家养猪场各
%&&

头&

.&

头&

%0&

头妊娠母猪!比较了同一

猪场内两种系统母猪的繁殖性能&行为指标&伤痕和眼鼻分泌物发生情况!并核算了各自的断奶仔猪成本'结果表

明$在繁殖性能方面!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栏系统的母猪年耗料&妊娠天数&每窝产活仔数&每窝断奶仔猪

数和年产胎次无显著差异"

:

#

&'&2

#!但母猪电子群养系统中断奶仔猪体重显著升高"

:

$

&'&2

#!表明两种系统繁

殖性能相近!且母猪电子群养系统更有利于哺乳仔猪的生长'在福利水平方面!母猪电子群养系统中妊娠母猪的

站立&躺卧&空口咀嚼&咬栏&排尿&饮水行为发生次数以及生殖器伤痕和眼鼻分泌物发生率显著下降"

:

$

&'&2

#!睡

觉&争斗&发声&采食和排便行为发生次数以及体表伤痕发生率显著升高"

:

$

&'&2

#!表明母猪电子群养系统中妊娠

母猪大多数福利指标优于个体限位栏系统!而争斗&发声&体外伤痕的显著升高主要是因为在电子群养系统中母猪

之间的接触机会增多所致'在断奶仔猪成本方面!母猪电子群养系统的水电费分摊成本和猪舍及设备折旧分摊成

本显著升高"

:

$

&'&2

#!工资分摊成本显著下降"

:

$

&'&2

#!导致断奶仔猪总成本无显著差异"

:

#

&'&2

#'由此表

明!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栏系统的繁殖性能和断奶仔猪总成本差异不大!但前者动物福利水平有显著改

善'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可以有效节约人工成本!但对饲养和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有较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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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母猪群养系统"

;>DARS#-$A3#Mb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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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电子饲喂系统&智能化分离模块&母

猪智能化发情鉴定模块
*

部分组成!其核心是电脑

信息处理终端储存有母猪胎次&膘情&妊娠天数等数

据!电子饲喂系统信号感应能通过母猪的电子耳号

识别母猪身份!根据之前存储的胎次&膘情&妊娠天

数等信息进行智能化个体精准饲喂&自动发情鉴定

和分群管理*

%!0

+

'一些研究发现!在精心设计&管理

良好的群养系统中!母猪的繁殖性能相当或者好于

限位栏系统中的母猪*

*!.

+

!而从投资和运营成本看!

群养系统有时比限位栏系统便宜!但另外一些情况

下却相对昂贵*

1!(

+

'最新的研究表明!与限位栏系统

相比!

;3b

系统中的初产母猪生理应激程度较低!

活动较多!故具有较高的福利状况!但对母猪分娩率

和损伤发生率&仔猪死亡率有负面影响*

/

+

!这与
e'

g'9$

等报道的配备
;3b

的群养母猪产仔前的皮肤

损伤较少相矛盾*

.

+

'

;3b

在中国养猪业中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

%&

+

!但还处于初步应用阶段!对母猪繁

殖性能&行为表达&生产成本等方面的应用效果还没

有系统的报道*

%%!%*

+

'

本研究调查了两个集约化猪场的母猪电子群养

系统"仅安装了电子饲喂站#和个体限位栏系统

"

3#M,R=>>,

U

,RD<

#!旨在比较两种养殖模式下母猪

繁殖性能&福利状况"行为表达和伤痕&眼鼻分泌物

发生率#以及断奶仔猪成本的情况'

#

!

调查内容和方法

#E#

!

饲养管理

%'%'%

!

猪场
%

!!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猪场
%

采用

静态群养生产模式'妊娠母猪饲养分为妊娠前&中&

后
*

期"妊娠第
&

$

*2

天&

*.

$

/&

天&

/%

$

%&1

天#'

妊娠前期在配种舍采用限位栏饲养!每日饲喂
0

次!

定时定量!日饲喂量
%'(

$

0'&Q

?

.头d%

(妊娠中&

后期转入妊娠舍采用母猪电子群养系统饲养!日饲

喂量分别为
0'0

$

0'(

和
*'&

$

*'(Q

?

.头d%

!以湿

拌料方式"料水比
%^%

#饲喂'全期采用鸭嘴式饮

水器自由饮水'

母猪个体限位栏系统$妊娠前期在配种舍采用

限位栏饲养!妊娠中&后期转养于妊娠舍限位栏中!

