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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1、教案提要内容应和教学进度表中的进度计划保持一致。

2、每学期结束时，教师都要将该学期所讲授课程的教案提要交给教研室主任检查签字，

最后交系办，归入教师业务档案。



教 学 进 度 表
课程总学时术 48 本学期总学时数 48 本学期上课周数 14 平均周学时数 3
讲课 42 课堂讨论 0 实验、实习 6 机动

本课教学目的和要求：猪生产学是一门研究生猪生产原理与技术的专业性课

程，重点阐述国内外养猪业的概况和发展趋势、猪的生物学特性、猪

的品种、猪的育种、猪的营养与饲料、种猪生产、幼猪培育、生长育

肥猪的饲养管理、猪场建设、养猪场经营管理等。要求掌握养猪生产

的基础理论，培养学生具备较高的科学养殖技术和专业管理才能。

周 次 章 节 内 容

2 绪论

3 猪的起源进化和生物学特性

4 猪的品种

5 猪的育种

6 猪的营养与饲料

7 种公的猪生产管理

8 母猪的生产管理

9 仔猪的生产管理

10 育肥猪的生产管理

11 规模化猪场建设与规划

12 猪的常见传染病及其预防保健

13 无公害猪肉生产与管理



授课题目： 绪 论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国内外养猪业的概况；

2.理解与掌握养猪业的发展趋势。

二、教学重点

世界养猪生产的基本状况，其中包括猪肉在肉食品结构中所占的比重，生猪存栏头数，猪

肉产量，地区分布特点以及生产特点，世界猪生产贸易情况。

三、教学难点

我国猪生产的基本情况及未来发展方向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中国养猪产业发展现状

一、 养猪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意义

（一） 猪肉是我国城乡居民最主要的肉食品来源

（二） 猪粪是重要的有机肥来源

（三） 提供工业和制药原料

（四） 猪是重要的实验动物

二、 中国养猪产业发展现状

（一） 规模化养猪迅速发展

1. 散养户大量退出市场

2. 规模化养殖场占比迅速提高

3. 家庭养殖整体规模扩大

（二） 良种引进和猪种资源保护同步推进

（三） 饲料工业快速发展

（四） 疫病防治成绩显著

（五）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六） 现代化猪生产设施及技术广泛应用

1. 运用现代畜牧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

2. 规模较大，集约化饲养

3. 应用先进的机械设备和自动化仪器

4. 营造适宜的生长环境

5. 管理科学化，生产工艺化

（七） 养猪社会化经营日趋明显

三、 中国养猪生产现状

（一） 中国生猪的存栏量与出栏量

（二） 中国猪肉产量和人均猪肉占有量显著提高

1. 猪肉产量

（三） 中国生猪生产省域分布及区域规划



第二节 世界养猪生产概况

一、 世界猪生产的地区分布与特点

（一） 亚洲

（二） 欧洲

（三） 美洲

（四） 非洲

（五） 大洋洲

二、 全球猪肉产量与猪肉产品贸易

三、 世界各国养猪生产水平比较

四、 全球猪生产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中国猪生产的发展展望

一、 集约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二、 消费升级推动产业升级

三、 环境对畜牧业的制约

四、 养殖向标准化、专业化、一体化发展

五、 养殖模式多样化

六、 产业与金融深入结合

七、 养猪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

八、 动物福利与生产方式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通过挖掘国内外猪品种、养猪技术等数据指标，使学生认识到中国猪产业的发展需要学生

自己能力的提升和直接参与；

2. 按照中国可耕地面积计算，我们只能保粮食安全不存在问题，为何我们能够在有限的土地

上饲养世界最大规模的猪，保障人民的食肉安全？其中存在什么风险？

3. 如何在今后的育种和养殖中利用和发挥中国地方猪种的特性，实现中国地方猪种的保种与

市场化？

4. 中国生猪生产省域分布及区域规划与环境关系；

5. AI、自动化等前沿技术与猪生产一级其影响。

七、作业布置：

1. 简述 2010-2020 年我国猪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2. 中国养猪生产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3. 中国养猪业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授课题目： 猪的生物学特性（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猪的起源与进化；

