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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胎母猪不能攻胎？ 

 

 

• 难产--有仔，生不出 

 

• 攻胎不足--生得出，但养不活 

 

 
• 通过减小初生重来降低难产率的方法，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技术，尽管可

能暂时解决了一个问题，但由此又衍生出另一个问题。 

• 这样的技术是弱智的技术。 

 



难产仅仅因为胎儿过大？ 

难产的原因分析 

子宫无力 臀部大小 产道狭窄 双胎同时
产出 

子宫性能
衰退 

胎儿过大 其他 

37% 14.5% 13% 10% 9% 4% 

 

 

难产发生率不到3%，而由胎儿过大导致的只占难产的4% 



找到母猪问题的根源 

1，过分强调“疾病”在母猪的繁殖问题中的
作用 

 

2，过分强调用单个“技术”来提高母猪生产
性能 
• 把点的问题搞清楚并不难，而要把几十个点串起来进行系统化思考就绝非易

事。 

• 猪场靠几个“技术”取胜的“点子”时代已经过时了。现在需要系统化思考
的大智慧，而不仅仅需要“点子时代”的小聪明 



明确概念，才能处置得当 

分娩异常 

（广义难产） 

难产 

（小于3%） 

原因 

阻力过大 

措施 

降低阻力 

需要人工产道助产 

初产母猪多见 

滞产 

（超过50%） 

原因 

产力不足 

措施 

增加产力 

无需人工产道助产 

初产和高龄母猪多见 概念不清，处置不当， 

是当今规模猪场母猪子宫炎症的主要原因 



母猪滞产、难产的根源在哪里？ 



难产的产道性因素--构成分娩的阻力 

• 产道： 

硬产道--骨盆口 

软产道--子宫颈，阴道，阴门 

 

 



骨盆轴 

倾斜度 

从母猪的解剖特点来看是不太容易导致难产
的，因为猪的骨盆入口为椭圆形，倾斜度很
大，骨盆底部宽而平坦，骨盆轴向下倾斜，
且近乎直线，胎儿通过比较容易。 

 

 

如果初配时间太早，可能会导致骨盆口发育不良而
狭窄； 

初产母猪也容易出现黄体溶解不彻底而致子宫颈开
张不全。 

 



难产的产力性因素—构成分娩的推力 

• 产力 

• 由子宫肌及腹肌的有
节律的收缩共同构成。 

 

• 阵缩--子宫肌的收缩。
子宫除了纵的收缩外，还有分节收缩，收缩
先由距子宫颈最近的胎儿的紧前方开始 

 

• 努责--腹壁肌和膈肌
的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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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产的胎儿性因素—构成分娩的阻力 

胎儿性因素构成分娩的阻力 

羊水不足，破水过早 

过大 

胎儿活力 

分娩不仅仅是母猪的事情 

 

胎儿与产道的关系 



谈谈死胎 

• 死胎占产仔总数的5~7%；其中： 

10%是真死胎 

90%是假死胎！ 



 

 

 

实施“非常6+1”方案 

 
  

系统思考，整体解决 

 

 
既要预防滞产、难产，又要适度攻胎，保证仔猪活力 



“6”指孕期管理“6不过” 

• 不过早，不过肥，不过结，不过热，不过
饱，不过吵。 



不过早 

• 配种时间过早及体型“太好”，导致骨盆
狭窄 

 

不要按公猪标准选母猪 

初配一定要达标：年龄，体重，背膘 



不过肥 

• 控制膘情。 

• 怀孕30~75天，2.75~ 3分膘 

• 怀孕75~95天，3.25分膘 

• 攻胎期，3.5~3.75分膘 

 



体况偏肥的危害 

产程延长，提高难产率； 

提高仔猪被压死的几率； 

降低泌乳期采食量，降低泌乳量； 

提高热应激敏感性； 

母猪肢蹄问题增加； 

情期受胎率低； 

小猪脂肪性拉稀（哺乳期采食量减少，动
用体脂合成奶水）。 



不过结 

• 便秘对母猪始终是有害的 

• 怀孕期尤其是怀孕后期便秘的母猪，肠道
内毒素吸收后影响分娩启动及催产素分泌。 

 
• “养猪就是养肠子。” 肠道的健康，肠道的容积，不仅对于顺利分娩有利，

而且对于身体的健康，对于哺乳期采食量都有很大好处 

 

• 从后备配种前就要锻炼肠道，补充与肠道相关的营养如肠生源和青饲料。 



不过热 

• 小猪怕冷，大猪怕热，母猪特别怕热 

 
• 分娩时产房温度过高，母猪处于应激状态，不利于分娩启动，不利于分

娩信号的传递，不利于催产素的分泌，不利于体液电解质的平衡和稳定，
从而不利于怒责的持续进行。 

 

• 母猪最适温度为18~22℃，一定要把产房温度分区控制好，尽量把母猪体
感温度控制在25℃以内，把保温箱温度控制在33℃~35℃（最初3天）。 

 

 

• 母猪体感温度没有降下来，其他所有的措
施都是苍白无力的。 

 



