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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斯特、牧原、新希望、
大牧人等

20世纪
70年代 2010

212年 2017

2019

• 广西扬翔股份2016年建设了亚
计山楼房猪场，2017年投产

发 展 历 程

20世纪
90年代

• 哈尔滨香坊农场

• 浙江遂昌县等

• 福建省率先兴起
• 光华百斯特于2008年动工、2010年

投产了国内首个规模化多层养殖小
区（8层猪舍4栋，一次存栏5万头）

光华公寓式养殖小区
一、楼房养猪的历程>>



简单的楼层叠加，
卷帘、水冲粪、简

单、粗放！

1、福建早期楼房养猪模式



卷帘改成了窗户



建筑排列相对规范



捡粪区

部分漏缝地面、人

工干清粪



光华百斯特养殖小区

全漏缝地面、机械

自动清粪

自动送料

全密封、自然采光，

自动联合通风



全密闭，智能通风、人工光照、自动清粪，自动送料等…….

可拼接！

福建光华百斯特
全封闭楼房猪舍

福建南平福源全封闭
可拼接楼房猪舍



福建南平福源畜牧公司

等待拼接！



p  废气无序排放、玻璃门窗
p废气集中收集，处理后排放
p全密闭，智能化环控

光华百斯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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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多
样
化

福建华峰
福建科诚

永春李建国
福建辉日

福建其他楼房猪场



浙江华统

2、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海南罗牛山 兰州天兆

●●●●●●！！！

新希望



2、极具代表性的楼房





湖北中新开维





• 楼房（多层）养猪已经列入国家现代设施农业建设规划（2023-2030）

u“在土地资源相对紧缺的地区,以节约集约用地为前提,发展生

猪 家 禽 立 体 化 设 施 养 殖 场 。 因 地 制 宜 推 广 高 层 楼 房 养

猪。”——重点任务

u“以节约用地、绿色种养循环为前提，结合土地资源条件，

优先考虑生猪主产区、土地资源紧张区和保供压力较大地区，

建设年出栏 10 万多头的多层立体规模化生猪养殖场150个，

因地制宜推广高层楼房养猪养殖技术模式。”——重大工程。

u“湖北、湖南、河南、广西、安徽、山东、河北、江西、广

东、浙江、江苏、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海南、四川、

重庆、云南、贵州、福建、陕西” 等——重点建设区域



2、楼房猪场的工艺设计和布局



产
业
和
技
术

共
性
问
题

生产工艺模式混乱 环境控制难 生物安全防控
压力大

多集中在土地资
源紧缺的区域

一次性投资大、
综合效益不明

工艺与装备适配性差
“料-猪-粪”转运流
程复杂，效率低。

立体空间大
环境控制复杂

养殖密度大，
生物安全及
健康管理隐患大，
种猪更新难

单位面积内粪污集中
难以充分消纳利用

评估体系指标缺乏
存在广泛争议

2.1多层养猪高度集约、土地利用率高、有利于实现设施化、自动化、智能化



• 以“健康、高效、智能、安全、绿色”为规划设计原则

• 以“健康工艺-装备适配-智能管控-生物安全-粪污利用”为设计思路

2 . 2  规划设计总体理念>>

高 效

绿 色

健 康

智 能

安 全

健康工艺

装备适配

生物安全

智能管控

粪污利用



母猪舍、保育舍、育肥舍设置在同

一栋楼，按照母猪舍、保育舍、育肥舍自

高层到低层顺序排布。形成单栋楼自上而

下自繁自养的生产线。母猪舍可以在同层

布局配怀舍、分娩哺乳舍，也可以自上而

下布局。

   

顶层母猪

4层保育

1-3层育肥

生产工艺一：“母猪+保育+育

肥”同栋分层的工艺布局

2.3、生产工艺布局模式



母猪舍

保育－育肥舍

生产工艺二：“母猪＋‘保育－育肥’”

