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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猪皮毛指数的影响 对仔猪腹泻率的影响

猪舍温度、湿度的影响

  普通液态饲喂
与干料比较

1.普通液态饲喂模式与猪只健康状况分析

猪舍空气中沉降菌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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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空猪舍 干料猪舍 液态料猪舍
60s沉降菌数
(cfu/皿)

4±5A 497±121Bc 308±119Bd

             液态饲喂与干料饲喂
对猪舍空气中沉降菌数和粉尘浓度的影响

数据来源：安佑集团刘春雪等，液态饲喂在育肥猪上的使用效果；
饲料工业；2020（41）

“呼吸道疾病是猪经济上最重要的疾病。”
来源: Böhringer Ingelheim, in: Infections

饲料种类 粉料    颗粒料 液态料
粉尘浓度
（mg/m³）

46         1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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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试验在太仓市夏季进行，试验期间猪舍内平均气温达26 ℃，风
机基本处于常开状态，因而对比饲喂干料的猪舍，液态饲喂猪舍的
相对湿度仅略微增加，舍内温度也基本一致。
数据来源：安佑集团刘春雪等，液态饲喂在育肥猪上的使用效果；
饲料工业；2020（41）

    液态饲喂与干料饲喂对猪舍温度、湿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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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皮肤红润程度 毛色亮度 毛顺程度

1 苍白 无光泽 明显凌乱

2 微红 微弱光泽 微弱凌乱

3 红润 明显光泽 柔软

项目 干料对照组 液态试验组 Ｐ 值

皮肤红润程度 1.992±0.085 2.588±0.043 0.170

毛色亮度 1.999±0.058 2.555±0.034 0.533

毛顺程度 2.069±0.029 2.579±0.071 0.116

皮毛指数 6.060±0.137 7.722±0.097 0.288

  液态饲喂与干料饲喂对仔猪皮毛指数的影响

数据来源：厦门欣福农科技吴松树；液态与固态饲喂对断奶仔猪生产性能
和健康状况的影响；现代畜牧科技2022.11 （出生 24±2  d的断奶仔猪240头）

参照赵必迁皮毛指数评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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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厦门欣福农科技吴松树；液态与固态饲喂对断奶仔猪生产性能和健康状况的影响；现代
畜牧科技2022.11 （出生 24±2  d的断奶仔猪240头）试验期内，按周累计各组腹泻猪数量，除以7天
和试验猪数，即为周腹泻率

按周统计腹泻率，采用液态饲喂控制腹泻的效果从断奶后第一周就体现出优势，腹泻率
持续低于固态饲喂，试验组全程腹泻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结果表明液态饲喂
有助于维持仔猪断奶前后消化道内环境的稳定，可以降低了腹泻率。

液态饲喂与干料饲喂对仔猪腹泻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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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料（与水） 干料（与水）

母猪进食（饲料量kg/天） 6.2 (+19%) 5.2

仔猪损失（%） 10.6 (-14%) 12.3

母猪怀孕率 2.45 (+6.6%) 2.3

断奶后体重（每头母猪/年） 147.7 kg (+17%) 126.1 kg

来源: Böhringer Ingelheim, in: Infections

液态饲喂模式对母猪健康性能的影响：提高饮水摄入量 与饲料摄
入量 
饮水摄取不足对健康和饲料的摄入有影响
胃的容积扩大--在产仔期摄入更多的饲料--仔猪也会更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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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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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比数据
原因分析

断奶后第一周，采用液态饲喂仔猪还保持着断奶前肥满

度；而摄食固态饲料的仔猪掉膘比较明显，第二周才开

始逐步恢复正常，说明皮肤和毛色等外观表征的改善，

可能是液态饲喂有利于提高断奶仔猪采食量的体现

液态饲料养分与胃肠道消化酶接触更充分，较好地促发消

化酶的活性，酶促反应更彻底，促进了营养的消化吸收；

固态饲料可能对胃肠道造成不利的物理刺激，加剧了消

化道内环境因断奶引发的应激损伤；

适宜的温湿度，较低的舍内粉尘沉降菌，可以提高机体

免疫抗病力，有利于猪只抵抗各种应激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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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液态饲喂模式结合发酵工艺对猪只健康影响
   结合模式1  单种原料保鲜、发酵（发酵原料无需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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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液态饲喂模式结合发酵工艺对猪只健康影响
    结合模式1：多原料混合发酵，分开的罐中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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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液态饲喂模式结合发酵工艺对猪只健康影响
   结合模式3 可单独和复合发酵，在饲料罐中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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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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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根块
茎类

过期乳
饮制品

2.液态饲喂模式结合发酵工艺对猪只健康影响
    发酵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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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断奶仔猪

“发酵豆粕和植物精油对

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影

响”.现代畜牧兽医.2014

育肥猪

“发酵蛋白饲料对生长育肥

猪抗氧化能力和免疫能力

的影响”.现代畜牧兽

医.2014

育肥猪

“发酵蛋白原料复配酵母

细胞壁对20-60Kg生长猪

生长性能的研究”.饲料

与畜牧。2014

发酵原料

“蛋白原料发酵后营养价

值评定研究”，现代畜牧

兽医.2016

复合菌种

“米曲霉和酿酒酵母复合

菌种发酵豆粕的研究”,现
代畜牧兽医.2017

能繁母猪

“发酵饲料对母猪繁殖性

能的影响”，现代畜牧兽

医.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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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菌群平衡，提

