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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猪场开展母猪批次化
管理的五大优势



母猪批次化管理

Ø定义：母猪批次化管理是将原有的连续生产管理模式（每天都有配种、分娩、断奶）

的工作，改为在一定时间段内将生产工作间隔分明且有规律的完成（指定时间配种、

分娩、断奶），是一种利于猪场均衡、有序、满负荷生产的高效可控管理体系。



猪场开展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五大优势

一、利于疾病防控和健康管理

Ø 批次化生产的猪场与外界接触的活动更为集中，有效减少外部疾病传入的机率；

Ø 批次化生产，有效保障猪群的全进全出，有效阻断疾病在猪群间的传播、循环；

Ø 各栏舍猪群生理阶段较一致性，提高免疫合格率，降低个体间疫病的交叉感染，提

高猪群健康度。

Ø 优化猪场外部和内部生物安全防控，提高猪场生物安全等级，利于疾病防控。

传染源 易感动物

传播途径



猪场开展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五大优势

Ø分散工作集中起来，集中断奶、集中配种、

集中分娩，集中销售，简化流程；

Ø生产人员集中作业，工作内容清晰明确，

工作效率更高。

Ø具有人员管理五大优势。

二、利于提高猪场的劳动生产力

3周批生产工作安排

周 配种组 产房组

1 周五 查情 洗产床、阉猪

2 周六 查情 洗产床

3 周日 查情 洗产床

4 周一 小配 教槽

5 周二 大配  
6 周三 小配 维修产床

7 周四 查情、上重胎母猪 上重胎

8 周五 查情、调膘  
9 周六 查情  

10 周日 查情  
11 周一   
12 周二   
13 周三 后备母猪免疫 离母

14 周四 28d测孕、加料 小生

15 周五  大生、寄养

16 周六  大生、寄养

17 周日  小生、寄养

18 周一 调膘 产后保健

19 周二 33d测孕 阉猪

20 周三 查情、转妊娠舍 打苗、疝气猪去势

21 周四 查情、接收断奶母猪 断奶



猪场开展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五大优势

人员管理五大优势

批次化管理，提升员工满意度，留住员工

1 事项明确：每批配种数量、时间，分娩数量、时间提前明确，人员合理安排

2
3
4
5

人才培养：集中生产、统一行动、提高工作技能、轮岗全面发展

减少依赖：批次化程序流程简单，容易熟悉，可以减少岗位对人员的依赖性

团队氛围：相互协作、增加交流、休息时间增加、提高员工乐业度

绩效考核：对人员进行批次考核、批次绩效发放简单，便于人员改进与经验积累



猪场开展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五大优势

三、利于均衡、有序、满负荷的生产管理

Ø提前设定好每批配种和分娩目标，易于规划和实现后备母猪的有计划补充

Ø每批次配种和分娩数量均匀，达到均衡、有序、满负荷生产

Ø最充分的利用猪场生产能力（栏舍最大化利用）

Ø具有生产管理五大优势



猪场开展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五大优势

生产管理五大优势

 批次化统一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利于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养猪

1 饲养管理：各批次母猪怀孕时间一致并数量较多，便于精准饲喂

2
3
4
5

保健管理：对母猪群体、仔猪群体进行统一的保健，减少群体应激

免疫管理：各批次集中进行免疫、抗体检测、从而提高猪群整体的免疫水平

转群管理：猪群根据批次、胎次进行集中管理，批次统一转群，提高转群效率

育种管理：集中进行选育，优中选优，提高选种效率和质量



猪场开展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五大优势

Ø批次生产，可获取精准的猪场生产数据，利于发现繁殖问题。

Ø提高后备母猪利用率；母猪精准定时输精方案，利用激素超排，提高产仔数。

Ø分娩同期化，集中护理，减少难产，利于新生仔猪护理和寄养，提高成活率；仔猪日龄

一致，统一保健和管理，利于猪群健康，提高生产速度和均一性。

四、利于提高种猪的繁殖效率



猪场开展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五大优势

五、利于提高猪场的经济效益

Ø 精准饲喂，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饲料成本；

Ø 全进全出，提高猪场生物安全等级，减少兽药、疫苗成本；

Ø 工作专业化、集约化、流程化，减少人员定额，减少劳动力成本；

Ø 栏舍最大化利用，减少固定资产折旧成本；

Ø 优化母猪利用率和周转率，提高仔猪存活率和均一性，提高种猪繁殖效率。



02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
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一、后备母猪管理