水泥料槽人工饲喂颗粒料!日饲喂
0

次!定时定量!

&/%%



!

.

期 顾宪红等$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栏系统繁殖性能及动物福利水平对比分析

母猪采食完成后人工供水'全期饲喂标准同该场母

猪电子群养系统'

%'%'0

!

猪场
0

!!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猪场
0

采用

静态群养生产模式'母猪饲养分为妊娠前&中&后
*

期"妊娠第
&

$

0(

天&

0/

$

(/

天&

/&

$

%&.

天#'妊娠

前期在配种舍采用限位栏饲养!用自动给料装置饲

喂!日饲喂
0

次!定时定量!日饲喂量
%'(

$

0'&

Q

?

.头d%

(妊娠中&后期在妊娠舍采用母猪电子群

养系统饲养!日饲喂量分别为
0'*

$

0'.

和
*'&

$

)a&Q

?

.头d%

!以湿拌料方式"料水比
%^%

#饲喂'

全期采用鸭嘴式饮水器自由饮水'

母猪个体限位栏系统$母猪妊娠前期在配种舍

采用限位栏饲养!妊娠中&后期转于妊娠舍限位栏

中'采用自动给料装置饲喂!每日饲喂
0

次!定时定

量!全期饲喂标准同该场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全期

均采用鸭嘴式饮水器自由饮水'

两猪场两种系统均在产前
%

周左右!即妊娠期

第
%&1

天将母猪转入产房!在产仔和泌乳阶段使用

产子限位栏'

#E!

!

圈舍条件

%'0'%

!

猪场
%

!!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全密闭式妊

娠舍!长
%).'&<

!宽
/'0<

!单列式!每列设有
%&

个

大圈!每个大圈安装
%

台电子饲喂站!共
%&

台!每台

可饲养
2&

头妊娠母猪!全栋可饲喂
2&&

头母猪'猪

舍白天采光主要靠人工照明'西侧山墙设置
)

台排

风扇!风叶直径
%'0<

!东侧山墙安装
%

幅水帘!水

帘长
%)'&<

!宽
0'1<

'整栋舍实行负压纵向通

风!夏季开启湿帘'清粪模式为水泡粪'圈长
('0

<

!宽
%)'2<

'调查期间每圈实际装猪
**

$

)&

头!

每头母猪实际平均占地面积为
*'&<

0

'地面为全

水泥漏缝地板!无垫草!无玩具'猪舍平均温度为

%('*_

!湿度平均为
.%'.Z

'

母猪个体限位栏系统$限位栏妊娠舍长
).'.

<

!宽
)'/<

!三列限位栏对头式设计!每列设有
(*

个限位栏!每栋可饲养
0)/

头妊娠母猪'水泥料槽

设在中间过道两旁!方便饲养员投料'料槽也供猪

饮水!排水沟设在每列定位栏的后侧!其上覆盖铸铁

漏缝地板!限位栏栏门也设在后侧!方便饲养员清

粪'西侧山墙安装
0

台排风扇!风叶直径
%'0<

'

整栋舍兼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猪舍白天采光主

要靠自然光照'猪舍清粪模式为人工干清粪'限位

栏长
%'%%<

!宽
&'2.<

!每头猪所占空间面积平均

为
&'.0<

0

'地面为全水泥漏缝地板!无垫草!无玩

具'调查期间猪舍平均温度为
%(')_

!湿度平均为

11'2Z

'

%'0'0

!

猪场
0

!!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密闭式猪

舍!长
).a&<

!宽
%2a1<

!双列式!每列设有
*

个大

圈!每圈安装
%

台电子饲喂站!每栋共
.

台饲喂站!

每台饲喂站可饲养
22

头!全栋可容纳
**&

头妊娠母

猪'整栋舍实行机械通风!西侧山墙安装
.

台排风

扇!风叶直径为
%a&<

'东侧山墙安装一幅水帘!水

帘长
%)a&<

!宽
0a&<

'南立面外墙设置
0

台变频

风机!北立面外墙设置
%

台!风叶直径均为
&a)2<

'

漏缝地板下配有地沟风机'猪舍白天采光主要以人

工照明为主'猪舍清粪模式为水泡粪'圈栏长

%2a&<

!宽
1a)<

!调查期间每圈实际装猪为
)2

$

)/

头!每头母猪实际平均占地面积
0a&<

0

'地面为

漏缝地面加水泥地面!妊娠舍走廊通道为全水泥地

面'地面无垫草!无玩具'调查期间猪舍平均温度

为
%1a%_

!湿度平均为
10a2Z

'

母猪个体限位栏系统$密闭式猪舍!长
)2a)<

!

