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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过后，日照时间将继续缩

短，正午太阳高度继续降低。此时，

生猪防病、管理和饲喂都有讲究。立

冬后，生猪养殖以“防”为重，多措并

举，方可抵御严寒的侵袭。

科学饮水

冬天气候干燥，生猪极易缺水，

提供充足的饮水，不但能保证机体的

需要，还可起到利尿排毒、消除废物

之功效。

方法：在冬季饲喂生猪时，要经

常饲喂温食和温水，培养对消化道的

良性刺激，促进生猪消化液分泌、减

少饲料消耗，提高饲养效果。

另外，注意温水必须保持干净。

多点能量

为了抵御冬天的寒冷，生猪身体

能量消耗提高。气温突然下降，许多

能量消耗快速，影响长膘。所以，冬季

养殖生猪最好是提高能量比例，还要

保持饲料的正常营养和代谢的平衡。

方法：冬季养殖生猪应提高能量

比例，能量水平在原有的饲料基础上

提高10%，以抵抗严寒。保证生猪正

常的营养需要和提高机体自身抗病能

力，可适当添加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加强防寒

冬天寒风侵入猪舍，导致猪肠道

和呼吸道炎症等疾病的发作。仔猪

脂肪薄，保暖能力差，因此要特别注

重防寒保暖，如果受寒会引起拉稀、

腹泻、水肿、咳喘等疾患，所以要注意

仔猪保暖防寒。

方法：保持舍温相对稳定，水泥

地可垫木板、干草或塑料薄膜等；把

棚舍漏风的地方遮挡堵严，避免凉风

侵入，以保暖御寒。防止湿润、腐烂

的环境产生氨气，损害生猪的健康。

防病疫

冬季气候寒冷，生猪容易感染病

疫，诱使慢性病复发或加重，应留意

防病疫；要多打开窗户换气，保持空

气流通，减少各种细菌的滋生。另

外，舍内要增加空气湿润，避免鼻腔

干燥给细菌留下可乘之机。

方法：预防气温骤降对机体的不

良刺激，备好应激药品。同时还应重

视提高生猪耐寒性，如给生猪饲喂抗

应激系列产品，提高御寒及抗病能

力，预防疾病发生。

防应激

天气变化剧烈，昼夜温差大

形成寒冷应激，对生猪的健

康产生直接危害。另外捕

捉、驱赶、惊吓、拥挤、运输、

高温、噪音、电刺激、空气污

染、免疫注射、环境突变等一

系列异常刺激，当强度和作

用时间达到一定量时，都可

引起生猪应激反应。

方法：平时尽量减少应

激因素，避免过冷、断奶、转

圈、免疫注射、出栏时粗暴惊

吓刺激。补饲、换料要循序

渐进，切忌突然变换。为了预防

应激，平时可在生猪饲料中添加

抗应激营养。

适量通风

冬季降温后，猪舍开始封闭保

温，通风不良供氧不足，有害气体增

加，对猪的呼吸器官影响严重，当猪

舍内有害气体浓度过高，猪体抗病和

御寒能力会显着下降。

方法：每天利用正午高温时段，

打开门窗通风，排除有害气体，换

入新鲜空气，以利于猪的生长发

育。因为冬天气温低，猪舍通

风换气有必要控制通风量，要

求猪舍内风速不超过0.2米/

秒。 （据《四川科技报》）

低温病是鸡在低温季节

里钙、磷等代谢遭到破坏，导

致骨骼组织生长异常的一种

营养性疾病。成年鸡发病通

常称为软骨病，雏鸡发病通常

称为佝偻病。不论是成年鸡

还是雏鸡，发病后其正常生长

均会受到很大影响，尤其是蛋

鸡产蛋量急剧下降，蛋个变

小，蛋壳质量变差，严重制约

养鸡效益。因此，在寒冬低温

季节里养鸡要重视低温病的

预防和治疗。

预防。日粮配制要按鸡

的营养标准给予充足的钙、磷

和维生素D，有条件的最好使

用全价配合饲料，以保证鸡对

钙、磷的需要。鸡场要给予充

足的日光照射(穿过普通玻璃

的阳光无效)，一般每天以日照

16个小时为宜，日照不足的用

电灯光照替代，每周增加10分

钟，直到16小时为止，保持恒

定。同时补喂沙砾，以提高鸡

对饲料的消化率。适量补喂

一些青绿饲料或青贮饲料，含

维生素多(特别是含维生素D)