高组织生态学生理影

响

    提供酸性环境

食品安全、猪肉品质

优质纤维合理应用提高

母猪性能

液态
发酵

共生菌

优质纤维

替抗

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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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发酵饲料富含有机

酸显著降低胃内 pH 值，

激活胃蛋白酶的活性，

抑制有害微生物的生长， 
提高了胃阻挡病原微生

物的屏障作用，尤其在

断奶的仔猪效果显著。

液态发酵饲料饲喂 28 
天实验组仔猪，通过显

微镜观察，仔猪肠道绒

毛的高度，吸收面积都

显著高于日常饲喂固态

饲料的仔猪。

饲喂液态发酵饲料的猪群

（母猪及其幼仔）的粪便

中大肠杆菌的数量远低于

日常饲喂固态饲料的猪群 
（母猪及其幼仔）

 通过饲喂液态发酵饲料

消化道乳酸菌的相对数

量显著高于日常饲喂固

体颗粒饲料和非发酵液

态饲料的仔猪；胃肠道

的所有部分酵母菌的整

体数量都明显变多。    消化道健康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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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的农作物、富含水分的谷物、牧草作为优质纤维对母猪养殖尤为
有利

液态发酵饲料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后， 极大提高了小肽及氨基酸含量以
及饲料粗蛋白质，产生了大量生物酶；研究发现饲料原料中释放出来
更多的磷，这样可以减少额外添加蛋白质、氨基酸、磷的数量，养分
的利用率提高了，以此降低饲料成本

液态发酵饲料可以降低疫病的发生几率，抗菌药使用减少；发酵
饲料改变了饲料氨基酸和小肽的组成， 能够有效提升生产的猪肉
品质。

食用液态发酵饲料的育肥猪屠宰后肌肉嫩度、肌肉风味物质、肌
内脂肪含量和肉色红度含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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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 固态饲料 液态饲料 液态发酵饲料 差异

物理性状 固态 液态 均质液态 发酵预消化后与水一体化程度高

营养组成 营养物质 营养物质+水 营养素物质+代
谢产物+有益活

菌+水

发酵将营养物质大分子分解易于消
化吸收，产生抗菌肽等代谢产物，

具有一定的有益活菌
抗营养因子 存在 部分存在 被分解去除 发酵预消化工艺大量去除抗营养因

子

免疫力 无影响 有影响 增强免疫力 减少对肠道免疫系统伤害肠道健康，
机体免疫力增强

采食量 低 中 高 采食量比普通饲料高10%左右

适口性 一般 好 很好 预消化后适口性更好采食量高且肠
道负担小

特殊原料利用 不能 可利用 可利用更丰富 发酵、保鲜工艺可利用更多种非常
规原料大幅降低成本

饲料浪费 多 少 少，且吸收多 发酵减少各种原因的浪费且吸收充
分，粪污减少20-30%

疾病方面 多 减少呼吸道病 减少多种疾病 杀死细菌、毒素消除、饲料中的各
种疾病传染源呼吸道、肠道、传染

性疾病都减少

猪肉品质 普通 普通 优良 液态发酵改善猪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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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公司 试验饲料 试验起止时间 试验猪（头）初总重（Kg）末总重(Kg) 初均重（Kg）末均重（Kg）饲料总价（元）饲料用量（Kg）料肉比 钱肉比

武陟大汇田
预混料自配液态饲料
（发酵豆粕）

2021.12.20-2022.2.9 500 3655 15850 7.31 31.7 82755.27 19024.2 1.56 6.786

滑县大汇田 预混料自配粉状饲料 2021.12.20-2022.2.9 360 2649.6 10944 7.36 30.4 59562.0864 13851.648 1.67 7.181

滑县大汇田 全价颗粒饲料 2021.12.20-2022.2.9 480 3513.6 14784 7.32 30.8 82752.912 18596.16 1.65 7.3425

试验公司 试验饲料 试验起止时间 试验猪（头）初总重（Kg）末总重(Kg) 初均重（Kg）末均重（Kg）饲料总价（元）饲料用量（Kg）料肉比 钱肉比

武陟大汇田
预混料自配液态饲料
（发酵杂粕）

2022.2.10-2022.6.12 300 9570 36480 31.9 121.6 271952.46 87726.6 3.26 10.106

滑县大汇田 预混料自配粉状饲料 2022.2.10-2022.6.12 200 6100 23360 30.5 116.8 189998.08 59374.4 3.44 11.008

滑县大汇田 全价颗粒饲料 2022.2.10-2022.6.12 260 8060 30940 31 119 251336.8 77334.4 3.38 10.985

大汇田液态饲喂测试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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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猪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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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饲喂人员数量  可远程操控 

有利于生物防控 

饲喂曲线  数据记录

实现精准饲喂

自清洁功能  自动消毒功能 

    料推水 水推料模式

         更卫生  更安全自动化模式

中央厨房操作区与生产区相互独立

避免频繁进入猪舍

3.普通液态饲喂模式结合自动化系统与猪只健康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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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咳嗽 腹泻 

大肠杆菌 沙门

氏菌等疾病

优质纤维饲

料利用促进

肠道健康

改善猪舍空气

质量、降低粪

污磷排放

减少人员流

动，提高生

物防控能力

结合发酵工

艺提高猪只

免疫力

推荐
理由

降低大豆豆粕依赖，

猪肉健康

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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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饲养学：回归自然 营养学：精准饲喂

生产学：降本增效    理念：健康养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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