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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收集与分析在规模化猪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做好生产计划、确保生产井然

有序的先决条件，也是猪场重大决策的支撑点，体现生产成果的载体，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

的着手点，分析成本与效率的依据，挖掘生产潜力、发现潜在浪费的有力工具。就疾病控制

而言，恰当的数据分析还能预警疾病的发生发展，防患于未然，从而极大地减少疾病损失。

总之，良好的数据收集与管理分析是现代规模化猪场生产与疾病控制的重要基石，是不可或

缺的战略利器。而数据的收集、管理与分析是一个有机整体，数据的设置是否恰当、数据的

管理是否有效、数据的分析是否深入到位都将直接影响整体功能的发挥。规模化猪场如何开

展此项工作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尚缺乏统一的标准或模式。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 

且班门弄斧一番， 旨在抛砖引玉，欢迎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一、猪场常用的数据 

一般规模化猪场有隔离舍、后备舍配种怀孕舍、分娩保育舍、生长测定舍、公猪站等环节，

现分述如下 ： 

（一）隔离舍 / 后备舍 

常用的数据有 ：后备猪隔离天数——为疾病控制需要，需要足够的隔离时间，通常需要 45 

天以上。后备猪死淘率——以批次为单位计算引入的后备猪死亡、淘汰比例。10 月龄利用

率——后备猪达到 10月龄已怀孕的比例，也是按批次计算，逐头统计每一头后备母猪达 10 

月龄以后的状态来计算。猪场可根据自己标准调整为 8 月或 9 月龄利用率。超期未发情比

例——以一定天龄（比如 300 天）为标准判定母猪是否为超期不发情母猪，统计此类母猪

占引入（或者去掉死淘）的后备猪的比例。 

（二）配种怀孕舍 

常用的数据有 ：断奶 7 天发情率——同一批次断奶后 7 天内发情配种的比例。配种分娩

率——某一时间段内配种的母猪最后分娩的比例。没有分娩的称为失配，可统计失配率。空

怀返情流产率——统计某段时间内配种的母猪出现空怀、返情、流产的比例。配种 60 天以

后没有怀孕的母猪称空怀，小于 60 天算返情。看到流产物视为流产。妊娠死亡淘汰率——

以整个怀孕舍或某批猪为基础统计怀孕母猪死亡淘汰的比例。胎龄结构——以怀孕猪或基础

母猪群统计各胎母猪所占的比例。本次配种完成至下次配种前为同一胎次。断奶、怀孕期料

量——可统计整个配种前、怀孕期的平均料量或不同时间段的平均料量。 

（三）分娩保育舍 

常用的数据有 ：胎均总仔——某一段时间内所产总仔数 （含死胎、 木乃伊胎） /对应窝

数。胎均健仔——某一段时间内所产健仔数（总仔去掉死胎、木乃伊、弱小仔、畸形仔）/

对应窝数。胎均无效仔比例——某一段时间内所产死胎、木乃伊、弱小仔、畸形仔总数 /



总仔数。胎均断奶活仔——某一段时间内断奶仔猪数量 /对应窝数。胎均转保正品苗——某

一段时间内转保加上市正品仔猪数量 /对应窝数。猪苗上市正品苗率——同一批次上市正品

猪苗 /当批次断奶或转保总数。产房仔猪死亡率——某段时间内产房死亡的仔猪数 /同期产

房仔猪存栏数。保育仔猪死亡率——某段时间内保育舍死亡的仔猪数 /同期保育仔猪存栏

数。哺乳母猪日均采食量——统计产房单元母猪每天平均采食量，可统计每条线整个产房，

也可统计每一个单元。仔猪采食量——统计不同日龄阶段仔猪的平均每头采食量。母猪年分

娩胎次 ： 

①用繁殖周期来计算 ：繁殖周期 = 母猪平均妊娠期 + 产房平均哺乳期 + 母猪断奶至配种

平均天数。年分娩窝数（胎次）=365/繁殖周期。 

②用电脑统计 ：电脑统计本年度总分娩窝数 /生产母猪数（凡有配种、分娩记录的母猪都

算） 。 

   一般说来，用电脑统计的数值会比用繁殖周期计算的更低，因为前者包含了补充的后

备母猪、提前淘汰的经产母猪，而它们常常只分娩了 1 次。但对于均衡生产的猪场，用电

脑统计计算更有实际意义，可以体现空耗猪的影响。单头母猪年上市正品猪苗数——每年上

市正品猪苗数量 /年基础母猪数量。 

（四）公猪站   

常用的数据有 ：后备公猪利用率——引入的后备公猪调教利用的比例。公猪精液合格率—

—所采精液合格的比例。可以以月、年度进行统计合格率。 

（五）生长舍   

常用的数据有 ：料肉比——饲料消耗量 /增重。生长舍成活率——生长舍上市的猪只数 /

转生长舍猪只数。可以统计多栋猪舍，也可只统计一栋猪舍或某一批猪只。上市正品率——

上市正品猪只数 /（上市正品猪数 + 上市 B 级猪数） 。上市天龄——上市猪只的平均天

龄，可以按猪舍或按批次统计。上市均重——上市猪只的平均体重，可以按猪舍或按批次统

计。原种、扩繁场关键数据还有各阶段窝均选留数，原种场还有测定比例、遗传指数等。 

 

二、数据收集 

（一）数据的收集过程猪场印制各类报表，交给各级干部、员工填写，定期上报，由专人负

责录入专门的电脑系统，再由相关人员从系统获取各类汇总分析报表（其大致过程见图 1） 。 

（二）常用的数据表格 

以配种怀孕舍为例： 有日报表（见表 1） 、周报表（见表 2） 、月报表（见表 3）等。

以全场为例： 常用周报表 （见表 4） ，月报表 /季度表 /半年表 /年度表（格式一致） 。 



 

