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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业这几年已成为人工智能投资者的

宠儿，连续几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大力

发展数字农业。由此可见，智能养殖场的发展

将会成为趋势。笔者在采访几家智能养殖场

中得知，虽然智能养殖好处很多，但最大的障

碍还是资金门槛较高，中小规模猪场基本很难

引进。

养殖场环境明显改善

临泉县裕兴养猪场早几年就采用智能养

殖模式，这里的养殖厂设计和普通的养殖场

不一样，全部是轻钢结构，宽体猪舍，采光也

非常充足，每间猪舍占地面积都达到3000多

平方米。

“这样的设计就是防止灾害性天气，可以

防大风、防暴雪，猪舍不会被积雪压塌。”裕兴

养猪场负责人朱小杏告诉笔者，前几年的两次

暴雪，周围很多养猪场的猪舍都垮塌了，但是

这里的猪舍丝毫没受损失，就是因为它设计合

理，能快速解决积雪问题。养殖场内部装了风

机湿帘，猪栏上面安装感应探头，这就是智能

环境控制系统，在控制车间有一台终端机器，

随着猪舍内部温度、湿度、氨气的变化而自动

控制风机湿帘，及时降温、通风、除氨气，猪的

生长环境就大为改善，疾病也少了。

“我们把饲料放进机器后，它会自动进行

加工分离，然后通过管道输送到猪栏上方的盛

料漏斗中，等到了所设定的饲喂时间，饲料便

由漏斗落入食槽里。”朱小杏说，这叫智能化电

子饲喂，通过耳标自动感应确定母猪属于哺乳

母猪或怀孕待产母猪，针对处于不同时期的母

猪，科学地分配饲料，做到精确饲喂。

减少人工投入效率增加

阜阳市快乐农牧养殖场的赵勇也在几年

前建成了智能猪场，他说，智能养猪场的最大

好处就是减少人工投入。该养殖场采用的是

智能清粪系统，每个猪栏的下面都是刮粪板，

由驱动主机控制，每天由智能终端发出指令，

24小时不间断清粪，养殖环境非常干净。

“过去我们最头痛的就是清粪工作，那时

候一个猪场要4个工人清粪，每天也只能保证

清粪2至3次，非常辛苦，效果还不理想。”赵勇

说，现在同样规模的猪场只需1个工人就可以

轻松管理，每天至少清粪12次以上，及时把猪

粪清理出去，光这一项工作就减少3个劳动力，

这方面的成本就要减少20多万元。

“过去猪场大部分精力就是清粪、通风、投

料，现在全部采用智能化以后，人工劳动力的

投入大大减少，一个工人可以管理5000头育肥

猪，生产效率大幅提高。”朱小杏说，以前厂里

要雇佣20多名工人，工资开销每年要100多万

元，自从上马智能养猪设备后，减少劳动力近

三分之二，现在只有6名工人，可减少工资成本

近70万元。现在猪场的精力就放在生猪的疫

病防治和市场开拓上，仔猪成活率显著提高，

每头能繁母猪每年可以增加商品猪3头左右。

成本高只适合大型猪场

既然智能猪场有这么多好处，为何还有很

多猪场不愿意采用呢？

长期从事智能牧场研发的安徽国农畜牧

养殖场的科技带头人佘德勇告诉笔者，智能猪

场的前期投入比较高，如果养殖场的老板缺少

现代养猪理念，让他一次性投入上百万元改造

是比较困难的。

佘德勇说，由于猪场智能设备研发单位较

少，市场价格就比较高，像终端设备一台机器

就要三四万元，还有智能清粪系统、智能环境

控制系统、智能化电子饲喂系统等等，都需要

大量资金投入。赵勇说，他投入的智能化猪

场设备和厂房设计，总共需要数百万元，如果

没有资金保证，是很难会下决心引进智能设

备的。

佘德勇表示，目前还是建议大型规模养殖

场和设施农业采用数字化、智能化，随着智能

设备研发者多起来，价格下降了，到那时中小

型养猪场也会受益。

安农大教授殷宗俊告诉笔者，智能化养殖

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这个智能养猪设备也在

不断发展，由于前期成本投入的增加较大，因

此中小型养殖户可能会望而却步。随着科技

的发展，未来会出现价格比较适中的智能化设

备，从而造福更多的养猪户。 （刘刚）

“智能养殖”开启提质增效新模式

冬意浓、锦鲤跃、富满“淮”。12月1日，记者

走进淮北校春锦鲤文化产业园，一方方鱼塘在阳

光下泛着粼粼波光，各色相间的锦鲤正在吃料、翻

滚、打闹，场面甚为热闹，犹如一幅动态水墨画，令

人赏心悦目。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工作着，小心

翼翼地打捞，然后打包、充氧、装车，一整套流程快

速紧凑。

“白底有红色花纹是红白，红白黑三色是昭

和，黑墨不超过眼线是大正，这些品种都是从国外

进口的。”行走在几十个鱼池间，对每池锦鲤的大

小、品种、筛选时间，校春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万春都如数家珍。

锦鲤有“水中活宝石”之称，对养殖技术和条

件要求高。但因其寓意“富贵、吉祥、幸福”，所以

一直以来备受人们欢迎。2022年，通过招商引

资，淮北校春锦鲤文化产业园在郭王村开建，占地

64亩，总投资约5000万元，一期投资约2600万

