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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作为全球唯一能彼此听得懂的共同语言，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今天，标准
必将在中国和全球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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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2013-2025年）畜牧

业智能化——精准饲喂

2019年

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

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现代农业设施建设——人工智能

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2020年 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

行动方案（2021—2025年）

养殖业向“减抗、替抗、无

抗” 方向转型发展

2021年

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智慧畜牧标准重点开展环境感知、

精准饲喂、粪污清理、疫病防控等

方面设备智能化升级标准研制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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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02选题背景与意义

根据《“十四五”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相
关文件要求，为做好2023年农业信息化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推进农业信息化标准体系
建设完善，推动数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紧密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乡村发展
战略的决策部署，紧盯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关键领域、重点环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广泛吸纳产学研用各方意见，体现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立项原则。充分发挥农业信息
化优势作用，促进农业农村领域实现技术创新、管理规范、品牌创建、效益提升等高质
量发展目标。重点面向推进物联网、人工智能、5G、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在畜禽养殖领域应用制定的智慧农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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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环保

提高健康水平

降本

增效 健康

环保

能充分利用当地饲料资源、食品工业副产
物等

开发廉价饲料资源

提高生产性能

促进消化道发育
提高采食量、饲料消化率
降低料肉比

副产物合理利用减少排放，增加养分吸收
利用减少氮、磷排放

对饲料、饮水彻底消毒
降低猪舍粉尘，减少呼吸道疾病
减少抗生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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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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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规定了猪场数字化液态饲喂管理系统建设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通讯要求、

功能要求、设备要求及控制要求。适用于存栏 500 头及以上的猪场所使用的液态饲喂

管理系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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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集成化

数据
曲线化

导入
模块化

运行
自动化

分析
数字化

信息
实时化

猪场数字化液态饲喂管理系统建设规范

ü 一键启动，定时定量精准饲喂；
ü 自动清洗；

ü 中文可视化界面，简单易懂好上手；
ü 业务功能定制化开发，开放式管理；
ü 用料、用水、用电、财务集成一体化；

ü 日龄配方云端导入；
ü 猪只信息的记录统计；
ü 酸碱度、温度、湿度记录统计；

ü 保育、育肥单元信息快速导入；
ü 定位栏信息快速导入；
ü 产床信息快速导入。

ü 圈舍数据管理，
饲喂头数、比例分析；

ü 饲喂量、饲喂阶段、
日期、配方、耗时管理分析；

ü 控制单元工作状态实时展示；
ü 移动端实时提醒，日别饲喂合计；
ü 移动端操作饲喂及查看饲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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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料  liquid feed
粉碎、制粒后的干饲料及非常规饲料与水按质量比混合，水
料比为2.5：1～4：1，经搅拌均匀形成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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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曲线 feeding curve
根据生猪不同阶段的营养和生产需要，按照日龄
明确相应的饲喂量所形成的给料量曲线。或根据
猪每日的能量和赖氨酸需求量设定的给料量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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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
饲喂厨房内布线应符合 GB/T 
50311 的规定。
 水质应符合 NY 5027的要求。
 饲料应符合 GB 13078 的要求。
 PVC输送管应符合 GB/T 10002.1 
给水管要求。
 液态饲喂管理系统操作流程见附
录A。



以
太
网

总线接口、低功耗射频通信接口

Wi-Fi接口
中央控制设备

设备控制、数据采集

总接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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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传输 终端控制 存储分析数据采集

液态饲喂管理系统功能要求

实现生猪采
食数据的记
录

采用有线、无线或有
线、无线相结合的方式实
现数据的同步、异步输送。

实现生猪液态饲喂系
统的集中、远程、联
动控制。

实现对养猪生产数
据的定义、采集、
存储、查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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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设计：简单、
明了；液晶，防水、
防尘。

移动控制器：界面友好、功能齐全、
交互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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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猪场液态饲喂系统为载体，通过以太网链接中央控制设备，集成互联网、大数据等
现代信息技术在生猪养殖领域的应用，实现对猪场液态饲喂过程的自动化控制和饲喂
数据的采集、存储、分析与远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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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部分。以控制元件的集中控制为下层数据，通过以太网、EIA-485、Wi-Fi等接口接入
控制中心或者IOT互联网平台。控制中心或者平台具备对饲喂控制系统远程控制、数据采集、
数据对比及分析、数据存储。同时实现手机端的上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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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系统对饲喂信息进行计算汇总，并利用以太网/Wi-Fi/IOT等网络将饲喂数据、
饲喂进程、饲喂状态上传至互联网，进行控制中心、云端、手机端的数据查看、远程
控制和管理，从而实现物联网技术与现代化养猪生产管理的高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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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建设满足以 Wi-Fi、以太网、EIA-485、低速无线、电力载波中的任意一种通信接口，

对下属所控制的分布单元进行液态料配制，以及对现场设备、传感器等的信息采集，同时根

据饲喂电脑上饲喂曲线、猪只信息等数据进行投料饲喂的集中控制，实现自动/手动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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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部分。液态饲喂控制元件应具备MODBUS TCP或者MODBUS RTU等通信协议。控制系统以液
态饲喂控制电脑为控制元件，通过以太网或者EIA-485等通讯对所控制的执行元件、测量元件进行控
制和信息采集，液态饲喂控制电脑对所控单元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实现自动控制饲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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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要求
应具有 Wi-F i、以太网、EIA-4 8 5、低速无线、
电力载波中的某一种通信接口。应具有上报设
备故障、报警、基本功能等信息的能力。应该
具有设备开/关机、档位控制等功能接口。应支
持协议栈。应支持远程诊断（故障提示、故障
分析、故障诊断）的云服务。

