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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猪飼養管理

降低猪場生產成本

飼料和原料之安全與管理

高效率與健康新式養猪生產系統

種猪飼養管理目標

公猪 母猪

精液品質良好 離乳仔猪頭數最多

種猪飼養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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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用任食飼養，基本生長性能要記錄，
以作為選用的依據。

2.七月齡嘗試調教配種或採精，每週一次
為原則，採漸進方式。

種公猪育成期飼養管理

種公猪使用期飼養管理

1.採用限食飼養：每日飼料量2.0至3.0kg依個體肥瘦
及使用頻度而定。

2.良好健康狀態：運動埸面積至少25平方公尺。

3.注重精液品質：採精頻度、精液檢查。

4.環境溫度：涼爽通風，防賊風，消毒兼降溫。

5.個別飼養：避免打鬥且定期驅蟲。

6.記錄：配種狀況，作為淘汰依據。

7.配種頻率：未滿一歲每週不超過3次，大於一歲可以
達4次。

8.配種環境：公猪熟悉且早晚涼爽時，地板防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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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母猪育成期飼養管理

1.選拔制度的確立。

2.女猪混欄。

3.每日用成熟公猪刺激15至30分鐘。

4.在第二次發情時配種。

5.配種前採用任食，以達到催情效果。

發揮生長潛能，作為選留的依據。

選種需考慮的問題

1.選母猪產仔猪數多的後代

2.不要選母猪容易難產的後代

3.要快速評估雜種猪做母畜效果

性能、乳頭數、骨架、外陰戶、食慾……等

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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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母猪配種期飼養管理

女猪7-8月齡或體重130kg以上才適宜配種
縮短母猪離乳至再配種間距

1.離乳母猪群養個飼，前三日1.8至2.0kg飼
料第4日起每日飼料採食量增加至2.5kg。

2.每日上、下午必須觀察發情。

3.淘汰一個月內無發情者。

4.採用複式配種，適期的掌握。

5.配種後飼料量降至1.8至2.0kg。
6.配種後第18日起必須作發情觀察。

7.淘汰兩次發情配種皆未配上者。

女猪配種時需要達到之條件

活體重130 kg以上

P2背脂厚度為18-20 mm
女猪已經第二次發情

呈站立穩定者為發情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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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母猪懷孕期飼養管理

重視後期加料
前期注意再發情

1.配種後80日以前皆稱為前期，注意母猪再發
情。

2.前期飼料量每日1.8至2.0 kg，後期2.5至3.0 
kg。
3.依母猪肥瘦調整飼料量。

4.懷孕後期增加飼料量。

5.母猪懷孕期總增重約30至45 kg左右。

種母猪泌乳期飼養管理

增加哺乳母猪的飼料採食量
避免母猪過度削瘦

1.懷孕第110日左右清潔母猪後移入分娩欄。

2.分娩前二日飼料量每日1.8至2.0 kg，並含輕瀉性原
料。

3.分娩後二日內飼料量1.8至2.0 kg，而後儘速增加至任
食量。

4. 進猪前分娩欄應予清洗消毒，並空欄置放五日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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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乾爽通風的分娩舍，避免突然的干
擾。

6.判斷母猪何時會分娩。

7.增加哺乳母猪的飼料採食量。

8.哺乳仔猪的飼養管理。

9.離乳前二至三日，減少母猪的飼料
量。

種母猪泌乳期飼養管理

吃料愈多，繁殖愈好。

母猪自分娩後第三日起，每日至少餵
三次，使達到最多飼料採食量。

採用自動餵飼槽，每日餵飼可達5

次。

泌乳母猪之飼養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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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泌乳之飼料

