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管理在农场生物安全及批次化生产实践



问题背景
1. 数据分析
在一线生产中我们经常会出现很多数据，如何将这些数据用实用简便工具进行分析，是一个实际难
题。

2. 信息分享
非瘟发生后，厂区之间，员工和管理层之间的交流变得复杂，那么，如何快捷，共享相关数据，就是
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难题，我们使用现行的一些软件，可以巧妙的解决这些问题。



各个品种分布
胎龄结构 各个胎次的初生比例

1. 通过胎龄结构可以提前预备后备猪入群节奏
2. 每一批对各品种，各胎龄层次的初生重分析，精准分析各品种，各胎次品系种猪的饲喂程序



2.. 产子品种比例及产房人员成绩
品种比例

1. 通过市场各个季节售卖种猪特点，调整产子比例。例如春季母猪需求旺盛，秋季由于热应激，9-10月份
公猪销售旺盛

2. 通过产房人员的接产窝数哦，评定年底绩效



配种阶梯表的灵活处理

1. 批次化上产日期，上产头数
在配种日就提前确认，员工工作
有更好的计划性

日程安排

产子频率

2.通过产子频率，组长可以提前
安排好各自工作



批次化后的育肥---让一切可以计划

1.每栋存栏，体重可以使用系统算出，并且可以与实际校正
2.饲料换料日期可以提醒
3.饲料消耗量可以计算，饲料厂做好准备



无计划性的工作是对生物安全最大冲击！



甘特图的使用---合理利用静置消除小飞隐患

使用甘特图分享全群隔离点的动作，让物资，人员流动井然有序。



优化配送次数 降低紧急配送频率

1. 拓展网络采购，降低人员，车辆与外界接触频率。（目前提高到50%以上）
2. 对紧急配送物资进行分析，降低紧急配送比例
3. 水果，蔬菜等物品增加源头采购（蔬菜大棚，水果整箱运送）避免和市场物品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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