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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经历“双重疫情”洗礼后转型与转念

Ø 规模化、超大规模化的挑战与适应

Ø 健康高效、绿色低碳与智慧智能抓手

Ø 降本增效、福利养殖与可持续发展



n 转型与转念？

Ø 猪场封闭管理：合适的饲养员和技术人员难找！

Ø 生物安全需要：设施装备智能化、管理信息化！

n 挑战与适应？

Ø 行业对智能化需求与技术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

Ø 智能化是否就能实现健康高效养猪？



n 如何实现健康高效养猪？

    ——“新冠疫情”防控有何启示？

l 扛不过去的基本上有基础病根！

n 猪的基础病多不多？基础病怎么得的？

    ——除了母体遗传，就是养殖环境造成的！

l病从口入：空气、水、料（干燥、干净、营养）

l呼吸道疾病、肠道疾病



一、智能化养猪的理念

二、智能化养猪的制约因素

三、智能化养猪的数字技术

四、智能化养猪与福利化技术



n 智能化与自动化的区别？

Ø 智能环控？

l 温度控制更精确？

l 精准通风？

Ø 智能饲喂？

l 精准给料？——自动饲喂

猪对环境的需求



n 给养猪相关设备（饲喂、环控等）配上人工大

脑的机器自动化操作管理技术

n 主要特点：

Ø对养猪生产过程相关信息自动感知——数字化技术

Ø对数据能远程实时准确可靠地采集——物联网技术

Ø对猪、环境、投入品、设备等数据融合——大数据

  ——建立数据关系模型，编制机器运行与控制程序

Ø融入机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技术——智能化管理



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
智慧化

u 数字化是智能养猪的基础

u 突破1.0-面向3.0

u 智能化管控

基于营养需要的个体
/群体精准饲喂

基于健康需求的智慧管控

信息化

基于生物学特性的健康工艺

生产过程
信息感知

移动互联
远程采集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
深度学习



n建立大数据系统，融合环

境、生理、生产过程数据

n解析互作关系&预警模型

n数据挖掘与智慧牧场管理

信息采集
l畜禽生理

l生长参数

l典型行为

l畜舍数据

l设备工况

l环境参数

l饲喂数据

l饮水数据

l投药数据

l产品数据

l清粪数据
……

生产过程数

据的自动、

实时远程、

准确可靠采

集、传输和

存贮



精度、稳定性、寿命

空间环境分布非均匀、动物个体差异

云端？用户可读性？数据安全性？



n 如何破解智能养猪数字化技术的难点？

Ø 感知技术——微型传感技术有待突破

Ø 音视频与动物表型的智能识别技术

Ø 网络技术——养殖场区域的4G、5G网络建设

Ø 关键是缺复合型人才，融合畜禽生理、行为、环境、

电子、信息、工程等交叉学科复合型人才



猪舍建筑热环境 猪舍环境调控均匀性：测点布置（位置、数量）

猪舍环境监测与调控

装备

传感技术：猪舍多尘高湿环境条件有害气体浓度传

感器，温湿度、光照等环境控制系统的准确性

猪的饲喂、饮水、投

药装备

猪的个体及小群体饲喂计量技术，饮水生理差异性

监测及其控制技术

猪舍自动清粪装备 清粪次数与数量、自动可靠测定技术

高效安全养猪过程
猪的生理参数、行为的音视频数据、生产数据的准

确与实时远程获取及传输等



Ø 建立多层楼房猪舍CFD模型，评估了楼房各层间通风量差
异，明确了楼房猪舍楼层数与层间通风量差异关系模型

6层楼房猪舍各层气流云图



n  猪生长过程基本参数的数字化