三、数据管理 

规模化猪场的数据是十分庞大而复杂的，为了让数据发挥充分的作用，需要建立强大的数据

管理体系， 从而确保数据的真实性、 及时性，分析方法的正确性。具体操作简述如下 ： 

（一）真实性确保 

1.每类报表逐级层层核对。为此一些关键报表需要多联制，便于取出复写表格核对。 

2.组内现场核对。定期不定期进行现场盘点，抽查饲养员数据填写的真实性。 

3.组间关联数据核对，历史关联数据核对，场部从另一个侧面核对数据的真实性。 

4.分公司再次核对。分公司组织人力对一些关键数据进行盘点核对。 

5.总公司职能部门不定期抽查。 

6.电脑数据录入系统利用逻辑关系对数据真实性进行判定。 

（二）及时性确保 

1.根据各类报表的及时性需求，对不同报表的录入时间进行规定，尤其是月底（或财务月末）

及时录入。 

2.对数据录入人员进行规定，确保休假有人顶班。必要时设立专门数据录入人员。 

（三）计算方法到位 

    在数据录入电脑系统以后，常常需要简单加工才能形成各类报表，有的甚至需要很

复杂的关联计算才能得最终结果，这些都需要系统的计算方法科学合理。需要不断对系统输

出数据进行核对，对计算方法进行优化，甚至建立交叉检验方法验证数据处理结果的有效性。 

    当一个公司有多个猪场，情况也就有多种，技术人员应不断优化数据的计算与处理

方法，做到客观公平反映各单位的生产情况。好的计算方法更易于发现隐性问题。 



 

四、数据分析方法 

    通过电脑的帮助与处理，输出了各类表格供从业者分析问题。而直接的数据常常只

代表了一个时间点，并不能对数据的优劣做出判定，为了便于发现问题，需要建立一套数据

分析对比的方法。常用的生产数据分析方法有很多，且列举几个常用的方法如下 ： 

（一）与生产标准比较为各类生产指标设立标准，将输出数据与标准比较，从而发现生产的



优缺点，这是临床生产中最常用的方式。比如为胎均总仔、胎均断奶活仔、产房死淘率、保

育死淘率等建立标准警范围，超出则视为异常。 

（二）同比、环比 

    所谓同比，即与往年同月进行比较； 所谓环比， 即与本年度往期比较 （常常比较

上个月情况） 。 与往年同月比较，是考虑每年的气候相对恒定，理论上生产成绩受气候的

影响是一致的，从而看出今年的生产水平优劣 ； 与前几个月比较，是考虑生产的延续性，

生产成绩不可能一下子大变化，通常有一个梯度变化的规律，分析这种规律，可以衡量气候

的影响，也可以大致判断生产的走势，从而判定生产的状况。比如分析本月配种分娩率，可

以与去年同期比，也可与上月比较。 

（三）横向对比 

    即与兄弟单位对比。大家处于同样的气候条件下，同样的生产模式，生产成绩是否

也一致，如果不同，原因是什么？通过横向比较，常常容易发现本单位的不足，也能快速找

到生产操作中存在的问题，明确未来努力的方向，并学习优秀单位的做法，快速改进本单位

的生产成绩。 

（四）分析数据变化趋势 

    比如逐周、逐月分析数据走势，预测未来生产可能的变化规律。常常可以借用往年

同期或前几个月的数据变化规律，预测当前的生产状况。比如分析胎均总仔的变化趋势，根

据往年逐月的变化规律， 大致是 6-9 月份最低， 其中 7 月为最低谷， 然后逐步上升，

至 3-4 月份为最高峰。那么今年的情况是否也如此？高峰和低谷是否不如往年？从这些情

况可以判定今年的生产水平，进而分析出工作的主要矛盾。 

（五）与计划数对比 

    年初或月初制定了各类生产计划，而当前猪场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何？那些影响了我

们的计划进程，下一步如何改进？通过此类分析可实现生产的正确导向，避免方向偏差。当

然，要充分发挥本分析方法的作用，需要生产单位善于制定各类计划，将计划做准做细，而

不是搞平均主义，甚至根据情况不断微调生产计划。比如 2 月份少 2 天，计划应略作更改 ；

比如夏天生产成绩下降，相应指标也应调整，为确保出栏数，配种数需要增加，相应引种数

要提前准备到位等，有许多技巧需要掌握。 

（六）与社会同行对比 

    一个公司常常代表一个系统，其操作方法与运行模式是固定的，一般说来其生产水

平是局限的。如果知道社会同行的生产水平，常常可以提醒“局内人”跳出圈子看问题，及

时发现问题，明确努力方向，挖掘生产潜力。当然，最好能学到社会同行的先进管理经验，

从而系统性提高公司的生产水平。 

    一般说来，需要一定的中介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因为只是简单的听取数据可能不真

实，也会丢失许多重要的侧面信息或条件，从而容易走错方向。 

 

五、结束语 

    建立完善的猪场数据库并进行正确地分析十分重要，它可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风险从



而化险为夷，也可以引领猪场不断积极进步，还可以帮助猪场发现无形的浪费⋯⋯可谓好处多

多。但目标的实现绝不容易，数据收集、核对与录入耗时费力，数据的处理繁琐而重复，而

种种数据分析方法各有利弊，一些数据算法专业性较强 ；诸如此类，常常令人望而却步。 

    猪场数据管理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呢？笔者且大胆预测一下，未来的猪场应该实现

数据输入简单化（应用一些电子终断现场录入，减少中间环节与核对环节） ，数据分析多

样化，分析结果通俗化，数据应用方便化，充分发挥数据的指挥与导向作用，不断引领从业

者走向一个又一个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