u母猪舍单栋楼独立布局各繁

殖功能舍，

u保育舍、育肥舍在同一栋楼

布局。保育舍、育肥舍自高

层到低层排布。



u在单栋猪舍独立布局饲养母猪的配怀舍、分娩哺

乳舍、后备舍等各繁育功能舍。

u在单栋猪舍布局保育猪舍。

u在单栋猪舍布局生长育肥猪舍。

u种公猪站可以布局在母猪舍，也可以独立建设

生产工艺三：母猪、保育、育肥分别单栋楼独立饲养的工艺布局



前三个工艺中母猪舍生产工艺模式 ：1、 母猪每层均为一个独立的生产线

妊娠

分
娩



前三个工艺中母猪舍生产工艺模式：２、母猪一栋为一条生产线

底层为分娩舍，上部
楼层为妊娠舍



u母猪舍、保育舍在同一栋楼，保

育布局在最底层或最顶层。

u、育肥舍单栋楼独立布局。

生产工艺四：“母猪－保育”＋育肥两点式工艺布局

母猪舍

保育



生产工艺五：母猪+保育+育肥同栋同层的工艺布局

按照母猪舍、保育舍、育肥舍在同一栋楼同一层布局。
形成一层一条独立的自繁自养的生产线。



（一）工艺模式不同建筑面积不同----以 3 6 0 0 头 母 猪 自 繁 自 养 为 基 础

项目 模式 总建筑面积（m2）

“母猪＋‘保育－育肥’”
（二） 1栋6层3600头母猪楼房，3栋6层保育育肥楼房 65916.66

“母猪－保育－育肥”
（一）

3栋1200头母猪自繁自养为1栋：7、8层为母猪舍，6
层为保育舍，1-5层为育肥舍；共3栋 69595.2

差异 -3678.54

建筑差价（万元）（建筑成本按1300元/m2） -478.21

1、模式二总建设面积比模式一减少3678.54m2；

2、模式二总建设成本比模式一节约基建投资478.21万元。

2.4、工艺模式与建设成本



大开间布局

一间１０００头母猪一间６００头母猪

（二）猪舍内部单元布局与建设面积



小单元布局



（三）、猪舍内部单元布局与建设面积---3600头母猪舍布局不同

建筑面积：
16581.66m2 建筑面积：

17137.86m2

结论：3600头母猪布
局不同，建筑面积不
同，布局一比布局二
少556.2 m2

四
排
一
个
单
元

两
排
一
个
单
元

布局一：2个4排/1个2排布局 布局二：５个２排布局



建筑面积：
17398.8m2

结论：3600头母猪布局不同，建筑面积不
同，布局一比布局三少817.14 m2

建筑面积：
16581.66m2

布局三：４个4排布局布局一：2个4排/1个2排布局



u 布局不同建设面积比较---3600头母猪舍布局不同

1、以建筑成本1300元/m2,布局一建筑成本比布局二节约72.31万元；比布局三节约106.23万元；

2、布局二建筑成本比布局三节约33.92万元。

项目

单层妊娠舍 单层分娩舍
6层总建筑

面积（m2）
与布局二

差异
与布局三

差异单元数 每单元排数每排栏位数 建筑面积
（m2） 单元数 每单元排数 每排栏

位数
建筑面

积（m2）

布局一 3 2个4排/1
个2排 64 1972.45 2 4 14 791.16 16581.66 -556.2 -817.14

布局二 5 2 64 2065.15 4 2 14 791.16 17137.86 　 -260.94

布局三 4 4 40 2047.76 3 1个4排/2个
2排 14 852.04 17398.8 　 　



3、规划设计与布局



粪污利用：建立粪污“循环增

值-降碳增效-梯级利用-智能调

控”高协同性粪污综合处理利

用体系

设施装备：“猪只-工艺-环境-

装备-管控”高适配性装备系统

和智能化技术管控平台

01 02 

0403 
生物安全：构建“工程防控-生

物防控-生态防控” 相结合的

高保障性智能化生物安全防御

体系

健康工艺：需求导向—因地制

宜-健康养殖-综合成本—兼具

前瞻

需求
导向

立体
屏障

减碳
增值

高效
智能



四级防御

三级
防御

二级防御一级防御



1）、 3公里防疫缓冲区（第四级）

u 3公里防疫缓冲区是主要设置第一道防疫大门、大门门卫、车辆洗消区、

物资洗消处理区、食材洗消处理区、人员第一次采样洗消隔离区、猪只

销售区（中转装猪平台）、非洲猪瘟等烈性传染病检测实验室。

u饲料等投入品的运输车辆洗消区和烘干房应设置在进场道路方向，中转

猪车的洗消区和烘干房以及猪只销售中转装猪平台应设置在出场道路方

向。另外该区域做为适时监测有否增加威胁猪场安全的因素重点区域范

围，如新建小型畜牧所、屠宰加工厂或有机肥加工厂等。



２、1公里防疫区（第三级）

      1公里防疫区是以核心区的围墙为起点，至少1公里场外办公接待

区、中央厨房（统一给猪场供应熟食）、内部车辆洗消烘干房、物资洗

消烘干房、食材消毒、引种隔离区。这些功能区根据地形条件和生物安

全要求布局在1公里防疫线和核心区围墙之间，尽量远离核心区。

   



３、核心区2——楼房猪场（第二级）

   核心区包括楼房猪舍、楼房猪舍组成的生产区和场内管理区。是猪场的核心区域，
是防疫重点的重点，应设置围墙与外界隔离。生产区和场内管理区之间也应用围墙隔
开，而且要用实心围墙。