取得足夠飲水量－1.5-2公升/分
濕料餵飼可提高攝食量0.5-1.8 kg/日
分娩前7日避免超量餵料

飼料新鮮無毒素且不發燙

增加飼料餵飼次數

引入清新空氣至畜舍－內外相差4-6℃
12小時內移走已經不新鮮之飼料

提高泌乳母猪飼料採食量

提高仔猪教槽料攝取量和整齊度

1.仔猪10日齡開始少量多次給予教槽料。

2.肉公仔猪去勢以及猪隻免疫注射。

3.記錄三週或四週齡仔猪頭數和體重。

4.仔猪約28日齡離乳，若體重低於3.6 
kg，且教槽料吃的少，應該淘汰。

5.注意器具的清潔消毒。

6.仔猪健康狀況的觀察。

仔猪於離乳前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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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心投入，效益回饋愈多。

3.使用新鮮飼料，紮實飼養管理。

2.將猪隻視為自己的家人。

1.紀錄資料作為改善經營依據。

種猪飼養管理是猪場獲得利潤之源頭

5.採用批次化或統進統出方式。

結 論

母猪體重(公斤) 150 200 175
懷孕增重(公斤) 泌 乳 失 重 (公斤)

45 30 0 -10 -10
窩仔猪數(頭) 仔 猪 增 重 (公克)
12 12 200 150 200

採食量(公斤) 1.84 1.80 5.35 3.56 4.61
蛋白質(%) 12.8 12.1 17.5 17.2 18.5
離胺酸(%) 0.57 0.52 0.91 0.89 0.97
含硫胺酸(%) 0.38 0.36 0.44 0.44 0.47
甲硫胺酸(%) 0.15 0.13 0.23 0.22 0.24
羥丁胺酸(%) 0.45 0.44 0.58 0.58 0.63
色胺酸(%) 0.11 0.10 0.16 0.17 0.18

懷孕泌乳母猪主要營養分之需要量

NRC(1998)飼料可消化能含量為3,400 Kcal/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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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養猪生產成本之措施

1.飼養空間 2.改善猪群健康

3.監控飼料營養成分 4.減少飼料浪費

5.良好通風管理 6.防熱措施

7.重視水的浪費問題 8.控管上市體重

9.資金管理

養猪新知2009 (17卷第4期)

降低猪場生產成本

2008年猪場生產成本比例

飼料
81.0%

醫藥

3.2%

人工

6.1%

水電

1.5%

雜費

1.9%

利息

0.8%
折舊
3.2%

運銷
2.2%

2008年31戶平均



10

降低飼料成本基本要件

穩定的原料品質與供應

穩定的猪種與管理

適當的營養與飼養

沒有浪費(庫存、拒食或掉落)
最佳採食量與增重

最低無生產力種猪、肉猪數量

降低環境影響因素

降低醫藥成本基本要件

種猪來源與購進隔離

做好基本的環境衛生

確實做好病猪的隔離

猪隻要按時施打疫苗

切記不要讓外人進場

有病就要請獸醫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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猪場記帳管理模式

視窗版

猪場記帳管理模式

網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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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猪場繁殖效率分析

猪場經營效益分析

2.猪場生產效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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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猪場管理效率分析

4.猪場生產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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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猪場經營效率分析

個別猪場經營分析

94年 95年 96年 97年

母猪頭數(頭) 150 125 109 113

分娩率(%) 84.7 79.9 79.8 85.8

母猪年產胎數(胎) 1.88 2.01 2.06 2.08

每胎活仔數(頭) 8.76 9.70 9.96 10.07

肉猪育成率(%) 77.1 84.4 86.0 84.0

飼料價格(元/kg) 8.00 7.61 9.65 14.26

生產成本(元/100kg) 4,831 4,455 4,818 6,031

投資報酬率(%) 14.97 12.37 10.12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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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年度猪場經營效益輔導成效

年度 評級
戶數
(戶)

生產成本
(元/100公斤)

飼料價格
(元/公斤) 育成率(%)

92 優秀25% 5 4,213 8.72 71.7
平均 18 4,730 9.40 68.9

93 優秀25% 5 4,542 10.42 81.3
平均 21 5,232 10.83 71.8

94 優秀25% 8 4,291 9.09 82.1
平均 29 4,874 9.54 73.4

95 優秀25% 8 4,189 9.74 78.9
平均 32 5,019 9.98 74.0

96 優秀25% 8 4,969 11.54 80.9
平均 32 5,398 12.05 74.8

97 優秀25% 8 5,929 14.04 85.0
平均 33 6,471 14.73 76.6

掌握現在開創未來－預測生產成本

玉米(元/kg)
(飼料中佔60%)