宽
*a0<

'双列限位栏对头式设计!每列设有
(&

个

限位栏!每栋可饲养
%.&

头妊娠母猪'水泥料槽设

在中间过道两旁!鸭嘴式饮水器设在限位栏前方!猪

只自由饮水'排水沟设在每列定位栏的后侧!其上

覆盖铸铁漏缝地板!限位栏栏门设在后侧!方便饲养

员干清粪'西侧山墙安装
0

台排风扇!风叶直径为

%a&<

!东侧山墙安装一幅水帘!水帘长
0a&<

!宽

0a&<

'整栋舍兼用自然通风和机械通风'猪舍白

天采光主要靠自然光照'猪舍清粪模式为人工干清

粪'限位栏长
%a%%<

!宽
&a2.<

!每头猪所占空间

面积平均为
&a.0<

0

'地面为半水泥半漏缝地面!

无垫草!无玩具'调查期间猪舍平均温度为
%(a.

_

!湿度平均为
.2a%Z

'

#cF

!

调查内容

%a*a%

!

繁殖性能指标
!!

每个系统中选择健康&胎

次为三&四胎的纯种妊娠母猪"长白
**

头!大白
**

头!杜洛克
*)

头#

%&&

头作为调查对象!两个猪场共

选取
)&&

头!收集它们在
0&%0

年期间繁殖母猪年耗

料量&妊娠时间&每窝产活仔数&年产胎次&断奶仔猪

数和断奶仔猪体重的数据记录'繁殖母猪年耗料是

通过查询猪场饲料进出记录!计算出每头母猪每月

的平均饲料消耗量!再累加获得该年母猪所消耗的

总饲料量'繁殖性能指标具体描述见表
%

'

%a*a0

!

福利指标

%a*a0'%

!

行为指标$采用人工肉眼扫描取样法对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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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进行观察!每个猪场的每个系统选定
.

个单元

"

.

个单元位置是分开的#!共选取
0)

个单元!每个

单元观察
%&

头母猪!观察时记录每种行为发生次

数'每个单元每次观察时间为
%&<$-

!每隔
*B

观

察
%

次!每天共观察
)

次"每天
&(

$

&&

!

%%

$

&&

!

%)

$

&&

和
%1

$

&&

开始#!连续观察
*"

'行为指标单位$

次.单元d%

.

%&<$-

d%

'具体行为指标描述见表

0

'实际的观察对象为妊娠期
.1

$

//"

母猪'

表
#

!

繁殖性能指标描述

G,B9*#

!

N31*U*+4=

H

*-=4-8,3.*

指标
7-"DV

描述
XD,AS$

J

R$#-

单位
E-$R

繁殖母猪年耗料
4--@=>N#""DSA#-,@<

J

R$#-#NCSDD"$-

?

,#M

繁殖母猪一年所消耗的饲料量 吨.头d%

.年d%

妊娠天数
X=

U

,#N

J

SD

?

-=-A

U

最后一次配种日期到分娩的时间间隔
"

产活仔数
F@<CDS#N

J

$

?

,C#S-=>$TD

出生后同窝存活的仔猪数!包括弱仔&

畸形和即将死亡的仔猪数
头.窝d%

断奶仔猪数
F@<CDS#NMD=-D"

J

$

?

>DR,

断奶后同窝存活的仔猪数 头.窝d%

0%"

断奶仔猪体重
WD$

?

BR#N

J

$

?

>DRMD=-D"=NRDS0%"

存活仔猪
0%"

体重
Q

?

年产胎次
4--@=>

J

=S$R

U

*.2

天%两次连续产仔间隔天数 胎.头d%

.年d%

不是
0%

日龄断奶的用校正系数进行校正

6B#,D-#RMD=-D"=R0%"=

U

,=SDA#SSDARD"M$RBA#SSDAR$#-A#DNN$A$D-R

表
!

!

行为指标描述

G,B9*!

!

T*/,2;4-,9;31*U*+

指标
7-"DV

描述
XD,AS$

J

R$#-

站立
3R=-"$-

?

包括走动!四肢同时支撑体重'前肢可跪在地面上!四肢可以不在同一平面上

躺卧
9

U

$-

?

侧卧&俯卧(胸&腹部接触地面进行休息!双眼睁开

睡觉
3>DD

J

$-

?

