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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行业资讯 | 农业农村部发布《生猪多层养殖技术指导意见》2019年，《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
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提出，养殖设施允许建设多层建筑。生猪多层
养殖不仅是节约土地，也有利于设施设备自动化、养殖环境调控、废气收集处理等优点，但也存在建设
成本偏高、相应的建设规范和标准欠缺、生物安全管控风险较大等不足。为科学引导生猪多层养殖模式
发展，近日，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组织专家制定了《生猪多层养殖技术指导意见》，仅供行业参考。
《意见》全文如下：生猪多层养殖技术指导意见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一、场址选择应重点关注地勘条
件场地选择对于建设多层猪舍尤为关键。多层猪舍场址在符合法律法规前提下，还要考虑生物安全、地
势高燥、水源充足、水质良好、交通便利、供电稳定等条件，特别需要关注工程地质条件，一般应选择
地基地耐力 R≥12t/m2以上的地质，防止出现滑坡、断层。此外，也需要从经济学角度评判建设地点，
例如生猪主销区、土地资源紧缺、临近城市郊区、电力资源充足等。二、种猪更新内部循环，遗传改良
以精液引入为主相对于平层养猪，多层养殖总量大、单位面积内养殖密度也大，一旦发生疫情，将对内
部生物安全构成巨大挑战。后备母猪引进、猪苗批次化外引是传播疫病的重要风险点，减少活猪引进的
频率、甚至封群后禁止活猪引进，可以很大程度上切断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因此，强烈建议多层养殖采
用自繁自养模式，种母猪更新内部循环，公猪精液全部外供，或定期从外部引入优秀公猪精液进行遗传
改良。一是建立科学高效的场内种猪内部循环流程。种猪场自繁后备猪，通常布局在顶楼或高层，通过
内部循环方式实现种猪更新。二是构建以精液交流为主的种猪改良模式。核心群封闭选育可有效降低生
物安全风险，通过外部引进良种精液，可避免群体过度近交导致衰退，同时提升群体生产性能。三、抓
实多层养殖内外部生物安全1外部生物安全。严格管控好外部生物安全是养殖场疫病预防的基础。一是强
化引种监测。种猪群健康程度越高越好，要求非洲猪瘟、口蹄疫、猪瘟、猪伪狂犬、猪繁殖与呼吸综合
征（猪蓝耳病）和猪流行性腹泻等病原学检测为阴性。尤其要重点关注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如口蹄疫、
猪蓝耳病等。二是严格车辆清洗消毒。建立车辆（运猪车、运料车、员工以及外来车辆）分级洗消制度
，包括一级、二级和三级洗消点。三是强化养殖场环境生物安全管控措施。定期对养殖场周边道路及相
关区域进行消毒，对环境以及地表水源样本进行非洲猪瘟病毒等病原的定期监测，雨季应避免雨水倒灌
进入养殖场。2内部生物安全。内部生物安全需要系统完善的管控措施，除常规灭鼠和蚊蝇控制外，多层
养殖还应做到以下措施。一是在猪舍建设上避免废气与新鲜空气交叉。尽量避免采用传统平层养殖的负
压通风模式，宜集中收集废气在顶层处理后高空排放。二是严格猪舍内部分层管控、避免交叉。严格遵
守分区管控，层间避免人员、用具交叉，设置猪、人员通道、病死猪通道，划分净道与污道。尽量减少
跨层猪只转群流动，猪舍通风、粪便处理、病死猪收集处理均需以楼层设置单独通道，实现立体化生物



安全防控。以楼层为单位设计独立人员和猪只单向、封闭式流动专用通道。猪舍上、下楼层间的运猪电
梯与赶猪通道之间应有相互独立间隔的管控区。三是实施“三分离”布局，强化猪群与环境监测。养殖
场区环境布局需采用“三分离”，即净污分离、雨污分离、固液分离。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猪群临床
