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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续生产的痛

1.1、繁殖周期不同步

某场2015年每天分娩头数 某场2015年周断奶头数

1）无法对工作进行计划安排；

2）补种需求无法预测，完全是看猪吃饭；

3）产出不稳定，销售（下游场）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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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续生产的痛

1.2、工作效率低

1）工作量完全不定，常态加班；

2）每天都要对场内所有关键工作进行操作；

3）操作没有规程，看见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

作，容易忽略工作项；

……

某场2015年每天配种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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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续生产的痛

1.3、管理难度大

团队难管理，工作无法安排，容易造成工作项的遗

忘……

不能全进全出，栏舍清洗不彻底，空置时间短，疾病

难控，不同阶段的猪只混养，营养无法精准控制……

物资无法计划，使用时不足或物资准备过剩，工具每

天都会在所有单元内相互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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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连续生产的痛

1.4、结果

结果1
成本高

劳动力成本，饲料
成本，兽药成本……

3

质量差

断奶仔猪均匀度差，
仔猪品质差，生产成
绩差且不自知……

猪群乱，流程乱，管
理难……

2
效率低

6/31



2、批次化生产背景

首次提出概念

东德首次提出母

猪批次化分娩

(Dr.Martin Wähner, 
IAHI,2018)

1935年 

欧洲实践

荷兰、丹麦等欧洲多

国实行批次化

(Berends et al., 1996; Dahl 
et al., 1997; Madec et al., 
1998)

90年代

科学验证

实践证明批次生产能

提高猪群健康度、日

增重

（Schinckel et al., 2002;  
Rose et al., 2003 ）

20世纪 20-21世纪

进一步发展

期间开发了多种模型，

用于指导生产

（ Lurette et al., 2007）

21世纪

普遍应用

目前法国等多国采用

多周批生产模式，中

国正在蓬勃发展中

（刘学陶  2020）

2.1、国外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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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次化生产背景

2.2、国内推动

我国猪场批次化生产尚处于起步阶段，“ 十二五”后期， 

陆续出现母猪定时输精与批次化生产的报道，但由于技

术不完善，早期定时输精效果差异较大。

(李俊杰 ,王 栋 ,刘 彦等 2021)

“十三五”

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规模养猪企业和制药企业， 

成立了“全国母猪定时输精技术产业化应用与开发协作组”，并成功获得

“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资助。

2018年（非瘟后）

2018 年我国爆发非洲猪瘟以来，能繁母猪存栏急剧下

降，大量三元育肥母猪被用作繁殖母猪，定时输精与

批次化生产技术对于提高母猪发情配种率和猪场生物

安全意义重大，有效推动了我国生猪复养和产能恢复。

“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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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同步发情

02.    同步分娩

03.    同步断奶

采用管理技术、现代生物技术，诱导母猪内分

泌系统同步，使母猪在生产需要的时候进入发

情期。

在同步配种的前提下，母猪分娩处于相对集中，

同时使用生物技术进行进一步集中。

在确定的哺乳时长内，单批次母猪集中断奶，

使断奶仔猪体重均匀。

2、批次化生产背景

2.3、什么是批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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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次化生产背景

2.4、连续生产 VS. 批次化生产

提高生产性能

降低生物安全风险

提高营养精准度

降低环控难度

降低下游饲养难度

基本无法优饲、无法精准攻胎 集中优饲，集中攻胎

随意而为，无法挖掘母猪潜力 普遍提升PSY3-5头，Rose et al., 2003

产出量不定，下游混场 集中断奶，单批次产出量大且均匀

单元内分娩时间长，温度需求差异大 单元内分娩更集中，温度需求基本一致

关键任务集中在一个或几个单元内，销售次数少配种，接产等任务地点分散，车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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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次化生产背景

2.4、连续生产 VS. 批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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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模式 年销售次数 一年感染非洲猪瘟概率

连续式生产 如果7天卖1次猪，1年卖52次 1-0.99552 = 22.945%

三周批生产 每三周卖1次猪，1年卖17次 1-0.99517 = 8.17%

四周批生产 每四周卖1次猪，1年卖13次 1-0.99513 = 6.31%

五周批生产 每五周卖1次猪，1年卖10批 1-0.99510 = 4.89%

假设不考虑车次的情况下，每次销售感染的概率是0.5%

2、批次化生产背景

2.5、批次化生产的防非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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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批次化生产背景

2.6、批次化生产模式

批次模式 存栏批次 建议单线规模
（母猪） 劣势 优势 制约条件

7天批 21 --- 灵活性较高，批次间可以
较快调整

批次数减少，更加精
细化管理，减少交叉

1、产床
与配怀舍
的配比

2、产房
周转频率

14天批 10 2000头以下 哺乳时间较短，仔猪品质
略差

21天批 7 1500头以下

28天批 5 1000头以下 哺乳时间较短，仔猪品质
略差

35天批 4 800头以下 更新率较高，否则NPD会
显著提升

1）实际生产当中，还有很多种生产模式，例如16天批、18天批、29天批、36天批等，各有优劣；

2）在选择生产模式时整体原则：产房组数宁少不多，批次间距能长不短；

3）对于更大规模的场可以进行分线管理，在生产线内组织批次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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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1、生产模式调整步骤

转多周批
步骤

计算推演

1）全局考虑，分析可能实施的生产模式；
2）计算产能变化，产床与配怀的配比；
3）确定取舍：年产胎次、风险防范、断奶重、断奶整齐度、
激素投入、更低的断奶成本、单元规模… …
4、明确最优项生产模式，并进行模拟推演，明确步骤。