u 核心控制点一    后备母猪引种

• 后备母猪自由入群转变为批次入群

• 母猪存栏1 000头、母猪群年更新率60%、配种妊娠率90%、分娩率95%

每批次后备母猪更新需求=配种数量-每批断奶母猪数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一、后备母猪管理

u 核心控制点一    后备母猪引种

• 每批次配种结束，可预测20周后本批次猪群需要补充的后备猪数量

• 注意不同季节受胎率分娩率差异（冬、夏）及时调整批次配种数量

• 后备母猪计划配种日期之前至少60-70天引到场内

                                            ≤150日龄，体重95-100kgW

• 根据每批次后备猪需求量、引种周期，合理规划引种数量和日龄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一、后备母猪管理

u 核心控制点二    诱情管理

• 无情期后备母猪激素处理入群，受胎率低

河南某大型养殖集团实验对比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一、后备母猪管理

u 核心控制点二    诱情管理

• 150-160日龄开始公猪诱情，保证每头后备母猪接触公猪时间2-3min

• 公猪选择：口水多、善交谈、气味大、性子慢、行动迟缓

• 补充公猪信息素

• 每天诱情不间断，诱情同时做好查情记录工作

• 认真辨别后备母猪隐性发情（阴户颜色、黏液）

• 人工补光：延长光照时间至16h，强度200 LUX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一、后备母猪管理

u 核心控制点三    其他管理

• 种质优良：源头、加强种猪选育；初情期早、更高繁殖潜力

• 隔离驯化：防止外源病菌带入，减少入群后疾病交叉传染

• 营养调控：专用后备料，注重与繁殖营养素的补充，充分发挥繁殖潜能

• 体况管理：80kgW后限制饲喂，控制体重和膘情   550g/d左右

• 环境管理：适宜温湿度、光照、通风换气、饲养密度

• 健康管理：生物安全防控+科学的免疫程序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二、同期发情

不受影响的发情周期 烯丙孕素饲喂 同步发情

烯丙孕素对发情周期的调节

• 母猪发情配种是影响批次化生产目标实现的最重要的关键控制点。

• 生产中常见，发情、配种不集中，分娩不集中，大批次难以运转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二、同期发情

u 核心控制点一    激素药选择

增效降本理念

不同公司烯丙孕素处理，发情集中度实验对比

n 批次运转、发情集

中度至关重要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二、同期发情

u 核心控制点二    激素药投喂

• 烯丙孕素饲喂方法: 确保饲喂剂量、保证猪能吃完

• 每天定时定量，防漏喂

• 饲喂期间，不要与公猪接触

• 饲喂期间，无免疫接种，停喂后到配种短期优饲

饲料添加法 直接口服法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三、集中配种

u 核心控制点一    发情鉴定

• 发情鉴定：诱情公猪，五步查情法，静立反应、阴户颜色、黏液综合判断

• 隐性发情，静立反应不明显；猪群大，及时诱情查情，避免错过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三、集中配种

u 核心控制点二    输精技术

• 简式输精方案，诱情查情工作很重要

• 精准输精方案，严格执行激素注射，输精时间点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三、集中配种