侧卧&俯卧(胸&腹部接触地面进行休息!双眼紧闭

犬坐
3

O

@=RR$-

?

臀部着地!前肢支撑前躯!介于站立和趴卧的中间姿势

空口咀嚼
3B=<!ABDM$-

?

口中无明显食物存在时口吻部发生明显的咀嚼动作

咬栏
L=S!C$R$-

?

舔舐&啃咬&嗅闻和探拱栏杆

争斗
b$

?

BR$-

?

为了达到某种目"获取食物或休息区域#与其他个体进行攻击和防守的行为

发声
]#A=>$P$-

?

猪发出的各种声音

玩耍
8>=

U

$-

?

猪之间相互捕咬&反复撕闹&转圈追逐等

温柔互动
GD-R>D$-RDS=AR$#-,

舔舐或嗅闻另一个体

采食
;=R$-

?

个体站立采食槽前方!吃食&咀嚼饲料

饮水
XS$-Q$-

?

嘴部接触水龙头并吸水

%'*'0'0

!

母猪伤痕和眼鼻分泌物发生率$测定时观

察者距离猪
0<

以内观察母猪体表伤痕&尾部伤痕

和生殖器伤痕发生情况!距离猪
%<

以内观察母猪

肢蹄伤痕和眼鼻分泌物发生情况'对于个体限位栏

母猪每间隔
0

头选定
%

头进行测定!每个猪场共选

取
%0&

头猪!以相邻的
0&

头作为
%

个统计单元!即

一个重复(对于母猪电子群养母猪!每个猪场随机抽

取
.

圈!每圈随机标记
0&

头进行观察!记为一个统

计单元!共取样
)(&

头母猪'所测伤痕及眼鼻分泌

物描述见表
*

!记录的单位为发生所测伤痕及眼鼻

分泌物的母猪比例'实际的观察对象为妊娠期
.1

$

//"

母猪'

%'*'*

!

断奶仔猪成本
!!

断奶仔猪成本
o

年总成

本"饲料成本
f

用药及免疫成本
f

猪舍及设备折旧

成本
f

劳动人员工资
f

水电成本
f

易耗品成本#%年

产断奶仔猪数'实际调查猪场每月都会进行一次断

奶仔猪成本核算!本报告中断奶仔猪经济成本是由

调研时猪场前一年
%0

个月期间每个月断奶仔猪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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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顾宪红等$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栏系统繁殖性能及动物福利水平对比分析

本计算而得'

#E%

!

数据分析

使用
3833%/'&

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

先对非行为学数据进行正态性检验!均符合正态分

布!然后进行方差分析和
X@-A=-

多重比较(对行为

学数据使用两独立样本的
Y=--!WB$R-D

U

E

法检验

显著性差异'所有数据使用,平均数
n

标准差-的方

式表示'

表
F

!

体表伤痕及眼鼻分泌物描述

G,B9*F

!

7/

D

+;.,9;3

X

6-;*+,31+*.-*>;434=*

D

*+,31+346>

指标
7-"DV

描述
XD,AS$

J

R$#-

体表伤痕
8B

U

,$A=>$-

+

@S

U

受伤长度超过
*A<

或圆形面积大于
%A<c%A<

的伤痕'体表包含头&颈和躯干

尾部伤痕
6=$>$-

+

@S

U

整条尾巴断掉的损伤!鲜血流出或可见的尾部结疤等

生殖器伤痕
GD-$R=>$-

+

@S

U

后臀受伤部位长度超过
*A<

!或阴部&阴囊&阴茎&直肠流血或畸形

肢蹄伤痕
9$<C=-"NDDR$-

+

@S

U

四肢有伤痕!或者蹄部角质增生&蹄底损伤和蹄侧开裂

眼鼻分泌物
3DASDR$#-#ND

U

D,=-",-#@R

猪的眼部异常"眼睛肿胀&发红&眼屎增多#或鼻腔存在分泌物

!

!

结
!

果

!E#

!

电子群养系统与个体限位栏系统母猪繁殖性

能的比较

由表
)

可知!同一猪场母猪电子群养系统与个

体限位栏系统相比!母猪年耗料&妊娠天数&年产胎

次&窝产活仔数以及每窝断奶仔猪数均有所降低!但

无显著差异"

:

#

&'&2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
0%

日

龄断奶仔猪体重较个体限位栏系统显著提高约
.Z

"

:

$

&'&2

#'

表
%

!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栏系统母猪繁殖性能

G,B9*%

!