不过饱 

• 产前每天超过3kg的饲喂量，会增加以下危
险：  

 
• 1. 发生泌乳障碍综合征 

• 2. 延长产程，并使分娩出现各种问题  

• 3. 便秘  

• 4. 需要产科救助  

• 5. 减少产后采食量和泌乳能力 

 

• 产前3天逐渐减少饲喂量，至产前一天饲喂
2kg。 

 



不过吵 

• 催产素分泌需要传递刺激信号，任何影响
信号传递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催产素分泌
不足 

 

 

• 保持产房安静，光线柔和、稍暗，杜绝生
人进入，减少分娩应激。 

 



“1”指一个“全产程猪性化分娩呵护”方案 
全
产

程
 第一产程 子宫颈打开之前 

第二产程 胎儿排出期 

第三产程 胎衣及恶露排出期 



产前（第一产程） 

• 工作目标： 

• 猪性化分娩呵护，减少分娩应激 

 

• 工作内容： 

• 攻：关注仔猪活力，关注攻胎质量（从攻胎开始，添加母猪三宝，直至配种） 

 

• 筑：猪性化分娩呵护，给予垫草做窝，利于减少分娩应激（视频）；看猪是猪？看猪不
是猪？看猪还是猪！ 

 

• 围（视频）：产前1~3天饲喂围产康100ml，利于增加子宫肌力，增加羊水，增加奶水； 

 

• 注：产前1天注射氯前列烯醇1~2ml，利于溶解黄体，启动分娩，增加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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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第二产程） 

• 工作目标： 

• 缩短产程，预防难产，预防感染 

•  工作内容： 

• 输，摩，变，踩，拉 

 



输—产中输液的操作技巧 

• 产中输液，主要目的是纠正电解质紊乱，
补充能量，降低炎性因子，抗菌。 

• 输液的方案： 

• 第一瓶：生理盐水500ml+佐特星30ml； 

• 第二瓶：10%葡萄糖500ml+强免30ml及牲力
源30ml。 

 

D:/黄建平/接产视频/7产中输液的操作技巧（完成）.mpg


“输”之案例 

• 广东湛江手机用户1868XXXX627： 

• 我们猪场原先很多母猪产了3、4头之后就产不出来
了，要过很久才能产完，原因应该是产仔无力。 

• 后来不记得是哪里的专家来我们场指导，让我们 

• 在母猪产了3头小猪的时候就给他输液补充能量： 

• 生理盐水+Vc+氧氟沙星， 

• 10%葡萄糖+复合VB+黄芪多糖， 

• 效果非常好，现在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了。 

• 来源--《母猪健康报》总第14期 



摸—按摩乳房 

• 即分娩时，为母猪乳房按摸 

• 可以人为去按摸 

• 也可以让小猪及时吸吮时自然的按摩 

• 所以，小猪先生下来的先吃奶，可以帮助
后生下的小猪顺利生下来。 

D:/黄建平/9-6护勉师视频/我挑选的/猪场人员（16）/按摩乳房.MTS


变 

• 即看到母猪分娩间隔超过30分钟时 

• 赶母猪站立，变动一下体位 

• 可以帮助胎位不正时体位的纠正。 



踩 

• 胎儿排出有两种力量 

• 一种是阵缩 

• 一种是怒责（视频） 

• 在看到阵缩将胎儿挤压鼓起时，顺势踩在
鼓起的部位，增加怒责的力量，使胎儿娩
出更容易。 

 

D:/黄建平/接产视频/06按摩乳房、踩肚子.mpg
D:/黄建平/猪场内训/踩字诀.mp4
D:/黄建平/猪场内训/踩字诀.mp4


拉 

• 减少产力的消耗 

• 遇到下述情况时，要及时帮助拉出胎儿: 

努责阵缩微弱，无力排出胎儿； 

产道狭窄或胎儿过大，产出滞缓； 

正生时胎儿通过阴门困难，迟迟没有进展。即看到
胎儿前置部分露出阴门时，及时拉出胎儿，节省母
猪分娩能量。 

• 注意，一定避免手伸到产道里面去拉，以免增加感
染的机会。猪的死胎往往发生在最后分娩的几个胎
儿，在产出末期，若发现仍有胎儿未产出而排出滞
缓时，最好用药物催产。 

D:/黄建平/猪场内训/接产-拉.mp4


产后（第三产程） 

• 工作目标： 

• 恶露尽快排尽；抗感染；子宫复旧 

• 工作内容： 

• 打：产后第2、3天，肌注长效抗生素--速倍
治。或连续2天肌注佐特星20ml/次 

• 灌：为什么要灌？ 如何灌？ 

../../精选视频/6.17去样.w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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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障碍-- 

系统管理不当的一个结果 

• 解决滞产、难产，仅仅依靠一两种“技术”
是不够的，分散使用多种技术不能完全解
决 

• 必须把与分娩相关的一系列技术“串”起
来系统思考，才能整体解决“滞产、难产”
问题 

• “非常6+1”方案，为系统思考分娩因素，
整体解决“滞产、难产、仔猪活力”问题，
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