u 核心控制点二    输精技术

• 集中配种，工作量大，尽量减少员工操作失误或不规范造成的损失

• 采用单次输精技术、深部输精技术、输液式悬挂输精、自动输精工具或技术提高

配种效率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三、集中配种

u 核心控制点三    精液管理

• 集中配种，精液需求量大；

• 社会化公猪站(建议优先)，重点考虑精液质量、距离长短

• 自建公猪站，足够数量公猪、重视人员要求、资金投入、公猪淘汰更新

• 合格精液标准：优质公猪遗传资源、满足配种质量要求、健康不携带特定病原

• 做好精液到场检测、不合格紧急调拨、补发等补救方案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四、同期分娩

u 核心控制点一    诱导分娩

• 外源激素：前列腺素F2α（PGF2α）、PGF2α类似物提前分娩；烯丙孕素延迟分娩

• 激素注射时间不早于预产期前2d，否则造成仔猪初生重低、分娩时间延长、死胎增加

• 集中分娩安排在白天，避免晚上高峰期，下午气温和环境都比较适宜



母猪批次化管理应抓好的四个关键环节

四、同期分娩

u 核心控制点二    分娩管理

分娩监控    及时准确判断母猪难产，给予救助

仔猪护理    初乳管理、仔猪保健、保温、开食补料  

调栏寄养    产仔数量、体重大小、母猪胎次、及时调栏寄养、保证仔猪均匀性

母猪管理    助产母猪做好消炎，饲喂多餐，促采食，减少体况损失 

环境控制    大环境通风，小环境保温；光照强度和时长，利于母猪采食



03 母猪批次化管理实
践存在的五大问题



母猪批次化管理实践存在的五大问题

问题一  母猪年淘汰更新率高

原因：

1.盲目、过度使用繁殖激素，内分泌紊乱，繁殖机能受损，增加母猪淘汰

2.为达成配种目标导致有些不该入群的机会猪采用药物处理的方式入群

3.人工输精、助产操作技术不到位，人为增加母猪损耗

4.母猪群饲养管理不到位，导致发情难、产仔低、体况差、疾病多被淘汰

5.批次管理对母猪生产性能、胎龄结构、体况特征要求更严格，选种不严



母猪批次化管理实践存在的五大问题

问题一  母猪年淘汰更新率高

解决方案：

1.合理使用激素，遵循繁殖母猪自身的生理循环规律

2.提前做细每批次配种猪的计划，严把关，减少机会猪入群

3.优化人工输精、助产程序，实施流程管理，减少人为损耗

4.加强母猪群全阶段的饲养管理（体况、饲喂、疾病）

5.严把选种关、优化生产管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实施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三点建议