)*

H

-416.>;2*

H

*-=4-8,3.*4=+4A+M*

H

>;3<5I

:

-46

H

/46+;3

:

+

D

+>*8,31;31;2;16,9+>,99/46+;3

:

+

D

+>*8

繁殖性能

\D

J

S#"@AR$TD

J

DSN#S<=-AD

猪场
%8$

?

N=S<%

猪场
08$

?

N=S<0

群养系统

GS#@

J

B#@,$-

?

,

U

,RD<

限位栏系统

3R=>>B#@,$-

?

,

U

,RD<

群养系统

GS#@

J

B#@,$-

?

,

U

,RD<

限位栏系统

3R=>>B#@,$-

?

,

U

,RD<

耗料%"吨.头d%

.年d%

#

bDD"A#-,@<

J

R$#-

%'%1n&'%( %'0.n&'*% &'(2n&'%. &'/)n&'0.

妊娠天数%
"X=

U

,#N

J

SD

?

-=-A

U

%%)'2n%')* %%2'2n0'0% %%2'2n&'(2 %%.'2n&'()

产活仔数%"头.窝d%

#

F@<CDS#N

J

$

?

,C#S-=>$TD /'02n0'2& /'10n0'2& /'12n0'20 %&'&2n0'*2

断奶仔猪数%"头.窝d%

#

F@<CDS#NMD=-D"

J

$

?

>DR,

('./n%'%* /'&2n%'11 /'%.n%'/2 /'*%n0'00

0%

日龄断奶体重%
Q

?

0%"MD=-$-

?

MD$

?

BR 2'.1n&'(.

C

2'*2n&'/0

=

2'2*n&'.1

U

2'0)n%'&0

V

胎次%"胎.头d%

.年d%

#

8=S$R

U

0'%%n&'%2 0'%)n&'&/ 0'%0n&'%0 0'%(n&'%*

=与C

&

V 与U同一猪场内不同角标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2

#'下同

6BD"$NNDSD-R>#MDSA=,D,@C,AS$

J

R,

"

=

=-"

C

!

V

=-"

U

#

$-"$A=RDRBD,$

?

-$N$A=-R"$NNDSD-AD$-RBD,=<D

J

$

?

N=S<

"

:

$

&'&2

#

'6BD

,=<D=,CD>#M

!E!

!

电子群养系统与个体限位栏系统母猪行为的

观察比较

由表
2

可知!同一猪场母猪电子群养系统与限

位栏系统相比!母猪站立&躺卧&空口咀嚼&咬栏&排

尿和饮水行为发生次数显著降低"

:

$

&'&2

#!而睡

觉&争斗&发声&排便和采食行为发生次数显著升高

"

:

$

&'&2

#'此外!犬坐"一种异常行为#在猪场
%

显著减少"

:

$

&'&2

#!在猪场
0

减少不显著(温柔互

动行为在猪场
0

显著增多"

:

$

&'&2

#!在猪场
%

变

化不显著'

!EF

!

电子群养系统与个体限位栏系统母猪伤痕和

眼鼻分泌物发生率比较

如表
.

所示!母猪电子群养系统与个体限位栏

系统相比!母猪体表伤痕发生率显著升高"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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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生殖器伤痕和眼鼻分泌物发生率均显著降低

"

:

$

&'&2

#'两猪场两系统母猪尾部伤痕和肢蹄伤

痕发生率差异均不显著"

:

#

&'&2

#'

表
'

!

母猪电子群养和个体限位栏系统妊娠母猪行为发生次数

G,B9*'

!

.̀.6--*3.*4=+4AB*/,2;4-;3<5I

:

-46

H

/46+;3

:

+

D

+>*8,31;31;2;16,9+>,99/46+;3

:

+

D

+>*8

行为发生次数

"次.单元d%

.

%&<$-

d%

#

KAA@SSD-AD#NCDB=T$#S

猪场
%8$

?

N=S<%

猪场
08$

?

N=S<0

群养系统

GS#@

J

B#@,$-

?

,

U

,RD<

限位栏系统

3R=>>B#@,$-

?

,

U

,RD<

群养系统

GS#@

J

B#@,$-

?

,

U

,RD<

限位栏系统

3R=>>B#@,$-

?

,

U

,RD<

站立
3R=-"$-

?

*'*2n&'%.