大豆粕(元/kg) 
(飼料中佔20%)

肉猪料
(元/kg)

每100kg肉猪

飼料費
(元)

生產成本
(元)

7.5 14.5 10.75 4,377 5,836
7.5 15.0 10.88 4,428 5,904
8.0 14.5 11.13 4,529 6,039
8.0 15.0 11.25 4,580 6,107

備註：預估生產成本中飼料費佔75% 。
(阮喜文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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飼料佔養猪成本的7-8成。

飼料或原料的安全性與品質直接影響
到禽畜與人的健康與生命安全，也直
接衝擊到環境與飼養業者的獲利。

飼料和原料之安全與管理

物理因子可透過篩網與電磁鐵等去除之。

微生物因子可透過加工過程中的高溫(或高
壓)去除。

化學因子為最難處理的部分，也是飼料安
全的重點，其中又以黴菌毒素的危害最為
廣泛與常發生。

飼料中可能存在的危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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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87年公告補助飼料重金屬含量標準
鉛：50 ppm以下。
鎘：10 ppm以下。
汞：0.5 ppm以下。
砷：12 ppm以下。

經濟部89年公告配合飼料銅鋅含量標準
雞飼料：銅 35 ppm以下，鋅 140 ppm以下。
乳猪用人工乳及哺乳猪用：銅 150 ppm，鋅 140ppm以
下。
仔猪用：銅 125 ppm，鋅 140 ppm以下。
中猪用：銅 35 ppm，鋅 120 ppm以下。
大猪用：銅 35 ppm，鋅 100 ppm以下。

一. 重金屬污染

如有機氯化物(Aldrin、Dieldrin、Lindane、
DDT 等 )及有機磷化合物 ( Malathion、
Parathion等)。

通常來自原料種植過程中噴灑或交叉污染
所造成。

農藥噴灑應注意停藥期，交叉污染應找出
原因設法 避免再發生。

二. 農藥或除草劑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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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動物用藥品殘留

包括抗生素類、磺胺劑類、荷爾蒙類與
其他抗感染劑類。

通常來自添加過量與疏忽了停藥期。

應注意正確添加藥物(種類與劑量)，並
先評估猪隻上市日期與藥物之停藥期，
以避免殘留的發生。

禁止自狂牛病疫區進口種牛、種羊。

禁止自狂牛病疫區進口反芻動物的肉骨粉、肉
粉、骨粉、禽肉粉、血粉和牛羊之胚、血清。

我國已於八十六年禁止在反芻動物飼料中使用
肉骨粉、肉粉、骨粉、禽肉粉及血粉等動物性
飼料原料。

我國對狂牛病所採取的措施

四. 肉骨粉-狂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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黴菌毒素的成因：

穀物生長季節時在田野產生。

在穀物收成、乾燥或貯藏時也會產生或增加。

水分對黴菌的生長扮演重要的角色。

昆蟲 或 虫害 (田野, 儲存)

收成期間: 穀物的成熟度, 水分, 溫度 耕作時土壤中已有黴菌 貯存的環境不佳

五. 黴菌毒素

黴菌毒素引起營養飼養管理上問題

降低飼料原料中營養分含量。

降低畜禽營養分消化吸收能力，造成生長緩慢。

破壞免疫系統，降低動物對疾病的抵抗能力。

引起繁殖性能障礙，增加飼養成本。



20

如何判斷穀物或飼料是否被黴菌污染

1.飼料穀物粉化

2.飼料結塊

3.自動餵料器使用不順暢

4.畜禽無故拒食

5.飼料出現異味

6.飼料和穀物發熱

7.飼料和穀物色澤改變

黃麴毒素
(2.5 ppm)

赭麴毒素
(0.2 ppm)

黃麴毒素(2.5 ppm)+
赭麴霉毒素 (0.2 ppm)

黴菌毒素混合感染的加成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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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麴毒素(aflatoxin)

