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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大约克生长母猪的采食行为进行了观测和研究，总结了其采食规律，以期为养猪生产和猪

的行为学研究提供参考数据。选用体重（28.0±1.2）kg的大约克母猪60头，采用美国奥斯本（Osbern）工

业公司生产的FIRE全自动种猪生产性能测定系统，对猪采食行为进行精确的测定，结果表明，30～60kg体

重大约克生长母猪，其平均日采食次数为9.5次；平均日采食量为1.48kg；日采食量（kg）和体重（kg）之

间的回归方程为：y = -0.000052x3 + 0.0054x2 - 0.1177x + 0.7189 （R2 = 0.96）；平均日增重为0.68kg；白天的

采食量占全天的68.9%；全天采食量的高峰时间段为15: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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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养猪生产中需要把握猪的采食习性和特点，如猪的日采食量、日采食次数、采食时间

段等，在此基础上合理提供猪饲粮，使其既满足猪的营养需要，又避免饲料的浪费，取得较

好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目前有关猪采食行为的研究报道较少，生产中多靠经验饲喂，造

成饲料浪费。本试验采用美国奥斯本（Osbern）工业公司生产的FIRE（Feed Intake Recording  

Equipment）全自动种猪生产性能测定系统进行测定。该系统能在不影响测试猪正常行为的

状态下，连续、准确地记录群体饲养条件下每个测试猪的自由采食量和日体重，从而获得个

体的日增重和日饲料报酬。为种猪选育提供了一个新的重要的选择指标即任何生长阶段的日

增重和饲料报酬。因此，本试验采用FIRE系统对猪采食行为进行精确的测定，总结猪在自

由采食条件下的采食规律，以期为养猪生产和猪的行为学研究提供参考数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验设计 

试验于2009年5月10日-2009年6月25日在湖南天心原种猪场测定舍进行。选取体重（28.0

±1.2）kg、生长发育良好、健康的大约克母猪60头,随机分入6个测定站，每个测定站10头母

猪，经过4天的适应期后，进入测定期，在试验猪体重达到60.0kg左右时结束试验。 

2.2 试验日粮 

各测定站日粮一致，采用湖南天心原种猪场常规饲粮，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1。 

表1 试验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风干基础） 



原料组成 配比% 营养指标 营养水平 

玉米  66 消化能（MJ／kg） 13.85 

豆粕  26 粗蛋白质  17.8 

鱼粉 2 赖氨酸  1 

豆油  2 蛋氨酸+胱氨酸  0.57 

预混料 4 苏氨酸  0.64 

总计  100 色氨酸  0.18 

  钙  0.65 

    有效磷  0.23 

2.3 饲养管理 

采用封闭式猪舍，水泥地面。试验前对测定站进行全面的清洗、消毒，对仪器进行调试、

校准。各测定站环境条件一致,实行自由采食,饲喂干粉料，自由饮水, 常规免疫。 

2.4 测定项目及测定方法 

测定试验猪30～60kg体重阶段，每头试验猪每天采食次数，每头猪每次采食时间和采食

持续时间，每一头猪每次采食量和日采食量，每头测定猪每次采食时的体重。 

试验采用美国奥斯本（Osbern）公司生产的FIRE全自动种猪生产性能测定系统，当佩

带电子耳牌的测定猪进入测定站采食时，系统在测试猪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记录各项测定数据。

每个测定工作站记录每次进入测定站采食猪的电子耳牌、采食开始时间、采食结束时间、饲

料消耗量和测定猪体重等数据。FIRE系统将每头测定猪每次的采食量自动累加成为每天的

采食量记录，并从当日测定的体重值中取一个有效的中间值作为该测定猪当天的体重，以此

作为计算日增重和饲料报酬的数据基础。 

2.5 数据处理 

各试验数据均以平均值表示。 

3 试验结果 

3.1 日采食次数 

生长猪的日采食次数情况见表2，在30～60kg体重阶段，随着体重的增加，日采食次数

也跟着增加，30～40kg体重阶段为7.9次，40～50kg体重阶段为10.2次，40～50kg体重阶段比

30～40kg体重阶段增加了2.4次，增幅为30%；而50～60kg体重阶段比40～50kg体重阶段仅

增加了3%，整个试验期即30～60kg体重阶段日采食次数为9.5次。 

表2 猪采食表现 



 

体重阶段

（kg）  

采食次数（次）  

白天采食次 

数比例（%） 

 

采食时间 

（min/d）  

 

每次采食 

时间（min） 

 

采食量 

（kg）  

 