监测制度，定期进行养殖场内环境、猪群样本检测，特别是层间交叉点、电梯、环形转猪通道交叉口、
病死猪转运通道等区域，做到疫情早发现、早处置。四、优化生产工艺，实现全进全出批次化生产多层
养殖生产工艺布局主要有5种模式：一是母猪、保育、育肥各自单栋三点式；二是母猪+保育（同一栋）
、育肥分栋两点式；三是母猪、保育+育肥分栋两点式；四是母猪+保育+育肥同栋分层一点式；五是母
猪+保育+育肥同层同栋一点式。种源常采用母猪场内自行培育、场内更新策略，减少引种频率。父母代
生产母猪与纯种母猪年更新率宜控制在40%和45%。建立独立公猪站，更新公猪从核心育种场引进，一年
引一次。对于集团化企业，采用集中供应精液的模式更为理想。生产管理上，借助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
，根据设计规模，科学配备生产环节养殖人员，以产房单元数和每单元产床数量为基础，确定生产节律
，实施批次化生产，保育舍、育肥舍预留1周以上的清洗消毒时间，育肥猪适时上市，不压栏，保障各生
产单元批次化全进全出。做好猪舍环境控制管理。通过掌握不同阶段猪只饲养环境参数，做好多层养殖
环境控制。不同层间因接触阳光面积不同，舍内温度存在差异，因此需要以层为单位设计环境参数。通
常情况下，夏季顶层温度比其它楼层高1～2℃，其它季节高0.5～1℃。五、饲料输送自动化与物资进出安
全管理多层养殖对饲料供应、物资进出安全等提出更严格要求，为高效运行、降低饲养成本，从选址、
设计、建设到设备选型等各环节都需要充分研究后实施。（一）饲料自动化输送饲料运输不像平层猪舍
一样仅考虑地势高低差异、距离、能耗等即可，还须考虑饲料最高供应高度等情况。目前，多层养殖饲
料自动化输送设备包括以下5种。1斗式提升机。通过皮带或链条转动，带动料斗上下移动，实现颗粒饲
料和粉料垂直输送系统（图1）。该系统结构简单、紧凑，占地面积小，工作平稳可靠，耗用动力小，密
封性良好，饲料破损率低，饲料输送高度最高可达80m，输送量为每小时3～160m。但存在原料均匀性要
求高、过载易堵塞、料斗和链条易磨损、工作期间粉尘多等问题。图1 斗式提升机设计图（左）和使用
场景案例（右）2气动送料系统。以压缩空气为动力，实现颗粒饲料、粉料和液态料步进输送系统（图2
），根据送料形式分为推料式气动和拉料式气动。该系统可实现远距离输送，输送高度可达500m，输送
速度2～10m/s，气料比30以上，倾角可达18°以上，输送量每小时5～8t，具有输送量大、输送速度快、
输送机密闭性好的特点。但颗粒饲料破碎率较高，粉尘污染较严重，噪音较大，耗能、成本较高。图2 
气动送料系统使用场景案例3塞盘料线。通过电机带动，使链条在料管向前滑行带动颗粒饲料输送的全自
动送料系统（图3）。该系统输送长度可达600m，最大提升高度40m，料线角度不高于45°，输送量每小
时1t，传输速度22～25m/min，具有输送量大、能耗低、成本及饲料破损率较低的特点，但存在链条易磨
损、维修麻烦等问题。图3 赛盘料线楼房布局示意图（左）和使用场景案例（右）4绞龙料线。通过电机
带动，使绞龙在料管旋转前进带动颗粒饲料输送的全自动送料系统（图4）。该系统具有输送量大、能耗
低、成本较低的优势，输送高度可达20m，输送距离最大可到70m，输送量可达每小时2.5t，但绞龙易磨
损、维修较麻烦，饲料磨损较严重。图4 绞龙料线示意图5液态料输送系统。猪场液态饲喂系统（图5）
，设备输送量每小时可达到30t，输送距离约350m，安装简单，使用方便，连续运转时间长，不含粉尘，
但由于自动化程度较高，需要专人操作，饲料控制不好易霉变。图5 液态料输送系统使用场景案例（二
）科学设计饲料输送流动模式多层养殖饲料输送需引入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对于颗粒料输送，每栋多层
猪舍至少需要1个中转料塔，中转料塔根据猪场地形地貌、猪舍规模、高度、层数、饲料提升方式、饲料
输送能耗等不同，其数量和安装位置差异较大，中转料塔到各楼层的饲料供应流动模式也多样。1料塔置
顶模式。料塔安装在楼房顶部，通过斗式提升机或气动送料系统等，将中转料塔的饲料输送至楼顶料塔