2.理解猪的生物学特性；

二、教学重点

了解猪的生物学特性和行为习性有关内容。

三、教学难点

了解猪的源与进化，以及野生驯化的必要条件。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猪的起源与进化

一、 猪的野生始祖

二、 猪的驯化

第二节 猪的生物学特性

一、 繁殖率高，世代间隔短

二、 食性广，饲料转化率高

三、 发育快，生长期短

四、 嗅觉和听觉灵敏，视觉不发达

五、 适应性强，分布广

六、 喜清洁，易调教

七、 定居漫游，群居位次明显

八、 屠宰率高，肉脂品质

第三节 猪的主要行为特性

一、 采食行为

二、 排泄行为

三、 群居行为

四、 争斗行为

五、 性行为

六、 母性行为

七、 活动与休息

八、 后效行为

第三节 猪的异常行为及防治措施

一、嗜血症

二、咬栏

三、无食咀嚼

四、食仔

结语

五、教学方法：



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中国养猪历史悠久，增强民族自豪感；

2. 养猪生渗透中国历史，也与现代文化、民俗紧密相连，增强学生认同感；

3. 猪的生物学特性和行为学特性掌握，能够有效的组织养猪生产，改善动物福利。

七、作业布置：

1. 母猪的母性行为在养猪生产中有何应用价值？

2. 猪的嗅觉在仔猪寄养中有何作用？

3. 野生驯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授课题目： 猪的品种（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 掌握猪的行为学特点。

2.了解中国地方猪种类型与特点；

二、教学重点

全面介绍中国地方品种、国外引入品种以及我国培育品种，以及地方品种保护的重要性及

方法。

三、教学难点

重点了解各品种猪的特点。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猪的经济类型

一、 脂肪型

二、 瘦肉型

三、 肉脂兼用型

第二节 中国优良地方猪种

一、 中国地方猪种类型及其特点

二、 中国优良地方猪种简介

（一） 华北型

（二） 华南型

（三） 华中型

（四） 江海型

（五） 西南型

（六） 高原型

三、 中国地方猪种的种质特性

四、中国地方猪种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中国地方猪种具有产仔数高等优良特点，为什么我国现在主要的饲养品种为国外引进猪

种？

2. 如何在今后的育种和养殖中利用和发挥中国地方猪种的特性，实现中国地方猪种的保种

与市场化？

3. 丰富的中国地方猪种，对中国养猪生产发展的意义。

七、作业布置：

1. 中国地方猪种有哪些独特的种质特性？

2. 阐述中国地方猪种资源保护的必要性。

授课题目： 猪的品种（2）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 理解中国地方猪种的种质特性；

2.掌握国外引进主要猪种特性。

二、教学重点

全面介绍中国地方品种、国外引入品种以及我国培育品种，以及地方品种保护的重要性及

方法。

三、教学难点

重点了解各品种猪的特点。

四、讲授内容

第三节 国外引入的优良品种资源

一、 大白猪（Large White）
二、 长白猪（Landrace）
三、 杜洛克猪（Duroc）
四、 皮特兰猪（Pietrain）
五、 汉普夏猪（Hampshire）
第四节 中国培育的优良品种资源

一、 培育猪种的特性及其利用

二、 主要培育猪种简介

第五节 猪生产配套系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国外引进猪种具有生产性能优良的特性，已成为我国主体饲养品种，但也存在国外卡脖