毒素種類: 黃麴毒素 B1，B2，G1，G2

急性症狀: 1.肝臟傷害，腸道出血，運動
失調，死亡。

2.生長性能減退、免疫抑制、
致癌。

組織殘留: 乳汁、肝、肉。

主要傷害動物的黴菌毒素

飼料種類  黃麴毒素最大限量 
ppb 

 人 工 乳  50 
 哺 乳 猪  50 
 仔 猪  50 
 中 猪  100 
 大 猪  100 
肉  猪  (肥 育)  100 
幼鴨、肉鴨前期  25 
肉   鴨  (後期 )  50 
小雞、肉雞前期  50 
肉   雞  (後期 )  100 

 

台灣地區禽畜飼料中黃麴毒素最大限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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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月毒素群(trichothecenes) 

毒素種類: 
  

T-2 毒素；嘔吐毒素(DON) 
 

作用方式: 
 

影響 T 和 B 淋巴球功能，造成免疫系統

功能不健全，抑制蛋白質合成 
 

症   狀: 
 

嘔吐，下痢，拒食，腸胃出血，水腫，

口腔病變，皮膚炎，白血球減少，免疫

抑制，體重減輕 
 

3.串珠鐮孢菌毒素對猪的影響

猪 : 對串珠鐮孢菌毒素敏感。

症狀: 高量時 猪肺水腫:肺臟損傷(黃色液體)，
快速死亡。

低量時 肝臟和胰臟損傷，免疫力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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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玉米烯酮毒素(F-2毒素)

典型症候:明顯的雌激素過多

猪對此種毒素最敏感，家禽與反芻類較不敏感。

母猪症狀:陰戶水腫，陰道和肛門脫垂，假發情，卵巢萎
縮，流產，不孕。

仔猪症狀:外八字腿，陰戶紅腫。

公猪症狀:包皮水腫，乳頭腫脹，睪丸萎縮，

精液品質降低，降低受精率。

5.赭麴毒素對動物的影響

會受影響的物種

猪、鴨、雞、大鼠、狗與人類

引起之疾病

腎毒症

猪腎病

引起腫瘤（腎腫瘤）

溫和的肝損傷

發生畸形

尿道腫瘤 在猪, 典型的症狀是腎臟受到損害
(source: Dr Roxas,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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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飼料被黴菌毒素污染

飼料保持新鮮、設備維持清潔與使用黴菌抑制劑(如
丙酸 Propionic acid (PA)、丙酸鈣、乙酸、苯甲酸與
山梨酸等可抑制黴菌生長。

穀物或其他乾燥飼料（如乾草）在貯存時的水分應低
於14%。

穀倉通風對減少水分漫散及保持飼料乾燥是很重要
的。

如何處理被黴菌污染的飼料原料

1.去除污染

(1)密度分離法:發黴與正常玉米比重不同。

(2)酸或鹼處理法:以氨氣、過氧酸、硫酸鈉等處理。

(3)物理分離法:清洗、去殼、去皮、將有無毒和沒污
染的分成兩類等。

(4)加熱處理法: 烘焙、微波爐加熱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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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混合稀釋法:以乾淨的玉米混合被污染的玉米，最短
的時間內用掉。

3.添加抗氧化劑:如Vit. A. C. E.、植物抗氧化劑(葉黃
素， Lutein、類胡蘿蔔素等) 。

4.黴菌抑制劑:甲醛、丙酸、丙酸鈣等。

5.吸附劑:無機物如水解鈉鈣矽酸鋁(HSCAS)、沸石
(zeolites)等，有機物如酵母細胞壁。

6.分解劑:瘤胃微生物等。

如何處理被黴菌污染的飼料原料

結 論

消費者對終端產品安全的需求不斷提高。

提供高品質終端產品的最好方法即進行源頭管理

飼料與原料的安全管控以及動物飼養場的衛生管
理可直接影響最終產品的品質。

經營者對提供優良產品應有自主管理的意願、源
頭管制的能力與對產品品質負責的決心。

產品符合消費者的需求才是最終獲利的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