1）物资准备：例如激素， 上下游互通消息
2）人员准备：提前安排人员轮岗，尤其是前期产房与配怀
分开管理的，培养所有技术人员一专多能；
3）栏舍调整。

1）人员动员；
2）考核激励；
3）按推演步骤执行。

前期准备

落地实施 14/31



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1、生产模式调整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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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2、推演计算

1）单周配种时间不集中，离散度高；

2）单周配种量波动大，随意性比较大；

3）产房零星拉稀比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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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床数量

定位栏数量

单元数

产房空置天数

计划生产模式

规模：1500头

批次配种头数：191头

批次断奶仔猪数：2358头

输入 输出

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2、推演计算

17/31



三周批生产(理论栏舍) 三周批次实际栏舍

三周批 头数 周次 单元数 备注 三周批 头数 周次 单元数 备注

规模 1500 　 　 　 规模 1360 　 　 　

批次分娩量 191 3 5.3　 　 批次分娩量 180 3 5 　

批次配种量 213 3 　 　 批次配种量 200 3 　 　

每批断商品仔猪 2358.85 　 　 　 每批断商品仔猪 2223 　 　 　

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2、推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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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2、推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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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3、前期准备

1）全场人员培训，让所有人都能有一专，

并且多能；

2）现场进行员工动员，统一思想，让所

有人员有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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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前
1
1
天
激
素

第
0
天
断
奶

提
前
1
周
断

第3-5天

开始配第

一批猪

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4、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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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天

开始配第

一批猪

第25天配

第二批猪

第46天开

始配第三

批猪

第67天开

始配第四

批猪

第88天开

始配第五

批猪

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4、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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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猪补充一定要做好情期管理：

★  第1、4、7周发情关在1号栏，第2、5、8周发情关在2号栏，第3、6、9周发情关在3号栏

（若无足够的后备圈舍，则需将每批母猪做好标记分类）依次类推，首先将1号栏进行同批次配种

（并且先发情的先配），间隔21（三周批）天后，对2号栏进行同批次配种，再间隔21（三周批）

天后，对3号栏进行同批次配种；

★  后备母猪配种标准：

         1）后备猪开始配种日龄：180-210日龄

         2）后备猪配种体重：120-135kg

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5、问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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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返情

1

对于相对规律返情的母猪可以根据

母猪自然发情周期，适时参加对应

批次的配种

不规律返
情

2

对于规则的返情母猪看发情时间，

在批次配种前后3天内的，跟批次

配种即可，若超过，则采用激素集

中处理，对空怀、流产同理。

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5、问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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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使用注意
事项

选择健康的母猪

固定人员饲喂

固定时间与饲喂方式

3、在产转多周批案例

3.5、问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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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场3周批对比单周批人员节省9人，生产人员人效提高17%。

4、案例总结

4.1、人效对比

26/31



项目 三周批 单周批 说明

防控腹泻病 作用大 作用小

对于防控腹泻病有极大帮助，传统单周批，产房低日龄出现腹泻，会导致大面积

死亡，污染产房，对于下周出生的仔猪，会导致很快发病死亡，无法实现迅速切

断；如果是三周批，那么即使新出生仔猪出现腹泻，在产房都是18日龄以上的大

日龄仔猪，那么对大日龄仔猪影响不大，也能提前断奶，对下一阶段及21天后产

出的仔猪，在经过清洗消毒烘干控制14-16天后，风险大大减小。

后备猪入群波动 小 大

后备猪入群次数越少（三周批每年后备猪入生产母猪群混群17次，单周批每年后

备猪入生产母猪群混群52次），对于蓝耳病抗体阳性场，三周批混群次数少有利

于抗体水平降低，对于蓝耳病病毒阳性场，三周批间隔时间长，有利于猪群蓝耳

从活跃到稳定。

风险口管控 作用大 作用一般

胎衣口：单周批每周使用5-7天，三周批每14天使用5-7天，两者对比后者使用频

率更低，消毒空置干燥时间更长，成本更低。

猪精传递：单周批每周使用2次，三周批每21天使用2次，两者对比后者使用频率

更低，猪精进场频率低。

4、案例总结

4.2、管控对比

27/31



项目 三周批 单周批 说明

防控非洲猪瘟 作用很大 作用一般
在车辆、仔猪和淘汰猪进出频次(三周批17次/年，单周批52次/年)，三周

批都降低了，风险自然小很多。

猪群健康 作用很大 作用一般

对于后备猪和生产母猪，三周批种猪群使用公猪诱情集中，在三周内，集

中在一周配种；但是单周批，单周内每天都要配种(三周批配种集中在每年

的17周中，单周批每周都要配种，及52周均要配种)。

对人员进出管理风险 小 大

在日常管理上可以实现部分人分阶段休假，集中进出，避免天天有人休假

回场，有人进出的情况(三周批每年集中在17周配种，产仔；单周批每年集

中52周，几乎天天配种，产仔；配种人员多配备1-2人，产房多配备1-2人，

而且在配种或产仔少的时间，集中人员休假，就会减少人员天天出现进出

的问题)，减少人员所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

4、案例总结

4.2、管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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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案例总结

4.3、完全转制后年度生产成绩

指标名 指标值

分娩率 92.42%

窝均健仔数 13.49

哺乳仔猪成活率 97.41%

窝均断奶头数 13.25

实际断奶重 7.76

断奶7天发情配种率 91.80%

月淘汰率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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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鸣谢

同时望现场的所有人在未来能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本案例是我司众多批次化生产猪场之一，在整个推广过程中，所有兄弟们共

同努力，为批次化生产模式的探索贡献了各自力所能及的力量，再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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