的饲料，如青菜叶、胡萝卜、洋

槐叶等。

治疗。发现病鸡，应及时

调整日粮中钙、磷的含量和比

例，同时可加入添加剂，以增

加日粮中各种矿物质和维生

素的含量。特别是要注意补

充维生素D或鱼肝油，以促进

鸡体对钙、磷的吸收。一般情

况下，每公斤饲料中加入维生

素D,2000国际单位，鱼肝油

每只鸡每日1～2毫升。在日

粮中添加骨粉、贝壳粉或蛋壳

粉、石粉等含钙、磷较多的物

质。一般情况下，骨粉仅占日

粮的1%-2%，石粉和贝壳粉

在雏鸡饲料中合占1%-2%，

在蛋鸡、种鸡日粮中合占2%

左右。病鸡症状严重的可皮

下注射维生素D注射液，每日

每公斤体重6000-1万国际单

位，每3-5天重复一次，一般

2-3次即可见效，如配合口服

钙剂效果更好。

（吴廷才）

饮水。保持饮水充足是饲养绵羊必不可少的工

作，水源可来自于河水、井水以及泉水，注意的是池塘

或受污染的水源不可饮用。而在山区饲养的，一般要

在山沟处饮水，这时下坡时一定要缓慢，控制好羊群的

速度，避免羊群出现踩踏现象，抵达饮水地点后，不要

让羊群立即饮水，要待喘息稍定再开始饮水。如果饮

水是井水，在冬季时要随打随饮，而夏季则要先利用阳

光照射后再饮用。

喂食。在饲养时要做好饲草、饲料的储备工作，在

冬季寒冷季节，草料枯萎，没有饲草来源，所以在平时

要做好饲料、饲草的储备工作，保障供给。绵羊在喂食

要准备相应的喂食工具，这样可减少草料的浪费，提高

饲料的利用率，饲料可使用胡萝卜、土豆以及甜菜等常

见的蔬菜切碎后喂食。不管是饲草和饲料，都要保证

它的新鲜性，不要喂食霉变、变质的饲草和饲料。在饲

养时要注意精粗饲料比例，如果是放牧绵羊，可在早晚

时补喂精饲两次。

喂盐。在饲养绵羊时，除了要保证饲料和饮水充足

外，喂盐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食盐能提高绵羊生长所需

的钠和氯，还能刺激食欲、增加饮水和食用量，加快绵羊的

机体的新陈代谢，有利于抓膘和保膘。一般每只成羊每天

需供应10克以上的食盐，而羔羊则在3-5克，喂食时可让

其自由舔食，或者在饲料搅拌喂食。

管理。羊舍的环境一定要干燥、通风、温暖、卫生，

还需配备简易食槽、草架及饮水设施，如果条件允许，

可加盖塑料棚做好保暖措施。另外圈舍一定要定时打

扫，勤换垫草或垫土，做好消毒工作，防止细菌和微生

物的传播，导致绵羊感染疾病。 （据甘肃农业信息网）

秋冬季天气变化多端，往往是

猪疫病的高发季节，因此在猪疫病

防控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加强饲养管理，做好保暖工

作，提高生猪机体的抵抗力。秋

冬季节，动物机体抵抗力下降，易

引发各类疾病，因此要做好生猪

防寒保暖工作，保持圈舍干燥、清

洁、暖和，使生猪生长发育健康。

要保持饲料、饮水清洁卫生，防止

饲喂霉烂变质的饲料和脏水，从

而提高机体的抵抗力。

严格防疫工作，控制疫病发

生。秋冬季是口蹄疫、猪瘟、流感

等疫病的最佳预防季节，对保障

冬春季节不发疫病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认真贯彻“预防为主、防

重于治”的方针，健全疫病预防体

系。坚持“自繁自养”的原则，防

止外来疫病的传入。坚持预防免

疫注射制度。免疫注射是预防生

猪疫病的关键措施。

加强消毒，搞好环境卫生，减少病原

体的污染。坚持每天对棚舍清扫一次，每

周1－2次全面大消毒，饲养用具要每天进

行消毒，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消毒药可

用1：200浓度的过氧乙酸、1：500的喷雾

灵、1：200的百毒杀、3％的烧碱溶液等，1：

1000的喷雾灵可饮水消毒，效果较好。

要实行自行封锁，非饲养人员不准进

场（舍）；在特殊情况下，严格消毒后方可

进场，严禁商贩随意进入圈舍。

（据中国农技推广信息平台）

立冬后，养猪注意事项

秋
末
冬
初
猪
场
防
疫
要
点

冬季养鸡
要防低温病

冬季绵羊养殖技术要点

近日，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牧兽医研究所

与北京康普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出

国内首款蛋鸭育种芯片——“楚鸭1号”。该

产品可应用于蛋鸭基因组选择育种、重要经

济性状定位与鉴定、家系构建、群体遗传学研

究等方面，为蛋鸭新品种选育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撑及指导依据。

育种芯片是对生物个体基因组变

异进行检测和开展遗传评估的重要工

具之一，可精确检测生物个体的基因

型，提高遗传评估准确性，提前淘汰达

不到育种目标的个体或组合，减少工

作量和成本投入。传统蛋鸭畜禽育种

方式周期长，如适合笼养的蛋鸭新品

种“农湖2号”，2021年通过审定，由湖

北省农业科学院联合多家单位历经16

年育成。

“‘农湖2号’相当于一个现成的高

产蛋鸭基因库。”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

牧兽医研究所吴艳博士介绍，该品种以

湖北地方鸭品种资源——荆江鸭为育

种基础，引入绍兴鸭、山麻鸭、攸县麻

鸭、金定鸭为育种素材，其亲本血缘覆

盖国内主要高产地方鸭品种。通过对

“农湖2号”蛋鸭核心种群个体进行深度

重测序，用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候选基因分析等

方法，科研人员筛选获得与蛋鸭产蛋性状、生长

性状与抗逆性状等相关的2万个功能基因位点，

最终开发出“楚鸭1号”蛋鸭育种液相芯片。

试验表明，该产品基因组覆盖全面，且涵

盖了产蛋数、蛋重、蛋壳颜色、蛋壳强度等蛋鸭

主要经济性状的功能位点，检测一个样本仅需

40元左右，准确率高达98%以上。同时，芯片

密度可灵活调整，随时补充功能位点，在蛋鸭

基因组选择育种等方面应用前景广阔。

吴艳说：“有了‘楚鸭1号’芯片助力，未来，

畜牧兽医研究所将综合运用基因组芯片育种

等新技术，持续提升‘农湖2号’蛋鸭的生产性

能，进一步提高品种市场竞争力。”

（据《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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