子问题，如何破解该问题？

2. 提高中国地方猪种生产性能、发挥其特色，促进中国养猪产业特色话发展，需要学生投

身产业、展示自身能力。



七、作业布置：

简述国外引进猪种的种质特性。

授课题目： 猪的育种（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中国地方培育品种及其利用

1.了解掌握猪的主要性状和育种目标的确定；

二、教学重点

全面介绍中国地方品种、国外引入品种以及我国培育品种，以及地方品种保护的重要性及

方法。

性状选择的重要性及性状的有关情况

三、教学难点

性状选择的重要性及性状的有关情况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育种目标

一、 猪的主要性状

二、 育种目标的确定

三、 经济权重的估计

第二节 性能测定

一、 性能测定的发展

二、 性能测定的方案

三、 性能测定的组织

四、 种猪性能测定的技术操作规程

第三节 育种值的估计

一、 数量性状的选择原理

饲料转化率，活体膘厚，胴体重，屠宰率，胴体长，背膘厚，眼肌面积，腿臀比例，胴体

瘦肉率，胴体脂肪率，肌肉 pH，系水力，贮存损失，肌肉大理石纹，肌肉嫩度，产仔数，初

生重，初生窝重，断奶窝重，初产日龄，产仔间隔，猪应激综合征，应激敏感猪，综合育种值，

经济选择指数

二、 选择指数的制定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育种是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持续工作，无论是从事养猪生产还是进行育种研究，都是

对行业产业的贡献；

2. 掌握育种知识、实践猪种选育能力，为实现中国优良猪新品种努力学习。

七、作业布置：



1. 简述培育猪种的选育途径。

2. 影响肌肉风味的肉质性状有哪些？

3. 简述猪应激敏感性的测定方法；

4. 确定育种方案中的选育性状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授课题目： 猪的育种（2）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掌握猪的主要性状和育种目标的确定；

2.理解种猪的性能测定、育种值估计；

二、教学重点

性状选择的重要性及性状的有关情况，性能测定的方法及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问题，种猪

选择指数的设计、阶段选留与淘汰，外形与质量性状的关系等。

三、教学难点

现代育种理论新技术如氟烷基因的分子检测等。

四、讲授内容

第四节 种猪的选择

一、 选种的一般原则

二、 后备种猪的选择

三、 标记辅助选择（MAS）
种猪性能测定，测定站测定，场内测定，公猪性能测定，综合测定，同步测定，育种值，

选择反应，选择指数，综合育种值，综合选择指数

第五节 猪的品系选育

一、 群体继代选育

二、 专门化品系的培育

三、 品系的利用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现代育种新理论如何改变中国种猪育种工作？

2. 中国地方猪种有哪些优良特性，是值得我们在育种工作中选择应用？

3. 如何做好种猪育种的顶层设计？

七、作业布置：

1. 制定种猪测定的技术操作规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2. 种猪测定的送测条件、要求是什么？

3. 制定综合选择指数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授课题目： 猪的育种（3）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理解种猪的性能测定、育种值估计；

2.掌握种猪的选择、品系选育和杂交利用。

二、教学重点

性状选择的重要性及性状的有关情况，性能测定的方法及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问题，种猪

选择指数的设计、阶段选留与淘汰，外形与质量性状的关系等。

三、教学难点

现代育种理论新技术如氟烷基因的分子检测等。

四、讲授内容

第六节 杂交利用

一、 杂种优势的利用

二、 猪的杂交模式

三、 杂交繁育体系

四、 猪的专门化配套系生产

第三节 猪的经济杂交

一、经济杂交的意义

二、杂种优势及其利用

三、经济杂交必备的条件

四、猪的经济杂交方式

五、优良杂交组合介绍

标记辅助选择（MAS），数量性状位点（QTL）群体继代选育，专门化品系，杂交，杂种

优势，一般配合力，特殊配合力，二元杂交，三元杂交，四元杂交，轮回杂交，RRS，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如何在今后的育种和养殖中利用和发挥中国地方猪种的特性，实现中国地方猪种的保种

