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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的家畜环境控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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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酉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 )

随着环境科学的迅速发展
,

环境对家畜健康和生产力的影响愈来愈引起 人 们 的重

视
。

气象 因素是家畜外界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经常在变化着
。

用人为方法将家畜周

围的气象因素控制在比较适宜的范围内
,

不仅是畜牧业 的重要研究课题
,

而且 己经成为

生产实践中保证家畜健康和提高家畜生产力的关键性措施
。

陕西地形狭长
,

南北气温差异很大
。

榆林冬季最低温度可达 一 32 ℃
,

夏季最高温度

可达 38 ℃ ; 西安地区冬季气温经常降至 一 5 ℃ 以下
,

夏季经常升至 38 ℃ 左右
,

甚至高

达 4 0℃ ; 汉中冬季 也经常冷至 一 5 ℃左右
,

夏季 甚至升至 38 ℃左右
。

总之
,

西安
、

汉中地区

冬夏气温 的绝对差异都在 45 ℃左右
,

榆林地区达 65 ℃左右
。

这么大的变幅
,

对家畜有什

么影响 ? 在生产实践中需否对气象条件进行控制 ? 各畜牧场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 存在

什么问题 ? 为了了解这些情况
,

我们在 1 9 8 0年 6 一 9 月
,

在渭南
、

咸阳
、

宝鸡和汉中地

区调查了十八个畜收场
,

其中奶牛场 3 个
,
养猪场 8 个

、

养鸡场 7 个
。

调查结果整理如

下
。

一
、

环境控制的必要性

关中地区夏季气温很高
,

冬季气温很低
。

对猪有无不 良影响 ? 西安草滩农场 1 9 7 5年

后备猪的各月份平均 日增重见表 1
。

资料说明
,

各月龄后备猪的平均 日增重
,

春
、

秋季

比较高
,

元月和 6 一 9 月比较低
。

元 月份的饲料和饲养管理条件
,

同 12 月
、

2 月并无明显

区别
,

日增重较低完全是天 气过冷造成的
; 同样

, 6 一 g 月份的饲料和饲养管理条件并

不比其它 月份差
,

后备猪的平均日增重却一直很低
,

除了天气太热之外
,

再也找不到其

它原因
。

将冬
、

夏剩笙行比较
,

可以看出
,

冬季只有一个 月增重较慢
,

夏季 则 有 四 个

月 ; 而且元 月的平均 日增重为 12 5 克
, 6 一 9 月份则在 1 25 克以下

。

可见
,

夏季天气过

热所造成的不 良影响
,

不仅时间长
,

而且幅度大
,

比冬季严重得多
。

西北农学院教学实验农场的资料表明
, 4 月底 至 5 月初出生的仔猪

, 5 月份平均 日

增重为 18 1
.

7 克
,

6 月份 2 0 9
.

7 克
, 7 月份降为 16 4

.

4 克
, 8 月份只有 8 1

.

1克
:

10 月份

升高到 3 40 克
,

元月份又陡降为 2 70 克
, 2 月份回升至 3 19

.

7 克
, 3 月份高达 4 53 克

,

构成了与草滩农场相近似的春秋高而冬夏低的增重曲线
。

许多文献指出
,

高温对怀孕母猪很不利
,

不仅影响胎儿的发育
,

而且使它所生的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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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一直增重很慢
; 低温的影响则比较小

。

因此
,

秋季生的仔猪远不如春季所生者
。

汉中地

区某猪场后备猪的生长情况完全符合这一规律
,

详见表 2
。

表 1 西安草滩农场 19 7 5年各月份后备猪平均日增重

月 份 { 头 数 .
元 I

: 5
}

平均 日增重 ( 克 )

1 2 5

2 8 0

2 4 0

2 5 0

2 8 0

1 2 5

1 2 6 1 2 5

1 4 0 1 1 0

九 12 5

十 1 0 0 1 5 5

十一

十二

1 1 9 2 5 0

1 0 2 2 6 0

表 2 汉中地 区某猪场 19 7 8年春
、

秋季出生的仔猪体重比较

二 …万硕乞几慕氮万阵沪恳氮
袜
鳌龙
葱弃丁

二 } 5 3 } 1 6
。

7 0 8 士 3
。

2 0 0
.

1 3 6 1 1 2
。

7 5 0 士 z
。

b s i

四 … 5 3 … ” 2
·

8 7 5土 5
·

9 7 5 1 ” 6

)
“ 2

·

8 6 7士 “ ·
I U匕

六

{
5 3

…
4 8

·

5 4。士 7
·

5 ` 6

{
3 6

)
3 7

·

兮
” 8士 `

·

5 5`

,、

}
5 2

…
6 8

,

1 1 6 土 9
.