中储存，然后通过料线将饲料由顶楼料塔输送至每层小料塔或者料仓中，再通过塞盘料线将饲料直接输
送到对应楼层猪舍单元料槽（图6）。该方式送料量大、迅速、占地面积小，但建造费用高，维修维护麻
烦。图6 料塔置顶模式案例2料塔侧置模式。料塔安装在侧墙或者山墙位置，每几层安装一个分料塔，负
责相邻楼层饲料供应；颗粒饲料从场内中转料塔通过中转料线，输送到各分料塔，再通过输送料线将饲
料输送至对应楼层（图7）。料塔侧置模式，安装位置灵活，多层猪舍内外均可安装，可垂直安装在不同
楼层，也可水平安装在同一高度。该方式灵活性强，不需要额外考虑料塔重量对楼房造成的影响，施工
成本较低，料线爬升距离高度较低，利于设备稳定，但安装复杂，维护检修费用高。图7 料塔侧置模式
案例3料塔底部集中模式。料塔全部安装在底部集中料塔区，通过料线搭接方式，将地面料塔中的饲料传
输到每层的副料线中（图8）。该模式只需在料塔位置做好料塔基础即可，施工成本低，安装简单，使用
维护方便，但需要料线爬升高度大，对于较高楼层料线安装困难，设备使用风险增加，占地面积大。图8
料塔底部集中模式案例 不同饲料输送方式和系统各有优缺点，应根据养殖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选用合
适方案，提升猪场运行效率和效益。（三）物资进出输送方式多层养殖猪舍需要的药品、疫苗、工具、



生活用品等物资输送主要有3种方式：1货梯。以电动机为动力的垂直升降机，在多层猪舍物资运输中发
挥重要作用，主要由机房、井道、底坑、轿厢等组成（图9）。货梯密闭性能和稳定性能好，垂直提升高
度可达300多米，但也存在易腐蚀损坏、空间小载物少、投资运行成本高、作为特种设备检修麻烦等问题
。图9 货梯使用案例2液压升降机。通过液压油的压力传动实现物资上下运输（图10）。液压升降机载物
平台大（最大可达4m×4m），承物能力强，安装方便、检修容易，投资和运行成本较低。但物资提升高
度有限，最大提升高度不超过20m，运行速度慢，稳定性不及货梯。图10 液压升降机使用场景案例3电
动提升机。以电动机为动力，与变速机结构组合带动卷筒转动，调节钢丝绳长短，达到升降运转目的（
图11）。电动提升机具有制动速度快、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使用方便、维修简便等特点。但由
于设计简单，对升降物资的对称性、大小和操作人员技术程度等要求高，仅用于多层猪舍特殊物资的转
运。图11 电动提升机使用场景案例（四）物资进出输送方式物资进楼消毒方式分为集中式和分散式2种
，物资出楼方式分为入楼点出楼和专用点出楼2种。1集中式消毒入楼。在一楼或者负一楼设置物资消毒
间，所有物资集中在一起消毒，再由物资升降装置运输到各楼层。各楼层物资分别设有物资储存室，可
实现专人管理。2分散式消毒入楼。在各多层猪舍不统一设置消毒间，场内物资由物资升降装置直接输送
到猪舍各楼层，在各楼层单独设立的消毒间消毒后进入各层生产区。各层间生物安全防控效果好，但增
加成本，各层消毒监督管理难度大。3入楼点出楼。整栋楼的物资进出在一个位置，物资出楼与入楼共用
同一套升降装置。此方式可节约建筑面积、减少升降装置使用，降低投入和运行成本，但出楼物资运输
后洗消不彻底易造成物资交叉感染，导致生物安全隐患。4专用点出楼。整栋楼物资入口和出口分开，另
外设计物资出楼的位置和升降装置或设施。此方式强化了生物安全，但增加额外建筑和运行成本。多层
猪舍物资运输装备和方式差异较大，应充分考虑物资种类、数量、性质等因素，结合猪场电力、投资预
算、安全系数、生物安全等，设计适宜的物资安全运输方案。六、粪污处理利用与臭气处理管控（一）
养殖粪污处理利用粪污处理主要涉及粪污舍内贮存、粪污输送、粪污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等4个环节。粪污
处理资源利用主要包括沼气、沼液、有机肥、净化水以及生物基材料。养殖企业应充分考虑饲养量和周
边农田配套情况，选择适宜的处理利用工艺实现资源化利用。1舍内贮存。猪舍内贮存要在满足清粪要求