与市场化？

2. 思考中国地方猪种育种选育对中国养猪产业发展的可能影响。

3. 思考中国地方猪种配套系的建立可行性。

七、作业布置：

1. 种公猪选择的一般原则；

2. 分子遗传标记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3. 品系建立的方法主要有哪几种？

4. 品系的利用途径有哪几种？

5. 杂种优势的计算方法？

6. 简述杂交繁育体系的构成。



授课题目： 猪的营养与饲料（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猪的采食与消化；

二、教学重点

猪的消化吸收特点，各类饲料资源的基本情况及其开发利用前景。

三、教学难点

各类猪对营养物质的需要量。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猪的消化生理

一、 猪的采食与消化生理

（一） 猪体化学组成

（二） 采食

（三） 消化、吸收与代谢

第三节 猪的营养需要

一、 种公猪的营养需要

（一） 能量的需要

（二） 蛋白质和氨基酸

（三） 矿物质

（四） 维生素的需要

二、 后备母猪的营养需要

三、 妊娠母猪的营养需要

（一） 能量需要

（二） 蛋白质和氨基酸需要

（三） 矿物质需要

（四） 维生素

四、 泌乳母猪的营养需要

（一） 能量需要

（二） 蛋白质和氨基酸需要

（三） 矿物质需要

（四） 维生素需要

五、 仔猪的营养需要

六、生长肥育猪的营养需要

（一）能量需要

（二）蛋白质氨基酸需要

（三）矿物质元素需要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我国的猪饲料资源及其分布、来源。

2. 传统的饲养方式对中国地方猪种形成的影响。

七、作业布置：

1. 影响采食的因素有哪些？

2. 维生素营养对妊娠母猪有何意义？

授课题目： 猪的营养与饲料（2）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 理解饲料加工与质量检测；

2. 掌握猪的营养需要、常用饲料和饲粮配合。

二、教学重点

各类饲料资源的基本情况及其开发利用前景。

三、教学难点

各类猪对营养物质的需要量。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猪的常用饲料分类

一、 能量饲料

二、 蛋白质饲料

三、 青饲料

四、 粗饲料

五、 矿物质饲料

六、 饲料添加剂

第二节 中国猪饲养标准

第三节 配合饲料的配制

一、 配合饲料

二、 饲粮配合

第四节 配合饲料质量控制

一、 饲料加工

二、 饲料质量检测

4. 基本概念和知识点

能量饲料，蛋白质饲料，营养性添加剂，非营养性添加剂，酸化剂

配合饲料，饲粮配合，添加剂预混料，浓缩饲料，全价配合饲料，饲养标准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思考饲料产业发展岁我国猪生产产业进程的作用；

2. 我国的饲料来源不能满足国内猪产业的需求，而是通过全球化实现了饲料保障，其中的



风险如何把控？

3. 我国与 2020 年全面禁止养殖抗生素在饲料中的添加，讨论保障健康养殖和动物福利健

康方面的问题。

七、作业布置：

1. 如何消除饼、粕类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的影响？

2. 简述饲粮配合的基本原则。

3. 简述饲料质量检测的基本方法。

授课题目： 种猪生产（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种猪生产力、配种工作的组织、妊娠诊断、接产技术；

二、教学重点

重点掌握种公猪及以种母猪的饲养管理要点及注意事项。

三、教学难点

人工授精的基本操作步骤。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后备猪的选择与培育

一、后备猪的选择方法

（一） 选择时期

（二） 后备猪选择标准

二、后备猪的引入与隔离适应

（一） 后备猪的引入

（二） 后备猪的隔离与适应

第二节 后备猪的饲养

一、 日粮营养水平

二、 合理配制日粮

三、 饲喂要点

第三节 后备猪的管理

一、 环境控制

二、 饮水

三、 分批次、分群管理

四、 调教

五、 运动与体况

六、 疾病控制

（一） 后备母猪驱虫健胃的方法

（二） 消毒

（三） 免疫

七、 日常管理



（一） 建立档案

（二） 报表管理

第四节 后备猪的配种管理

一、后备公猪的调教

（一） 后备公猪的配种调教

（二） 后备公猪的采精调教

二、后备母猪的利用

（一） 提早初情期的措施

（二） 选择适宜初配时间

三、后备母猪的发情与配种管理

（一） 后备母猪的发情特点

（二） 发情检测与记录

（三） 发情控制

（四） 后备母猪转入配种舍

（五） 母猪的淘汰与更新

四、后备母猪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后备猪的选种和管理对养猪生产的意义。

六、作业布置：

1. 简述猪群类别的划分；

2. 母猪淘汰的依据是什么？

3. 促进后备母猪发情的措施有哪些？

4. 促进母猪发情排卵的措施有哪些？

5. 如何掌握适宜配种时间？

授课题目： 种猪生产（2）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 理解妊娠母猪、分娩前后母猪、泌乳母猪的饲养管理