元。产业园内建有现代化智慧循环水养殖产业

园，是安徽渔业协会副会长单位，也是安徽省内建

设标准和硬件设施规模最大的一家进口观赏鱼类

繁育养殖基地。

“基地内有100多个池子、有70多个锦鲤品

种，成鱼一万多条，采取的是循环水养殖模式，具

有节水、节地、环保等特点。”刘万春告诉记者，产

业园内的锦鲤分不同的等级，最贵的锦鲤大约是

50万元一条，普通的是两三百元一条，高等级的

锦鲤一般卖给北上广深的企业客户、锦鲤爱好者，

中等偏上的出口到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还有一些

卖给周边的批发业者。随着乡村观光旅游市场复

苏火热，观光锦鲤的销量逐渐向好。刘万春指着

其中一池锦鲤介绍“这种锦鲤大概一万多元一条，

它的特点就是可以跟人互动。当把手伸到水面，

几秒钟后，只见涟漪泛起，黄色的锦鲤成群游过来

张开嘴巴便开始往人手上蹭，像极了猫狗等宠物

跟主人亲昵。

刘万春介绍，未来校春锦鲤文化产业园会以

锦鲤养殖为依托，借力周边以种植菊花、白芍、油

葵等为主的“芳香小镇”的环境，吸引游客前来观

光、露营、亲子游、研学餐饮等，在实现自身发展的

同时，带动附近群众增产增收。同时，以现代化的

智慧水产养殖为依托，以锦鲤的传统文化寓意为

核心，打造集象征文化、生产文化、品鉴文化和旅

游文化等超级品牌复合体。（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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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一建种牛系谱档案。对牛群
分组编号，公牛、母牛分别建立繁殖
卡片，做到交配、产犊有记录，使牛群
血缘清楚。二建牛病防治程序。根
据当地牛病的流行特点，坚持“防重
于治”的原则，有计划地对牛群进行
药物预防和免疫接种，防止传染病和
寄生虫病的发生。

温 许多饲养户冬季只有雪天才
将牛赶进房舍内，平时都将奶牛散放
在露天场内，随着气温的下降造成奶
牛体能消耗，严重地影响产奶量。进
入冬季后，当夜晚气温降到零下
15℃以上时，应将奶牛赶入圈舍过
夜，以防冻伤乳头或使体能消耗过
多，从而影响其产奶量。在冬季一般
牛舍内温度保持在10℃-25℃为宜，
温度过高也会对牛产生副作用。

湿 当奶牛全部进入圈舍后，要

注意牛舍内的通风设施，牛舍湿度不
宜过高，其相对湿度不宜超过60％，
否则会使奶牛受到水分过多的外界
刺激，导致其产奶量下降，严重者会
患一些由真菌引起的病症。许多饲
养户用塑料大棚做成的简易牛舍往
往忽略通风设施，使奶牛易患疥癣，
造成奶牛产奶量下降。

精 进入冬季的奶牛，由于外界
环境的改变，必定导致奶牛体能的消
耗，用来补充其能量的主要饲料是玉
米，在蛋白饲料不变的前提下，要增
加玉米 20％-50％。每日给高产奶
牛，日产奶35千克以上供给的精料应
达到6-8千克，给一般产奶奶牛供给
精料量每日不少于3.2千克。

勤 一是对牛群勤观察，发现病
牛及时诊治；二是对牛圈、牛舍勤清
扫、消毒；三是对饲草、用具等勤放在

阳光下暴晒；四是对工作服、医疗器
具勤煮沸消毒。

水 冬季给奶牛供水不足会直接
导致奶牛产奶量的下降和引发其它
功能紊乱。奶牛忌饮冰碴水，冰碴水
容易引发消化不良，从而诱发消化道
疾病，严重影响其产奶量，在给奶牛
饮 水 时 最 好 将 水 加 热 到 10℃-
30℃。另外，奶牛需要全天供水，而
不应按顿供水。

汁 冬季应给奶牛多喂青贮、微
贮或啤酒糟等一些多汁饲料，从而代
替夏秋季奶牛采食的青草类多汁绿
色饲料。实践表明，冬季饲喂青贮或
微贮饲料的奶牛产量比不喂青贮或
微贮饲料的奶牛多近一倍，可见如果
冬季给奶牛饲喂足够的多汁饲料可
以增加其产奶量。

（琪琪）

冬季养牛谨记“七字诀”

12 月 8 日，宿

州市埇桥区曹村

镇河北村果树种

植大户武时云在

自 家 60 亩 特 色

“红岩”和“冬桃”

桃树林下喂养特

色大红公鸡。近

年来随着符离大

道贯通，农旅结合

回归原生态散养

土鸡，满足城乡消

费者的口味，又让

农民拓宽增收保

民生渠道。

张从本黄斌 摄

鸭软腿病，又称鸭瘫风。雏鸭、
中鸭、成鸭均可发生，尤以在冬春的
产蛋母鸭极易发生此病，越是高产母
鸭发病率越高。蛋鸭患了软腿病后，
轻则造成掉蛋，重则还会死亡。

病因

蛋鸭发生软腿病的原因，主要是

场地潮湿、鸭舍不通风。特别是舍养
蛋鸭，接触阳光少，运动不足，鸭群密
度过大或因日粮营养不全，缺乏矿物
质，尤其是钙、磷比例不恰当，缺乏维
生素D等都易引发此病。

防治

预防蛋鸭软腿病的发生，要使鸭

舍干燥、通风。勤换垫草，晴天多放
牧，多接触阳光，应在其饲料中补充
含钙的矿物质添加剂，以及足够的青
绿饲料、维生素D或鱼肝油。因为钙
是形成骨骼和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兴
奋的必要物质。维生素D则有促进
钙的吸收，调剂钙、磷代谢的作用。

（据《甘肃农民报》）

蛋鸭软腿病如何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