日增重 

（kg）  

料肉比 

全天 白天 夜间 

30～40 7.9 4.8 3.1 61 97 12.3 1.05 0.53 2.00 

40～50 10.2 6.2 4.0 61 89 8.7 1.59 0.74 2.16 

50～60 10.5 7.0 3.5 67 76 7.2 1.79 0.77 2.32 

30～60 9.5 6 3.5 63 87 9.4 1.48 0.68 2.16 

注：全天取6:00～次日6:00，白天取6:00～18:00，夜间取18:00～次日6:00。 

3.2 每日采食时间 

由表2可知，随着体重的增加，每天采食累计时间逐步减少，30～40、40～50、50～60kg

各体重阶段每天采食时间分别为97、89、76min。30～60kg体重阶段平均每天采食时间为

87min。 

3.3 采食时间段分布 

由表2可知，30～40 kg、40～50kg、50～60kg各体重阶段白天采食次数占全天采食次数

比例分别为61%、61%、67%；30～60kg体重阶段白天采食次数占全天采食次数比例为63%，

夜间采食次数占全天采食次数比例为37%。 

从6个测定站中随机抽取6头猪（每个测定站1头），选取其连续10d的采食时间数据记录，

将一天24小时分为8个时间段，总结其在各个时间段的平均采食量，其结果如表3。由表3可

知，试验猪在全天各个时间段均有采食，其在白天的采食量占全天的68.9%，夜间采食量占

全天的31.1%；其中15:00～18:00为全天采食量的高峰时段，占全天的21.8%，其次是9:00～

12:00，占全天采食量的18.3%。 

表3 各时间段采食量 

时间 采食量（kg）  占全天采食量之比（%） 

0:00～3:00 0.12 7.3 

3:00～6:00 0.14 8.6 

6:00～9:00 0.24 14.8 

9:00～12:00 0.30 18.3 

12:00～15:00 0.23 14.1 

15:00～18:00 0.35 21.8 

18:00～21:00 0.16 9.7 

21:00～24:00 0.09 5.6 

全天 1.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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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采食量和体重对应图 

3.4 采食量 

由表2可知，随着体重的增加，日采食量也随着增加，30～40、40～50、50～60kg各体

重阶段日采食量分别为1.05、1.59、1.79kg，30～60kg体重阶段平均日采食量为1.48kg。 

把日采食量和体重在直角坐标系上表示，得到图1，用SAS9.1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

到日采食量和体重之间的回归方程：一次关系：y = 0.0366x - 0.2127 （R
2
 = 0.82,P<0.01）； 二

次关系：y =-0.00196x
2
 + 0.2204x - 4.3677 （R

2
 = 0.95,P<0.01）； 三次关系：y = -0.000052x

3
 + 

0.00537x
2
 - 0.1177x + 0.7189 （R

2
 = 0.96,P<0.01） （其中x代表体重，单位为kg；y代表日采

食量，单位为kg）。 

3.5 生产性状 

由表2可知，随着体重的增加，猪的日增重和料肉比都逐渐增大，30～40、40～50、50～

60kg各体重阶段的日增重分别为0.53、0.74、0.77kg；30～60kg体重阶段日增重为0.68kg。30～

40、40～50、50～60kg各体重阶段的料肉比分别为2.00、2.16、2.32；30～60kg体重阶段料

肉比为2.16。 

4 结论 

随着猪体重的增加，其日采食次数和日采食量都有增加，这是由于随着猪的生长，其用

于维持和生长的营养需要增加，故需摄入更多的饲粮以满足其营养需要。从此次试验来看，

30～60kg体重阶段的生长猪，在自由采食条件下，其日采食量为1.48kg，料肉比为2.16，日

采食量和体重之间的回归方程为：y = -0.000052x
3
 + 0.0054x

2
 - 0.1177x + 0.7189 （R

2
 = 0.96）。

日采食量的多少受很多的因素影响，在生产实践中，应给予猪适合的饲粮，使猪群达到合理

的日采食量，才能既满足猪群的营养需要，又能使猪群有较高的生产水平，猪场从而获得较

高的经济收益。 

从试验结果看，自由采食情况下，30～60kg体重阶段猪平均日采食次数为9.5次，在生



产实践中可考虑适当增加喂食次数，以满足猪的采食需要；猪的采食行为大部分发生在白天，

白天的采食量占全天的68.9%，其中白天的15：00-18：00时段采食占全天的21.8%，其次是

9:00～12:00时段占全天采食量的18.3%。说明猪在白天比夜间更为活跃，下午比上午活跃。                                                                                                                                                                                     

随着猪体重的增加，其日采食量增加，但其日采食累计时间在却减少，说明在30～60kg

体重阶段其采食速度加快，这符合其生长和消化生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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