2..掌握提高母猪平均窝断奶仔猪数和体重的综合措施。

二、教学重点

重点掌握种公猪及以种母猪的饲养管理要点及注意事项。

三、教学难点

人工授精的基本操作步骤。

四、讲授内容

三、 母猪的繁殖生理

（一） 下丘脑一垂体一性腺的联系



（二） 卵母细胞的形成

（三） 初情期和适配年龄

（四） 发情

（五） 母猪的排卵机理及排卵时间

四、 受精与胚胎发育

（一） 精子运输与寿命

（二） 卵子的运输与老化

（三） 精子获能

（四） 受精

（五） 胚胎的早期发育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动物福利如何提高猪胚胎的成活率；

2. 猪舍环境改善对动物福利的促进作用。

七、作业布置：

1. 胚胎死亡的原因有哪些？

2. 试述妊娠母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3. 分娩前的准备工作有哪些？

4. 母猪的临产征兆有哪些？

5. 简述母猪接产技术；

6. 简述母猪分娩前后的饲养管理。

授课题目： 种猪生产（3）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掌握提高母猪平均窝断奶仔猪数和体重的综合措施。

二、教学重点

重点掌握泌乳对仔猪生产的作用。

三、教学难点

提高泌乳的措施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衡量母猪生产性能的指标

一、猪的繁殖力

二、母猪繁殖力的衡量指标

第二节 提高母猪生产性能的措施

一、控制妊娠母猪的日粮水平

（一） 妊娠母猪的营养需要



（二） 妊娠母猪日粮

二、实行早期断奶

（一）仔猪早期断奶的优点

（二）仔猪早期断奶的营养需要

（三）断奶方法

三、控制种猪利用年限

四、繁殖新技术

五、种母猪的管理

第三节 母猪的发情与适时配种

一、科学鉴定母猪发情

二、适时确定配种时间

三、正确诱导母猪发情

四、配种方式与技术

第四节 妊娠母猪饲养管理

一、早期妊娠诊断技术

二、推算预产期

7.科学饲养妊娠母猪

（2）妊娠母猪的管理。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题外讨论“中国人口危机”。
2. 早期断奶是否符合仔猪和母猪生理需求。

七、作业布置：

1. 试述影响母猪泌乳量的因素；

2. 试述泌乳母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授课题目： 种猪生产（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掌握提高母猪平均窝断奶仔猪数和体重的综合措施。

二、教学重点

重点掌握泌乳对仔猪生产的作用。

三、教学难点

提高泌乳的措施

四、讲授内容

母猪的临产征状与接产准备

母猪的分娩接产



母猪的泌乳特点与仔猪的固定奶头

母猪的营养摄入、影响因素及其对泌乳量的影响

提高母猪哺育力的措施

哺乳母猪的饲养管理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母猪分娩与哺乳，体现出母爱的伟大；

2. 仔猪过继与母子之间的联系建立，是否可以说是“爱，在接触中也可以产生”？
六、作业布置：

阐述提高母猪平均窝断奶仔猪数和体重的综合措施？

授课题目：种公猪饲养管理（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猪场饲养管理原则

二、教学重点

猪场饲养管理原则。

三、教学难点

猪场饲养管理原则。

四、讲授内容

（一）猪群组成

（二）合理分群

（三）制定科学的饲养方案

（四）实行合理的饲喂方法

（五）重视环境条件，防暑降温

（六）制定合理的工作日程

（七）做好报表统计工作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分群与秩序体现法制，稳定才能发展等。

七、作业布置：

1. 分群的基本原则；

2. 猪场的生产记录和报表统计工作要点

授课题目：种公猪饲养管理（2）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种公猪的饲养管理

二、教学重点



种公猪营养需要与管理。

三、教学难点

种公猪营养需要与管理。

四、讲授内容

（一）充足的营养

（二）单圈饲养

（三）适当的运动

（四）刷拭、修蹄

（五）适宜的环境条件

（六）定期体检

（七）固定配种舍

（八）合理的利用

（九）卫生防疫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作业布置：

种公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授课题目：种公猪饲养管理（3）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种公猪人工采精技术和精液检查