场景控制设备（面板）

应具有编辑场景、图标和名称的

显示方式

协议转换设备

应具有以太网接口、设备管理、 

PoE 供电、 EIA-485 有线接口

中央控制设备要求

应具有设备发现、控制和系统事件发
布、多回路自动控制、时间条件触发
控制、传感检测设备状态触发控制、
接入养殖智能服务云、用户习惯学习
的智能控制能力

移动控制设备

应具有便于用户交互的操作界面、养殖自

动化系统工作状态（工作模式设置、电源

控制、电能数据）显示功能

传感器设备
温度传感器：检测液态饲料的温度宜
为20 ℃～35 ℃。
pH传感器：检测液态发酵饲料的酸度
宜为3.5～7.0。
称重传感器：计量液态料配制、饲喂
过程的重量变化，单位kg（千克）

设备要求

03技术框架与内容



通过猪场数字化液态饲喂管理系统建设规范项目，明确猪场液态饲喂系统
的主要功能和控制方式，实现在养殖现场进行原料（或农副产品）发酵、
饲料配制与饲喂过程有机结合的自动化控制和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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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和数据管理
         针对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级别的权限
范围，应具有多用户方案：
a)  高级：系统管理员应有所有参数的设置
和修改权限。
b)  中级：生产管理员应有生产数据的设置
和修改权限。
c)  初级：饲养员应有日常饲喂所需的相关
功能的设置和修改权限。
d)  远程用户和本地用户均可以设置为上述
三个级别的用户。
         应具有完善的数据管理方案，包括但
不限于各类设定参数的备份、保存和恢复
功能：
a)  系统可以定期对数据进行自动备份存储，
特别是重要的设置参数，应具有备份和恢
复的功能。
b)  系统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随时备份或恢
复相关的设置参数。
c)  存储相关设置参数的文件或载体应在权
限允许范围内易于提取或保存到云端或其
他保存介质。

03技术框架与内容



 配方和原料管理
    系统应具有配方管理功能，方便
用户针对不同类型的猪群配置不同营
养水平和浓稠度的液态饲料。
    系统应能够存储一定数量的配方，
以便饲养员级别用户选择使用。
    系统应具有原料管理功能，应至
少包含原料密度和含水率两个主要参
数。
     系统应具有原料的库存管理功
能，应至少包含原料存量报警或存量
实时显示功能。
      针对加药系统及特殊营养剂、
发酵料或预制料等特殊原料，系统应
具有一定的兼容或扩展方案。可以通
过附加相关设备进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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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喂计划管理
    系统应具有饲喂曲线（或称饲
喂计划）管理功能，即允许用户根
据猪群在舍时间设定和修改每日饲
的喂量。
    系统应能够储存一定数量的饲
喂曲线，以便饲养员级别用户选择
使用。
    系统应具有分餐方案管理，即
允许用户设定每日的饲喂计划分多
少次进行饲喂。
    系统应能够储存一定数量的分
餐方案，以便饲养员级别用户选择
使用。
    系统应具有饲喂时段设置功能，
结合分餐方案自动根据设定的时段
进行饲喂。
    系统应能够储存一定熟练的饲
喂时段，以便饲养员级别用户选择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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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数据管理
    系统应具有猪舍的基本信息管
理系统，以便用户将送料回路以及
下料阀门（或称下料点位）与实际
的猪舍以及液态料槽进行一一对应。
并能够保存所有下料阀门所需饲喂
猪群的数量、种类、饲喂计划、分
餐方案等全部使用信息。
    系统应具有将饲喂计划、饲喂
时段、分餐方案与送料回路（及不
同猪舍）进行一一对应的功能。
    系统应具有能够根据每个料槽
所饲喂的猪只数量，结合饲喂计划
自动调整每日、每餐下料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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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和历史数据
    系统应具有自动记录饲喂历
史数据的功能，针对每个下料阀
门，除记录每日或每餐设定的饲
喂计划，还应记录实际检测的饲
喂量，以及相关的猪只数量、猪
群信息等。
   系统应具有必要的报警功能，
及时在系统运行中对出现的故障
或异常进行报警，并自动记录报
警发生时间，问题等相关信息。
   系统应能记录和反馈配料系
统中所涉及的各类原料的库存信
息，每日或每餐的消耗量以及库
存的变化情况。以便用户根据实
际消耗及时补充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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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调试维护
   系统应具有各类主要设备的手
动控制功能，并具有明显的切换
显示，避免误操作造成设备损坏。
必要时设置相应的连锁或互锁功
能。
   系统应具有对称重设备、泵送
设备或开关阀门等影响系统运行
精度的设备进行调试和定期校正
的功能。
    系统应具有上述各类功能的
远程调试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物
联网调试或互联网联机调试等功
能。以便厂家能在不到场情况对
设备问题进行技术支持或软硬件
维护指导。
    系统应具有针对主要加工和
运送设备进行清洗或消毒的配置
或功能。允许用户根据需求，定
期、每日或每餐多设备进行手动
或自动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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