l 饲养日龄、体尺、体重与体况

l 日耗饲料、饮水等投入品数据

l 音视频行为参数（发声音频、行为特征）

l 猪生理参数（体表温度、心率、呼吸等）

Grunt        door   cough cough  cough
时间



n 猪养殖环境基本参数的数字化

l 养殖环境参数

Ø空气环境（相对湿度、气流速度、气体浓度）

Ø躺卧区环境（干燥度、干净度、温度）——80%时间

Ø饮水环境（水质、水温、饮水量）

Ø光照环境（时间、照度、光谱）



n 面向养殖企业的大数据系统的建立

Ø不同数据模块的实时准确采集

Ø数据远程网络传输

Ø养殖数据存贮与融合

生猪安全高效养殖
大数据平台



n 大数据分析应用（智慧牧场）

Ø不同数据类型的融合、数据挖掘

Ø猪的生长发育、健康与环境互作模型

Ø精准环控、精准营养、精准免疫



n 智能化养猪的实现

Ø基于养殖过程数据的机器深度学习

Ø人工智能系统的应用

Ø无人化智能养猪的实现



n 依据数字化技术的进展，智慧牧场发展阶段：

从无到有（部分生产过程数据）

从有到全（可实现全程数字化）

从全到好（建立大数据模型化）

从好到优（实现智能化无人化）



n 不同养殖方式的数字化技术



p母猪、仔猪和育肥猪群养的精准饲喂装备已经批量生产，

为福利化养猪智能饲喂提供条件

妊娠母猪小群养

智能饲喂站

育肥猪AB料智能

饲喂器妊娠母猪限位栏智能饲喂机 保育猪粥料智能饲喂机

哺乳母猪智能饲喂器



p 把妊娠母猪从定位栏中解放出来适度放养，解决猪场“高难产”难题！

p 精确饲喂提升母猪分娩背膘合格率，提高母猪20%-30%生产率。





   饲养方法     分娩产程  头胎难产率  平均窝健仔 母猪年病死率  生产用人

传统限位栏饲喂  >4（小时）   16%  10.533 （头）    10%  32

小群养智能饲喂站  <2.5（小时）   1.66%  11.147 （头）    2%  9

效果 37.5% 89.6% 5.9% 80.0% 71.9%

3000头母猪场使用国产“小群养智能饲喂站”对比结果



比人工每天两次定时定量饲喂，哺乳母猪智能饲喂器有以下优势：
ü升食量：可提升每头母猪平均日采食量500g-1000g；
ü保体质：母猪断奶基本不掉膘；
ü增仔重：断奶仔猪窝重多6-10kg；
ü早发情：发情日期提前1d以上。



猪喝水、玩水时漏水收集利用



n 防漏水猪饮水器：冬季每头猪每天浪费水6.55升，夏季每头猪每天浪费水9.95升



p控制系统：“5点位控制”→“2点位控制”

  ——线路少，故障点位减少，便于维修维护

  ——信息多，可获取更多刮粪设备位置信息

液压缸驱动+“5点位控制”p驱动系统：液压缸→曲柄连杆

     ——速度快，刮粪时间大幅降低

     ——成本低，曲柄连杆机构成本低于液压缸

曲柄连杆驱动+“2点位控制”

Ø“曲柄连杆+销接+推杆”模式，单次清粪量可达
500kg，运行速度0.03m/s

Ø在空载运行时系统阻力降低20%，清粪运行时间缩
短至原来的36.9%，用电量降低至原来的38.7%



u 场区净化难，用正压过滤通风

Ø 新风全部经过过滤，猪舍生物

安全等级高；

Ø 温度、湿度及气压等参数调控

环境指标，猪舍环境更舒适；

Ø 实现精准定点送风，猪舍前后

无温差，减少40%新风量。





湿帘进风口 湿帘间和一级过滤
主过滤

正压风机 进风口排风百叶窗及卷帘



n 我国相关企业或科研单位相继投资建设智慧牧场，开始

生产性实践探索智慧养猪相关技术成果应用

Ø 机器人巡检系统

Ø 机器人洗消系统

Ø 智能管理技术应用

p福利化养猪工艺与智能养猪装备技术将共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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