1 6 6

}
3 6

}
5 4

·

5 8 5 士 8
·

6 1。

住
,

1
。

该场未记录仔猪 出生重 ,

2
。

各月龄体重差异都非常显著 ( p < 0
.

01 )



李震钟
、

张德英
、

石华才
:

陕西省的家畜环境控制问题

由表 2 可以看出
,

春季出生的仔猪
, 2 月龄平均体重 16

。

7 0 8公斤
,

秋季出生的只有

12
。

7 50 公斤
,

二者相差将近 4 公斤 ; 至 4 月龄时
,

二者体重相差 10 公斤
,

八月龄时又增

至 1 3
。

5 31 公斤
。

这种显著差异是胎儿期间母体受到严重热应激的明显后果
。

鸡的各月份产蛋曲线
,

与光照情况密切相关
。

延长每天的光照时数则产蛋量增多
,

缩短则减少
。

我 省各养鸡场 皆未实行人工控制光照
,

产蛋量随昼长的变化而增减
,

不仅

年产蛋量很低
,

而且淡
、

旺季相差十分悬殊
。

西安市种鸡场和宝鸡市食品公司种鸡场的

产蛋率
,

开春后皆随 日照 时数的延长而增多
,

至四月份达到高峰
。

五
、

六月份本应进一

步增高
,

却因天气转热反而跌落下来
,

此后即一撅不振
。

十月份以后
,

因当年新鸡开产
,

产蛋率稍有回升
,

但因 日照时数太短和天气太冷而不能大幅度增长
,

所以都不及 30 %
。

西安市种鸡场最高产蛋月份 ( 四月 ) 的产蛋率只 有 6 0
.

5 9%
,

最低只 有 1 0
.

9 5% , 宝鸡

市种鸡场相应为 4 4
.

6 0% 和 16
.

08 % ; 全年总产蛋率
,

两个场分别为 38
.

n %和 27
。

n %
。

东

图 1 西安市种鸡场和宝鸡市食品

公司种鸡场产蛋曲线图

这些数字同国内外先进鸡场相差很远
。

追究原

因
,

品种
、

饲料
、

饲养管理方法等都是重要因

素
,

未实行环境控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

西安各奶牛场 1 9 7 0一 1 9 8 0年的产奶量
,

都

是五月份最高
,

六月份开始锐减
,

直至十月份

才开 始回升
。

各奶牛场的配种受胎率
,

每到夏

季就大幅度下降
,

甚至达不到 30 %
,

直至十月

才有好转
。

所有这些结果说明
,

关中
、

陕南的气候条

件对于提高家畜的生产力并不完全适宜
。

如能

进行适当控制
,

必然会使家畜的生产力得到充

分的发挥
。

甲占八七以

二
、

环境控制的基本情况

在家畜环境控制方面
,

当前最好 的方法是建造
“

环境控制式
”
畜舍

,

舍内的温度
、

湿度
、

气流
、

光照
、

有害气体等
,

全用人工方法控制在适宜范围内
。

采用这种畜舍
,

使

人们摆脱了家畜适应能力的限制
,

可 以在世界范围内选用适当的优良品种 , 同时 因为消

除了季节对家畜的影响
,

做到四季均衡生产
,

因而使生产力大幅度上升
。

环境控制式畜舍

的典型代表是
“
无窗畜舍

” ,

这种畜舍已经普遍应用于养鸡业
,

在养猪业中也发展很快
。

但是
,

控制环境的方法并不只限于这一种
。

许多国家 ( 包括一些工业发达的国家 )

考虑到环境控制式畜舍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

如造价高
,

对电力的依赖性太大
,

管

理费用高等
,

采用了比较简单的在一侧或两侧墙壁上设有
“ 窗帘

”
的畜舍

,

通过窗帘的

启闭
,

控制舍内的温度
、

湿度
、

气流
、

光照等因素
。

修建这种类型的畜舍
,

我们是可以

办得到的
,

而且结合我国各方面情况来看
,

也比较适用
。

我们调查过的这些牧场
,

畜舍基本上都是只能遮挡风雨
,

不能对环境进行有效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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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可 以分为三种情况
:

1
.

畜舍建得过于简陋
。

例如
,

西安草滩农场的猪舍
,

用一层平砖铺成的薄壳结构作

屋顶
,

而且南面没有墙
,

所以夏季酷热
,

冬季极冷
。

其它不少诸场都 与此类似
。

将猪舍

建得如此简陋
,

固然与经济条件有关
,

但更重要的是对于环境控制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

不少人认为只要没有把猪热死
、

冻死就算是成功了
,

不知道 堵的生产力在夏季和冬季受

到的严重影响
,

和因此而造成的饲料
、

人工
、

管理上的很太 浪费
;

一

也不知道只要稍稍改

进猪舍的建筑
,

就可以使猪的全年生产力大幅度提高
。

各养鸡场荃本上也都属这一类型
。

2
.