基础上，尽量减少存水量，降低楼房承重。应选择适宜的清粪设备，减少硬物刮擦地面，防止破坏防水
层。优化通风模式，降低多层猪舍空气污染物浓度，保障猪舍环境洁净。2粪污输送。多层猪舍相对集中
，输送管道多，粪污输送管道在防漏的基础上，要合理规划并标号，方便维护。不同楼层间管道互联要
安装止回阀，设置格栅过滤池，防止堵塞管道，造成泵送系统瘫痪，同时要防止层间气溶胶传播疾病。3
粪污处理。多层养殖相对集中，对周边土地需求大，宜采用固液分离，固体液体分置处理利用。固体粪
便进行堆肥处理后可以异地利用，可采用条跺堆肥、槽式等处理量大的方式进行发酵。液体粪便储存过
程中防止沉淀物过多，导致池容缩小。4粪污资源化利用。一是能源化沼气利用，同时产生的沼液尽量还
田利用。二是通过灭菌及去除固体悬浮物的净化水回用，保证生物安全且防止堵塞，可部分缓解水供应
压力。三是满足土地承载力前提下进行肥料化利用。四是鼓励推广应用畜禽粪便发酵生产生物基材料等
高附加值技术。（二）多层养殖臭气处理管控技术要点1养殖过程臭气控制。多层猪舍臭气扩散的距离大
于平层猪舍，因此对臭气控制更加重要。一是源头减量，实施低蛋白日粮，减少蛋白质摄入，减少新鲜
猪粪中挥发性脂肪酸等臭味物质的产生。二是精准送风，尽量避免使用传统纵向通风模式，宜用隧道式
精准送风至猪只活动呼吸区域，降低整体风量。三是过程控制，猪舍内部安装雾化喷淋设备，间歇性喷
洒清水或植物提取剂，吸收氨气，减少空气中的粉尘。四是末端处理，对猪舍出风进行收集处理，末端
设置水洗幕墙进行除臭，可采用多孔填料提高气液交换效率，并添加次氯酸钠、柠檬酸、次氯酸等除臭
剂提高效率。2粪污处理利用过程臭气控制。粪肥车间采取密闭发酵、集中负压通风方式，末端设置除臭
系统。粪尿使用全密闭管道输送到沼液池，池体采用覆盖或生物酸化等方式防止产生或逸散臭气。七、
智能化控制，保障多层养殖综合安全智能化技术与多层养殖管理模式结合，可以实现猪群状态实时监控
，尽早发现异常情况，采取科学合理高效的措施，提高实时相应能力，确保多层养殖的生产安全和生物
安全。（一）智能化预警与实时监控。按照多层猪舍的空间情况，防止跨层交叉风险，采用智能结构化
生物安全设计和疫病防控技术体系，实现人员、车辆、物资等全方位多场景的智能化在线管理和精准防
控。智能巡检机器人集成气体、温湿度、可见光等多种传感器，尽可收集猪舍内部环境指标，实现猪群
盘点、病弱猪识别、体温监测、生长情况监测等功能。通过智能巡检机器人对猪群状态进行实时监控，
设备运行过程中采集信息传输到服务器，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形成报表传输给管理人员，实时判断猪群状
态，发现异常及时将信息同步传递给饲养人员，进行紧急预警，确保生产过程安全和猪群生物安全。（
二）集成智能养殖管理模式。一是构建智能生物安全体系。通过“智能生物安全五级防控体系”的管控
，将全场每个关键点串联起来，建立生物安全一体化数据运营中心，实现生物安全智能化管控。二是猪
群通过中央智能转运电梯进行流转，有效防止转群过程中的疫病传播。三是集成精喂仪、查情宝等智能



设备，实现精准饲喂与准确查情（图12）。图12 集成精喂仪等智能设备实景图生猪多层养殖在行业多方
资源的积极努力推动下，近年来得到蓬勃的发展，在选址布局、建筑、智能化设施设备、生产工艺、过
程管控等方面集成了生猪养殖的最新技术，是我国生猪现代化养殖的集中呈现，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
探索、修正完善。对于养猪企业来说，采取谨慎、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务实态度，在多层养殖建设和
实施过程中，广泛调研，吸取已有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探索创新，确保这一模式的健康平稳发展，助力
我国生猪产业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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