（1）生产区：是猪场核心区的重点，主要由每栋楼房猪舍组成的生产区域，包括
区内道路、水塔、变压器、饲料输送系统、每栋楼房猪只流转系统，该区域应设置实
心围墙与外界隔离，单栋或若干栋楼房已有围墙的，可以将其连成一个整体，与外界
隔离。

（2）场内管理生活区：猪场围墙内部到核心区围墙的区域，主要布局场内门卫、
进场前人员最后一道隔离、洗消更衣等设施，物资熏蒸消毒设施，场内管理、生活、
休息、娱乐等设施。包括门卫、人员隔离宿舍、人员进场淋浴场所、物资进入熏蒸消
毒通道、各类物资存储间、各类宿舍、办公室、会议室、餐厅、生活区、娱乐区域、
洗衣房及周边空地等。



３、核心区1——每栋楼房（第一级）

（１）楼房猪舍：每栋楼房猪舍是猪场核心区的核心，

主要布局各类型猪舍猪栏及猪舍连廊内部，饲养员休息区

（间），物资静置储存区、进入楼房猪舍的人员洗消更衣

区，兽医诊疗间，操作间、清洗房，区内道路、水塔、变

压器等生产配套设施等立体空间全部实物（墙体、地沟、

设备、管线等）。  





气动输送料线

出猪第一段中转猪舍
气动输送集中
送料起始点

气动输送中转点出猪连廊







1、人员进楼房流向设计 

        楼房入口     电梯     洗澡更衣间     猪舍单元

2、物资进楼房流向设计 
        楼房入口     电梯     消毒熏蒸      楼层仓库

        

      
物资、人员电梯

洗澡更衣

物资仓库

物资消毒间



楼房猪舍功能区

洗澡更衣

人员电梯

应急值
班室



进猪走向 出猪走向

转入母猪电梯

仔猪转出货
梯

病死猪滑道

应急赶猪道

3、猪只单向流动设计

a. 空怀、妊娠母猪、哺乳母猪每层

独立运营，同层周转；

b. 病死猪      专用滑道    无害化; 

c.应急赶猪道；



保育转入货梯
肥猪转出货梯

病死猪滑道

应急赶猪道

3、猪只单向流动设计 
a.保育在高层、育肥在低楼层，单向

周转；

b.断奶仔猪      转猪货梯     保育舍；

c.保育猪      转猪货梯     育肥舍     

转猪货梯;

d. 病死猪      专用滑道       无害化;

e. 应急赶猪道；



防鸟网+空
气过滤网

湿帘

进风窗

除臭墙
    风机

除臭隧道

出风控
制口

进风

吊顶废气

进风系统 除臭系统

4、通风、粪污、废气无交叉设计

清粪系统



u人、猪专用通道，道路交叉隔断；

u物资、人员洗消每层独立，减少

交叉感染；

u独立的清粪系统

u进出风无交叉系统

u应急通道、应急设备设立；

u净区、脏区独立分开；

u防鸟、防鼠；

u智能应用。



建筑名称 多层楼房猪舍 高层楼房猪舍

猪舍 建筑高度≤24 m 建筑高度≥24 m

u消防设计

1、消防高度分类

名称 物资仓库 配套建筑 楼房猪舍

多层 高层

猪舍 多层 ≥12 ≥10 ≥10 ≥13

高层 ≥15 ≥13 ≥13 ≥15

2、猪舍之间及与物资仓库、配套建筑等的防火间距

3、多层猪舍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不限，高层猪舍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为4000 

m2。
4、多层猪舍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限，高层猪舍内任一点至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
大于80 m。
5、 猪舍内疏散走道的净宽度不小于1.00 m，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小于0.80 m。



u消防设计
6、猪舍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构件名称 燃烧性能和耐火极
限(h)

墙

防火墙 不燃性3.00
承重墙 不燃性2.50

楼梯间和前室的墙
电梯井的墙 不燃性2.00

疏散走道两侧的隔墙 不燃性1.00
猪舍隔墙 不燃性0.50

非承重外墙、房间隔墙 不燃性0.50
柱 不燃性2.50
梁 不燃性1.50

楼板 不燃性1.00
屋顶承重构件 不燃性1.00

疏散楼梯 不燃性1.00
吊顶（包括吊顶格栅） 难燃性0.25



类别 猪舍楼面 上人屋面 不上人屋面 猪舍楼梯 刮粪沟、泡粪沟

活荷载（kN/m2） 4.0 2.0 0.5 3.0 5.0

u楼房猪舍楼（屋面）均布活荷载的标准值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