二、教学重点

种公猪人工采精技术。

三、教学难点

种公猪人工采精技术和精液检查。

四、讲授内容

第二节 种公猪的管理与利用

一、 种公猪的管理

二、 种公猪的合理利用

（一） 初配年龄和体重

（二） 利用强度

（三） 利用年限

（四） 注意事项

第三节 种公猪采精与精液处理

一、 采精

（一） 采精前的准备



（二） 采精方法

（三） 采精时间和频度

二、 精液品质检查

（一） 感官检查

（二） pH 值

（三） 显微镜检查

（四） 精液计算机分析

（五） 人工授精受胎率

三、 精液的稀释、保存、运输

（一） 稀释液的成分

（二） 稀释液的配制

（三） 精液的稀释

四、 提高种猪输精精液品质的综合技术措施第二节 猪的生理 二、 公猪的繁殖生理

（一） 精子的发生

（二）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对公猪生殖的调节

（三） 精液的特性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人工采精、人工授精是否否动物福利要求？

2. 题外讨论：激素与青少年青春期叛逆。

六、作业布置：

1. 种公猪的人工采精调教要点；

2. 采精的准备和主要事项；

3. 精液稀释、保存与运输注意事项。

授课题目：幼猪培育（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哺乳仔猪、断奶仔猪、育成猪与后备猪的饲养管理；

二、教学重点

掌握哺乳仔猪以及断奶仔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三、教学难点

哺乳仔猪的饲养管理。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哺乳仔猪生长发育与生理特点

一、哺乳仔猪的生长发育与生理特点

二、哺乳仔猪死亡的原因

第二节 哺乳仔猪饲养管理



一、哺乳仔猪的饲养

二、哺乳仔猪的管理

三、断奶方法

四、仔猪早期断奶

五、特殊的早期断奶

第三节 断奶仔猪饲养管理

一、断奶仔猪的生长发育特点

二、断奶仔猪的饲养

三、断奶仔猪的管理

第四节 保育仔猪的饲养管理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早期断奶与动物福利；

2. 仔猪代乳料与婴幼儿配方奶粉成分比较，讨论“饲料猪”与“泔水猪”。
六、作业布置：

1. 简述哺乳仔猪的生理特点；

2. 试述仔猪的寄养；

3. 试述哺乳仔猪的饲养管理技术。

授课题目：幼猪培育（2）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理解哺断奶仔猪的饲养管理；

二、教学重点

掌握断奶仔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三、教学难点

断奶仔猪的饲养管理。

四、讲授内容

断奶日龄及方法；

断奶仔猪的培育。

断奶仔猪，一次断奶法，分期断奶法，逐渐断奶法，隔离式早期断奶法（SEW）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作业布置：

1. 试述 SEW 法机理和特点；

2. 试述 SEW 法断奶仔猪的饲养管理；

3. 减少断奶仔猪腹泻措施的有哪些？



授课题目： 幼猪培育（3）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育成猪与后备猪的饲养管理

二、教学重点

掌握育成猪与后备猪的饲养管理的饲养管理要点。

三、教学难点

掌握育成猪与后备猪的饲养管理。

四、讲授内容

育成猪与后备猪的生长发育特点；

育成猪的饲养管理；

后备猪的选留；

后备猪的饲养管理。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作业布置：

1. 如何选留后备猪？

2. 试述后备猪的饲养管理。

授课题目：幼猪培育（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 SPF 猪培育的基本技术。

二、教学重点

掌握 SPF 猪培育的基本技术。

三、教学难点

掌握 SPF 猪培育的基本技术。

四、讲授内容

SPF 猪群的概念和意义；

SPF 猪群的建立方法；

SPF 猪群的建立与推广。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微生物导致仔猪腹泻多发，超常规消毒是否有有利于猪的保健？对环境有何影响