实施母猪全阶段精细化管理

        繁殖母猪各生理阶段都是相互

关联的，如在某阶段某些事情不是

最优，那么，将在下一个阶段看到

后果。

问题一  母猪年淘汰更新率高



母猪批次化管理实践存在的五大问题

问题二  后备母猪受胎率低

原因：

• 母猪年淘汰更新率高，后备母猪补充数量多，后备舍空间不变，导致圈舍过度拥挤。

过度拥挤会导致生长速度变慢和发情延迟；

• 为达成配种目标导致后备猪在配种时体重不达标；

• 为达成配种目标导致无情期或无稳定发情的后备母猪使用激素处理强行入群；

• 当然，配种时间、输精技术、饲养管理也会影响后备母猪受胎率。

不合格后备母猪入群，产仔数低，影响后期繁殖成绩，增加淘汰率



母猪批次化管理实践存在的五大问题

问题二  后备母猪发情受胎率低

解决方案：

• 严把后备母猪的配种标准

• 230日龄

• 体重135公斤左右

• 第二或第三次发情

外源激素只是辅助作用，要避免盲目、过度使用！

烯丙孕素只是让母猪发情集中起来而已！ 



母猪批次化管理实践存在的五大问题

问题三  非生产天数增加

原因：

• 来源：乏情,   流产，死亡,  淘汰，返情，空怀 

• 非生产天数=365-（泌乳天数十妊娠天数）*年产胎次

• 4周批、5周批生产模式，存在部分适配后备母猪、返情、空怀、流产的母猪需批次入

群，造成母猪非生产天数的增加；



母猪批次化管理实践存在的五大问题

问题三  非生产天数增加

解决方案：

• 及时淘汰问题母猪

• 加强猪场数字化管理水平

• 批次化降低后备母猪NPD，进一步加强后备母猪管控

• 合理选择批次生产模式

• 加强繁殖母猪全阶段管理，提高断奶母猪利用率

• 加强返情、空怀、流产母猪利用率

• 优化生产管理，减少死淘



母猪批次化管理实践存在的五大问题

问题四  猪场人员老龄化、技术难掌握

原因：

• 猪场封闭环境，考核机制、福利待遇、晋升机制等因素，年轻养猪人员跳槽频繁

• 批次生产管理，对人员技能、知识、经验、执行力、管理能力要求高，规模越大越高

• 人员培训不到位、核心技术流程化管理不到位

解决方案：

• 优化养猪人员福利待遇、考核、晋升机制，留住年轻人

• 优化生产程序，实施流程化、可视化管理

• 加大人员培训力度



母猪批次化管理实践存在的五大问题

问题五  使用激素、增加成本

• 选好激素，合理使用

• 4周批，5周批，问题母猪需激素处理后补到后续批次，合理评估问题母猪价值，及时

淘汰

• 母猪群合理采用简式输精方案和精准输精方案

• 优化精准输精方案，切实提高PSY，达到增效降本



04 实施母猪批次化管理
的三点建议



实施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三点建议

建议一  合理选择批次生产模式

 1周批 3周批 4周批 5周批

产床单元数1个 5 5 5 5

单元产床数1个 60 60 60 60

产床总数量1个 300 300 300 300

批次产床组数1组 5 2 1 1

每批次分娩窝数/窝 60 150 300 300

窝均断奶头数/头 10 10 10 10

每批次断奶仔猪头数/头 600 1500 3000 3000

全年批次/批 52.1 17.4 13.0 10.4

年断奶仔猪数/头 31286 26071 39107 31286

分娩率/(%) 85 85 85 85

每批次配种头数/头 71 176 353 353

哺乳天数/d  21-28  21-28 21 21-28

母猪群数1个 21 7 5 4

饲养母猪头数/头 1482 1235 1765 1412

需求妊娠栏位数1个 1242 1085 1765 1412

 1周批 3周批 4周批 5周批

优点 母猪返情自然
补入

母猪返情自然
补入

产床利用率最
高，大批次，
配种、分娩、
断奶仔猪数多

生产节奏适中，
大批次，配种、
分娩、断奶仔
猪数多

缺点 批次配种、分
娩、断奶仔猪
数量较少，猪
只销售和流转
频率

产床利用率最
低

返情母猪需要
激素控制补到
后续批次，产
房28天周转，
生产节奏紧张，
对技术团队要
求高

返情母猪需要
激素控制补到
后续批次

某猪场不同批次生产模式对比



母实施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三点建议

建议一  合理选择批次生产模式

• 不同批次生产模式所需的栏舍结构与数量是不同的

• 不同批次生产模式各有优缺点

• 猪场应结合猪场规模、栏舍配备、生物安全风险、猪只流转销售、团队技术能力等情况，

合理选择批次生产模式



实施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三点建议

建议二  人才是第一资源

• 养猪业，逐步从劳动密集养殖、机械化养殖、自动化养殖、数字化养殖、智能化养殖

转变，对员工执行能力要求逐步提高，对人才技术技能要求越来越高。



实施母猪批次化管理的三点建议

建议三  加强学习交流，优化生产管理方案，提升养猪生产水平

• 加强与行业专家、同行、服务养猪业的上下游企业学习交流，不断优化生产管

理方案，发挥批次化管理的最大优势，切实提高养猪生产水平。

批次化看板 可视化管理



谢谢大家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