投资不 少
,

但未用到点子上
。

兴
“

!乙县某养猪场和长安县某养猪场
,

一幢猪舍都花

十多万元
,

但把资金主要用在饲喂和清除粪便的机械化上
,

对环境控制问题未予注意
。

实际上
,

机械化本身并不能直接提高家畜的生产力
,

只能使人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
,

劳动强度有所 降低
。

而我国的人力资源又非常丰富
,

采用人工远比实行机械化更为合算
。

兴平县某养猪场在修建机械化猪舍的过程中
,

一直遭到从社
、

队来的临时工的反对
,

他

们担心自己会因此而失去工作的机会
; 猪舍建成后

,

也因为某些方面设计不周密和机具

不过关
,

使用倩况并不理想
。

长安县某养猪场
,

一

也因类似原因而 己经停办了
。

这类情况
,

全省还有不少
。

那末大的投资
,

如果不是集中用在机械化上
,

而是用在环境控制上
,

就

能节省一部分开支
,

并能扩大吸收劳动力
,

同时使猪的生产力大幅度升高
。

3
.

注意了环境控制
,

但不得要领
。

解放军某部队养鸡场在修建 时注意了环境控制
,

但实际效果不好
,

原因是不得法
:

舍内电灯昼夜开着
,

既影响了鸡 的生产力
,

又耗费了

电力
多
通风设计不 良

,

开动风机则舍内气温骤降
,

关 闭风机则舍内空气污浊
。

某部队养

鸡场
,

鸡舍的薄壳式屋顶隔热力差
,

夏季舍内炎热
,

后来在屋顶上又平铺了两层砖
,

才

有好转
,
舍内安装了很多紫外线灯

,

每天照射几次
,

因灯的型号不对
,

不仅浪费了电力
,

甚至还会引起不良后呆
。

三
、

环境控制的正确方向

修建环境控制式畜舍
,

建筑投资和管理费用都很高
,

对电的依赖性也太大
。

我省当

前的情况是
,

电力不能绝对保证
; 房舍建流投资不能过大

,

管理费用也必须降低
;
而且

防疫条件有限
,

饲料的来源和加工调制又比较复杂
,

因此畜牧场的规模以中
、

小型为宜
,

畜舍类型以
“ 窗帘式

” 为好
。

这种类型的 畜舍可以充分利用 自然环境中的有利因素
,

当

因素变得不利时 ( 如过热或过冷
、

光照过强或过弱等 )
,

通过扩大
、

缩小或完全封闭一侧

或两侧墙壁的开露部分而进行控制
。

我省当前不仅可以做到这一点
,

而且如果设计得 当
,

管理严格
,

可以做得很好
。

例如
,

把开放式或半开放式猪舍改变为封闭式
,

适 当加大外

围护结构的厚度
,

严格控制通风量
,

就可以 使冬季舍内温度升高 到 5 ℃左右
; 夏 季 将

畜舍南北窗敞开
,

加大空气流通量
,

并按时向猪体喷水或让猪进行滚浴
,

就可以 消除猪

的热应激
。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奶牛
、

种马和各种役畜
。

对于鸡
,

冬夏季可用同样方 法

调节舍内温度
,

并且可以在每天早晨或傍晚利用人工光照来调节光照时数
,

使产蛋量稳

定上升
。

这些
“
土法

”
的效果并不比环境控制式畜舍差

,

建造费用和管理费用却降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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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有些人一听到对家畜进行环境控制
,

一听到要合理地建造畜舍
,

就觉得太洋气
,

而

且总以为要化 很多钱
。

其关这样花的钱远比搞机械化要少得多
。

而且
,

对家畜进行环境

控制
,

并不是要让家畜生肯得舒服些或图什么洋气
,

而是要充分发挥家畜的生产潜力
,

让

它们给人类贡献出更多的产品
,

这有什么不好呢 ?

四
、

结 论

关中和陕南地区
,

夏季酷热
,

冬季很冷
,

对猪
、

鸡和奶牛都有必要进行环境控制
。

陕北夏季炎热涅度虽不及关中和陕南
,

但也可达到 35 ℃左右 ;冬季则常降到 一 30 ℃左右
,

控制环境尤为必要
。

在 当前条件下
,

畜牧场规模以中
、

小型为宜
,

环境控制以土法为好
。

只要能够正确认识环境控制的重要性
,

措施得力
,

就可以使现 有家畜的生产能力大幅度

提高
,

使我 省的畜牧业得到较快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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