七、作业布置：

1. 建立 SPF 猪群的意义是什么？

2. 如何获得 SPF 仔猪？

3. 试述 SPF 仔猪的饲养管理。



授课题目：生长育肥猪的饲养管理（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生长育肥猪的生长发育规律；

二、教学重点

掌握生长育肥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三、教学难点

生长育肥猪体组织的生长规律。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肉猪的肥育类型和生长阶段的划分

一、猪的经济类型

二、肉猪生长阶段划分

第二节 肥育猪的生长发育规律

第一节 猪群肥育前的准备

第三节 肉猪的饲养和管理

一、肥育猪的饲料

二、肥育猪的饲养和管理

第四节 提高肉猪肥育效果的技术措施

一、肥育仔猪的选择和管理

二、行全进全出制度

三、提供适宜的环境条件

四、制定合理而科学的饲喂制度

五、确定适宜的出栏体重

六、药物添加剂的正确使用

第五节 评价肉猪生产性能和胴体品质的指标

一、评价肉猪生产的指标

二、主要的胴体评定指标

三、猪肉品质的评价指标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猪育肥与食品安全；

2. 讨论所谓“速生猪”？
七、作业布置：

试述生长育肥猪体组织的生长规律。



授课题目：生长育肥猪的饲养管理（2）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提高生长育肥猪生产力的主要技术措施；

二、教学重点

掌握生长育肥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三、教学难点

生长育肥猪体组织的生长规律。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猪的解剖

一、 头颈部

二、胸部

三、腹部

（一）腹壁

（二）腹腔脏器

四、泌尿生殖器官

（一）泌尿器官

(二)公猪生殖器官

(三)母猪的生殖器官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作业布置：

1. 试述生长育肥猪的饲养管理；

2. 试述生长育肥猪适宜的环境条件；

3. 试述生长育肥猪的分群与调教；

4. 试述影响生长育肥猪屠宰活重的主要因素。授课题目：生长育肥猪的饲养管理（3）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猪肉品质评定。

二、教学重点

掌握生长育肥猪的饲养管理要点。

三、教学难点

生长育肥猪体组织的生长规律。

四、讲授内容

猪的屠宰和猪肉卫生标准；

猪肉品质评定；

异常肉及其预防。

安全优质肉，PSE 肉，DFD 肉，黄膘肉，白肌肉，软脂肉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作业布置：