=

2'%*n&'%%

C

0'.)n&'2&

V

*'0%n&'2)

U

躺卧
9

U

$-

?

%'2&n&'01

=

0'%*n&'%0

C

%'02n&'%*

V

%'(2n&'*%

U

睡觉
3>DD

J

$-

?

1'*.n&'%/

C

*'12n&'&1

=

.'1.n&'0/

U

2'(%n&'/2

V

犬坐
3

O

@=RR$-

?

&')1n&'&1

=

%'**n&'&/

C

&'.1n&')* &'(%n&'&/

空口咀嚼
3B=<!ABDM$-

?

)'*%n&')0

=

1'.1n&'&&

C

0'/&n&')(

V

2'%)n&'10

U

咬栏
L=S!C$R$-

?

&'%)n&'&0

=

0'0/n&'&0

C

&'*%n&'&2

V

%'12n&').

U

争斗
b$

?

BR$-

?

&'./n&'&1

C

&'&)n&'&0

=

&'0(n&'&/

U

&'%2n&'&.

V

发声
]#A=>$P$-

?

&'.*n&'&2

C

&'&)n&'&0

=

&'*.n&'%.

U

&'%*n&'&*

V

排尿
ES$-=R$#-

&'0.n&'&)

=

&'/.n&'%)

C

&'%)n&'&*

V

&'**n&'%)

U

排便
XDNDA=R$#-

&'*%n&'&0

C

&'&%n&'&&

=

&'%/n&'&2

U

&'&%n&'&%

V

温柔互动
GD-R>D$-RDS=AR$#- &'&(n&'&% &'&(n&'&&

&'&.n&'&0

U

&'&%n&'&%

V

采食
;=R$-

?

&'1%n&'0.

C

&'&&n&'&&

=

&'.%n&'%*

U

&'&&n&'&&

V

饮水
XS$-Q$-

?

%'&%n&'&&

=

)'0/n&'&*

C

&'./n&'0&

V

%'2&n&').

U

表
$

!

母猪电子群养和个体限位栏系统妊娠母猪伤痕和眼鼻分泌物发生率

G,B9*$

!

.̀.6--*3.*4=+4A;3

X

6-

D

,31+*.-*>;434=*

D

*+,31+346>;3<5I

:

-46

H

=**1;3

:

+

D

+>*8,31;31;2;16,9+>,99/46+;3

:

+

D

+>*8

Z

指标
7-"DV

猪场
%8$

?

N=S<%

猪场
08$

?

N=S<0

群养系统

GS#@

J

B#@,$-

?

,

U

,RD<

限位栏系统

3R=>>B#@,$-

?

,

U

,RD<

群养系统

GS#@

J

B#@,$-

?

,

U

,RD<

限位栏系统

3R=>>B#@,$-

?

,

U

,RD<

体表伤痕
8B

U

,$A=>$-

+

@S

U

%/'%1n1'*.

C

*'**n0'2(

=

02'%%n2')(

U

2'%2n)')(

V

肢蹄伤痕
9$<C=-"NDDR$-

+

@S

U

..'%1n%2'.( .0'.1n%.'.1 .2'0(n/'(( 21'./n%0'0)

尾部伤痕
6=$>$-

+

@S

U

&'&&n&'&& &'(*n0'&) %'&%n)'&( &'&&n&'&&

生殖器伤痕
GD-$R=>$-

+

@S

U

&'(*n)'%(

=

0'2&n0'&)

C

&'1/n)'&(

V

0'.1n)'&(

U

眼鼻分泌物
3DASDR$#-#ND

U

D,=-",-#@R

0&'(*n*'1.

=

*2'&%n.'*0

C

%('0%n%%'./

V

*0'**n%%'(1

U

!E%

!

电子群养系统与个体限位栏系统断奶仔猪成

本比较

如表
1

所示!两猪场的母猪电子群养系统与限

位栏系统相比!饲料分摊成本有所提高!但无显著差

异"

:

#

&'&2

#(猪舍及设备折旧成本&水电费成本显

著提高"

:

$

&'&2

#!工资成本显著降低"

:

$

&'&2

#'

两种系统的断奶仔猪总成本无显著差异"

:

#

&a&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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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母猪电子群养和个体限位栏系统断奶仔猪成本

G,B9*&

!

J4+>4=A*,3*1

H

;

:

9*>+;3<5I

:

-46

H

/46+;3

:

+

D

+>*8,31;31;2;16,9+>,99/46+;3

:

+

D

+>*8

成本分类%"元.头d%

#

5#,RA>=,,$N$A=R$#-

猪场
%8$

?