1. 猪的屠宰要求有哪些？

2. 如何预防发生 PSE 肉？

3. PSE 肉是如何发生的？

授课题目：猪场建设（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养猪生产工艺

二、教学重点

重点学习现代化养猪场的工艺生产流程，各猪群的计算，猪场的规划建设，养猪的设备等。

三、教学难点

现代化养猪的主要工艺流程。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猪场建设的前期准备

一、 猪场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一） 设计趋势

（二） 设计原则

（三） 不同类型猪场的设计要求

（四） 设计程序

（五） 标准化猪场建设的规划设计

二、 投资预算

（一） 土地费用

（二） 土建

（三） 设备

（四） 费用共计

第二节 现代集约化猪生产工艺

一、 集约化猪生产具有以下特点

（一） 要求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保证

（二） 必须采用连续流水作业式的生产程序

（三） 饲养密度高

（四） 必须使用全价饲料

（五） 提供批量商品猪，保障市场均衡供应

（六） 综合配套技术应用

二、 猪生产工艺设计

（一） 工艺流程确定

1. 一点式猪生产工艺



2. 两点式猪生产工艺

3. 三点式猪生产工艺

4. 四点式猪生产工艺

（二） 生产节律确定

（三） 主要工艺参数确定

三、 猪群结构计算

（一） 不同猪群每批次存栏数计算

（二） 各类猪群结构（存栏数）

（三） 猪栏配备计算

四、 生产日程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猪场规划建设与动物福利；

2. 猪场规划建设与环境保护；

七、作业布置：

1. 猪的屠宰要求有哪些？

2. 如何预防发生 PSE 肉？

3. PSE 肉是如何发生的？

授课题目：猪场建设（2）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猪场建筑；

二、教学重点

重点学习现代化养猪场的工艺生产流程，各猪群的计算，猪场的规划建设，养猪的设备等。

三、教学难点

现代化养猪的主要工艺流程。

四、讲授内容

第三节 猪场规划与建设

一、 猪场规划建设原则

（一） 适宜的环境

（二） 符合工艺流程

（三） 节能环保

（四） 猪场占地面积

二、 猪场场址选择

（一） 地形地势

（二） 水源水质



（三） 土壤特性

（四） 周围环境

三、 猪场区域布局

（一） 猪场各区布局

（二） 猪舍排列与道路设置

（三） 猪舍的朝向

（四） 猪舍间距

（五） 猪舍内通道与辅助间

四、 猪场辅助设施建设

（一） 猪场大门与道路

（二） 场区绿化

（三） 给水排水

（四） 供电保障

（五） 卫生防疫设施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作业布置：

1. 试述猪场场址选择的基本要求；

2. 试述猪舍的保温与通风；

3. 试述不同类型猪舍的内部布置。

授课题目：猪场建设（3）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3.掌握养猪设备和猪场环境保护。

二、教学重点

重点学习现代化养猪场的工艺生产流程，各猪群的计算，猪场的规划建设，养猪的设备等。

三、教学难点

现代化养猪的主要工艺流程。

四、讲授内容

第四节 养猪设施与设备

一、 猪栏

二、 漏缝地板

三、 饲喂设备

四、 供水与饮水设备

五、 降温与采暖设备

六、 清洁与消毒设备

七、 粪污处理系统

第五节 猪场环境设施与设备



一、 环境与养猪生产

二、 环境对猪生产的影响

三、 猪生产对环境的污染

四、 粪污的清除方式

五、 粪污的处理和利用

六、 猪场的环境保护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猪场设施、设备的设计是否体现了集约化养猪中的动物福利。

七、作业布置：

无

授课题目：猪场建设（4）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养猪生产工艺

2.理解猪场建筑；

3.掌握养猪设备和猪场环境保护。

二、教学重点

重点学习现代化养猪场的工艺生产流程，各猪群的计算，猪场的规划建设，养猪的设备等。

三、教学难点

现代化养猪的主要工艺流程。

四、讲授内容

猪场生物安全重要性

影响猪场生物安全的因素

猪应激与预防技术

福利养猪技术

环境安全

投入品安全

生产流程安全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课程思政：

1. 生物安全与突发传染病的防控；

2. 猪传染病的防控与人类传染病防控比较；

七、作业布置：

1. 试述粪污的处理和利用；



2. 试述猪场的环境保护措施。

授课题目：养猪场经营管理（1）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养猪生产计划的制定、猪场运行与营销管理；

二、教学重点

学习影响养猪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三、教学难点

如何提高养猪的经济效益。

四、讲授内容

第一节 产业模式选择

第二节 投资规划

第三节 投资分析

第一节 猪场的经营规模和形式

一、规模养猪生产经营概念及意义

二、养猪生产的经营形式

第二节 猪群组成与成本核算

一、猪群组成与周转

二、生产成本和经济核算

第三节 产品销售和市场预测

一、产品销售

二、市场预测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作业布置：

1. 猪场经营管理者应树立哪些观念？

2. 试述养猪生产计划的制定程序。

授课题目：养猪场经营管理（2）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养猪生产计划的制定、猪场运行与营销管理；

二、教学重点

学习影响养猪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三、教学难点

如何提高养猪的经济效益。

四、讲授内容

劳动管理；

猪群管理；



产品营销。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作业布置：

1. 生产责任制有哪些形式？

2. 产品营销的原则有哪些？

授课题目：养猪场经营管理（3）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猪场财务计划的制定与控制、财务核算。

二、教学重点

学习影响养猪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三、教学难点

如何提高养猪的经济效益。

四、讲授内容

财务管理基础；

财务计划的制定与控制；

财务核算；

财务分析。

五、教学方法：

多媒体课件与课堂讲解

六、作业布置：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