N=S<%

猪场
08$

?

N=S<0

群养系统

GS#@

J

B#@,$-

?

,

U

,RD<

限位栏系统

3R=>>B#@,$-

?

,

U

,RD<

群养系统

GS#@

J

B#@,$-

?

,

U

,RD<

限位栏系统

3R=>>B#@,$-

?

,

U

,RD<

总成本
6#R=>A#,R *2)'&1n(0'2. **0')(n1.'(. *..'(.n1/'2/ **1'%1n%/'2.

饲料成本
bDD"A#,R 0**'*(n2/'21 00*'.1n..'.( %1('21n)1'00 %1%'*)n%0'..

用药及免疫成本

5#,R#NTDRDS$-=S

U

"S@

?

,=-"$<<@-$P=R$#-

2)'(%n%('*/ 20')%n.'1* .*'&&n%.'*% .('&(n('/*

工资成本
9=C#SA#,R

00'0.n1'0.

=

*)'/)n&'/%

C

21'.*n/'(.

V

.1')2n2'))

U

猪舍及设备折旧成本

XD

J

SDA$=R$#-A#,R#N

J

>=-R=-"D

O

@$

J

<D-R

0('(0n1'0.

C

/')*n%'0*

=

0/'(&n.'2)

U

%&'(&n*'00

V

水电费成本
5#,R#NM=RDS=-"D>DARS$A$R

U

%*'0/n%')%

C

('%%n%'01

=

01'/1n%'.%

U

%*'*&n%'..

V

易耗品成本
5#,R#NA#-,@<=C>D, 0'2%n&'(& *'/0n)'*)

/'(/n)'2*

U

.'0&n&'/1

V

F

!

讨
!

论

FE#

!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栏系统繁殖性

能比较

统计结果显示!调研猪场的母猪电子群养系统

和个体限位栏系统在母猪年耗料&妊娠天数&每窝产

活仔数&每窝断奶仔猪数和年产胎次方面无显著差

异"

:

#

&'&2

#!表明两种系统繁殖性能相近'但与

个体限位栏系统相比!母猪电子群养系统的断奶仔

猪体重显著升高"

:

$

&'&2

#!表明该系统下断奶仔

猪体生长更好更健康'这主要得益于该系统的精确

化饲喂和为母猪提供了更大的运动空间使母猪体况

更好'此外!由于运动增加!母猪电子群养系统还有

助于母猪分娩同步!减少难产!而由于个体限位栏系

统对猪的极端约束!使母猪长期处于慢性应激状态!

可能造成母猪延迟分娩*

%)!%2

+

!进而影响初生仔猪的

活性和增重'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对饲养人员的专业技术和责

任心都有较高要求!否则设备较难发挥其最大的效

益*

%&

!

%.

+

'另外!缺乏有效训练的母猪也会导致一些

个体不能有效采食'母猪电子群养系统易造成猪之

间的打斗和踩踏!引起一些猪流产!可以考虑在圈舍

内设置部分隔离墙!为弱势个体提供逃避和躲藏的

场所'有研究证明!给予充足的运动空间对母猪的

繁殖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2

+

!但运动空间对母猪表达

天性的福利却至关重要'虽然本研究选取猪场是新

的!但在某些方面!并不理想!还有改进的余地!这可

能会进一步提高其繁殖性能'

FE!

!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限位栏系统母猪福利水

平的变化

在福利水平方面!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妊娠母猪

的站立&躺卧&空口咀嚼&咬栏&排尿&饮水等行为发

生次数显著下降"

:

$

&'&2

#!睡觉&争斗&发声&采食

和排便行为发生次数则显著升高"

:

$

&'&2

#!表明

妊娠母猪的福利水平明显改善'母猪电子群养系统

妊娠母猪的生殖器伤痕和眼鼻分泌物发生率也显著

下降"

:

$

&'&2

#!表明母猪电子群养系统的健康状

况更好!动物福利水平优于个体限位栏系统'在体

外伤痕方面!母猪电子群养系统的伤痕发生率显著

升高"

:

$

&'&2

#!这主要是因为动物之间的接触机

会增多所致'动物受到应激或挫折时易发生刻板行

为!是动物现在或过去难以适应环境的一种反映!也

是动物福利较差的一个标志*

%2

+

'猪典型的刻板行

为一般有空口咀嚼&头部摇摆&卷舌&咬栏&过度饮水

等*

%1

+

'从本研究的行为结果来看!母猪电子群养系

统更符合猪这种群居动物的生物习性!出现的空口

咀嚼&咬栏和过度饮水这
*

种刻板行为次数显著减

少'原因可能在于在相同限饲条件下!限位栏环境

下猪活动受到明显约束!猪只不能通过积极的探究

来释放自身的活动欲望!只能借助于咬栏&无食咀

嚼&咬饮水器来释放这种限制带来的压力与不

安*

%(

+

'限位栏系统下猪只发生犬坐行为较多的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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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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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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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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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

报
)1

卷
!

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限位栏下猪只由于长期受到限

制不能正常站立和起身(二是限位栏下母猪骨骼的

发育不能与肌肉的发育同步!形成虚弱的后肢!久而

久之!就形成犬坐的习惯*

%

+

'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会增加母猪之间的争斗!特

别在母猪争夺休息区域或优先采食时容易发生'争

斗行为是评价动物福利的重要指标之一!过度的争

斗会给动物造成体表损伤!造成动物福利恶化*

/

+

'

实际生产中!猪场可通过更好的圈舍设计及管理来

降低母猪间争斗行为!例如设立隔离墙!为母猪提供

躲避的避难所(在地面铺设稻草!丰富圈舍环境!以

及采用全进全出的做法!增加猪群的稳定性'

从猪的生殖器伤痕和眼鼻分泌物发生率来看!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有一定优势!原因可能是限位栏

系统下母猪生殖器易受到粪尿污染或栏的刮蹭!进

而引起生殖器损伤'个体限位栏系统下母猪完全丧

失了运动的自由!心肺功能得不到相应的锻炼!易造

成一些呼吸道疾病的发生!进而易引起猪眼鼻分泌

物增多*

%/

+

(此外限位栏系统给猪饲喂的是干料!易

形成粉尘!可能也会造成猪眼鼻分泌物增多'

FEF

!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对断奶仔猪总成本的影响

统计结果显示!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

栏系统的断奶仔猪总成本没有显著差异"

:

#

&a&2

#'但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在喂料上可有效节省

劳力!提高母猪群养养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减少了

人员配置'在饲养
.&&

头基础母猪情况下!母猪电

子群养系统可以比限位栏系统少配置
0

名饲养员'

对于目前国内日趋增长的劳动力成本而言!这是个

巨大的优势'但实际调查发现!母猪电子群养设备

虽然节省了劳力!但对管理人员的技能和责任心要

求更高'例如!需要具备电脑操作&调教母猪的技能

以及较强的责任心等'母猪电子群养系统的饲养员

还需要经常查栏!及时发现问题猪只并采取对应的

措施'

母猪电子群养系统断奶仔猪分摊的水电费成本

显著高于个体限位栏系统"

:

$

&'&2

#!原因在于母

猪电子群养系统为全密闭猪舍!舍内通风&温度控制

及照明都需要电力维持!而个体限位栏舍内通风一

部分是靠开窗通风!温度控制主要是靠开关窗调控!

照明主要采取自然光照!较大程度上节省了电力'

至于用水问题!母猪电子群养系统采用的是水泡粪

工艺!用水量大!而个体限位栏采用人工干清粪!用

水量小'

本研究涉及的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只选用了母猪

电子饲喂站!没有安装自动分离站和自动发情检测

站!每台电子饲喂站约
1

$

(

万元!最多可以饲养

2&

$

.&

头母猪!若设备使用年限为
%&

年!那么每头

母猪每年分摊的折旧成本约为
)&

元!加上配套的猪

场通风&排污设备!折旧成本会更高'价格昂贵和使

用维护要求高是此设备推广的主要障碍'另外!电

子饲喂系统还需要定期维修以确保正常运转'

%

!

结
!

论

本研究比较了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栏

系统对母猪繁殖性能&福利水平"行为表达和伤痕&

眼鼻分泌物发生率#和断奶仔猪成本的影响'调研

结果表明!母猪电子群养系统和个体限位栏系统的

繁殖性能和断奶仔猪总成本无显著差异!但前者一

些动物福利指标与后者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母

猪电子群养系统可以有效节约人工成本!但对饲养

和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有较高要求'本研

究涉及的猪场使用母猪电子群养系统较短!与国外

同类机构相比!在生产效果和动物福利方面还有改

进和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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