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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持续低迷让养猪业陷入迷

茫，未来趋势将怎样走？日前，农业农

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王祖

力在第三届畜牧业生物安全大会上表

示，当前猪价正处于大周期的下行周

期中，但仍然有机会取得季节性盈利。

供应处在上行初始阶段

“猪周期依然存在，21世纪以来

五轮‘猪周期’价格波动规律都有迹可

循。”王祖力表示，从历史上来看，猪周

期平均4年一轮，谷底通常在4－6月

份，行业低迷期通常是疫病高发期。

当前，正处在第六轮猪周期的下行初

始阶段。

供需决定猪价，产能周期波动是猪

价波动的根源。王祖力首先讨论了当前

市场供需形势。他认为，今年产能的释

放将会不断增多，但下半年消费提升也

会有拉动作用，综合来看，今年将不会出

现过高的猪价，但也会有盈利空间。

“现在出栏的猪体重已经明显下

降，库存的产能已经基本释放，接下来

总体的供应会回归到正常的曲线。”王

祖力分析，“而在正常的供应曲线下，当

前的供应处在上行过程的初始阶段。

预计供应增长较为缓慢，在消费由淡旺

季转换的过程中，依然还有机会取得季

节性盈利。行业去产能进度较慢，而真

正的猪价寒冬可能在明年。”

行业对后期行情预期过高

王祖力认为，理论上来看，本轮大

周期的下行周期才刚刚开始，接下来

产能释放将不断增加，今年10月份前

后将达到供应的顶峰。

王祖力对下一步产业走势主线进

行了研判，他认为，在大周期视角猪

价是下行的，在大周期基础上，小周

期视角下猪价也是可以出现上行

的。“当期能繁母猪存栏与滞后10个

月后的猪价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

关系。2022年4－5月产能出现由下

向上拐点，理论上对应2023年2－3

月价格才会出现

由上向下拐点。”

王祖力说。

但实际上去

年年末猪价就出

现了下行，养猪

业从今年1月份

开始亏损至今，

王祖力认为这与

去年四季度初期

行业对后期预期

过高，透支后续

行情有关。随着

曲线回归正常，价格回归性上行也是

可能的。

明年形势依然不乐观

总体来看，2023年消费需求或较

前两年好转，但2022年产能连续增

加，使得2023年生猪市场不确定性

较大。

“今年2－4月猪价由去年4－6

月的产能决定，那时能繁母猪存栏

4200万头左右。今年产能连续4个月

去化，但幅度非常小。当前产能为

4300万头左右，且效率可能更高，对

应明年2月前后供应量，届时市场供

应同比今年可能更多，形势依然不乐

观。”产能正在缓慢去化，但只是属于

“微调”。王祖力提醒养猪业，如果下

半年猪价有所上涨，产能去化将更加

困难。

综合来看，王祖力认为，排除异常

因素影响，在国家生猪产能调控机制

的作用下，以及规模化水平大幅提升

的背景下，未来养猪业或可能进入

“产能微调、行业微利”时代。需要关

注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包括非洲猪

瘟疫情、蓝耳和腹泻疫情、消费量变

化、市场情绪带来的出栏节奏变化、产

能调整节奏以及能繁母猪群体生产效

率等。 （据《南方农村报》）
一、下痢症。患病奶羊不肯吃奶，只啃土，

排黄稀尿，带有血丝。精神萎靡，走路摇摆，死

亡率高。治疗方法是按每只羊炒6克生盐，以开

水冲泡，待水温时给羊灌服。

二、软骨症。每只羊每次用维生素D3乳剂

120万单位、维丁胶性钙10毫升混合肌肉注

射。每日一次，连用7天。症状严重者每天肌注

维生素B1，210毫升。

三、羊快疫。羊快疫系腐败梭菌引起的急

性传染病。入夏后每只羊肌肉注射一次羊厌氧

菌五联苗2毫升。

四、臌气病。因过量摄食豆科植物、霉变草

料、豆饼及精料导致发病。治疗方法是经常规

消毒后用套管针穿刺放气，再将甲醛3-5毫升

加水300-500毫升后灌服。

五、假死症。假死症专发生于羔羊。发生

后可用酒精擦拭其鼻孔周围以刺激呼吸；亦可

倒提其后肢，拍击其背、胸部，或让其平卧，两手

有节律地挤压其胸部两侧，助其呼吸。

六、寄生虫。绦虫病：取阿苯唑8毫克一次

灌服或硫双二氯酚100毫克一次灌服；螨病：用

0.1%-0.2%杀虫剂水溶液药浴或用0.5%-1%敌

百虫水溶液涂擦患部。

七、肺炎病。每天用青霉素80万单位、链霉

素10万单位肌注2-3次，或用10%磺胺嘧啶钠

20-30毫升，每天肌注两次，连用3-5天。

八、水腮病。类似腮腺炎，脖子肿粗、呼吸

困难、草难咽下。轻者可用凉水冲洗脖子，洗后

涂上一层稀黄泥；重者可用大黄6克炒熟研末，

加入5个鸡蛋灌服。

九、中毒症。因误食沾染了有机农药的草、

饲料所致。可用1%阿托品2-3毫升皮下注射或

肌注，症状较重的每隔1小时注射一次。（郏建梅）

夏季由于气温高，奶牛机体抵抗力

降低，易产生热应激，发病率升高，影响

正常的产奶量和繁殖力，因此，养殖者

应注意以下问题：

预防热应激。牛舍温度在高于

30℃时，就会影响奶牛体表散热，导致新

陈代谢障碍，出现食欲不振，产奶量下降

等热应激反应。因此，高温季节应加强

牛舍通风，减少牛群密度，可采取风扇、

水帘或直接向牛体表喷雾等降温措施。

同时可采取提高饲料能量浓度，添加抗

应激饲料添加剂，多喂优质青绿饲草，调

整喂料时间，早、晚喂料，并保证饮水，及

时清洁牛舍等预防热应激措施。

预防产褥热。产褥热是母牛分娩

后受病菌感染引起的一种严重全身性

疾病。多发生于难产或助产不当，或因

饲养管理严重缺陷，机体抵抗力下降所

致，热应激也是个重要诱因。主要症状

有发病急、体温高、心跳急促、精神沉

郁、卧地不起和子宫胎衣不下、褐色恶

臭分泌物等。此病发展迅速，必须及时

治疗。可采取局部和全身治疗两种方

法。局部治疗：子宫内有胎衣或恶露

时，使用子宫收缩药如垂体后叶素、前

列腺素等和抗感染药如新霉素、土霉素

等制剂进行子宫注入。全身治疗：可选

用青霉素、链霉素、四环素、头孢类抗生

素等抗感染药静脉滴注。产褥热可通

过加强孕期饲养管理和严格遵守生产

过程的兽医卫生规则进行预防。

预防乳腺炎。乳腺炎是奶牛的常

见多发病，主要因不卫生或违反挤奶操

作规程损伤乳腺黏膜，使病原微生物侵

入而感染。主要表现患病乳房区炎症，

严重时表现全身症状。局部乳区治疗：

可选用青霉素和链霉素150—200毫

升（2000—4000单位/毫升），注入后

用手捏住乳头，向上轻轻冲压，或新霉

素等抗生素乳房区注入，或中药膏剂外

敷。严重者用抗生素进行全身治疗。

肌注青霉素400万单位和链霉素6—8

克，每天2次，连用数天。经抗生素治

疗的牛乳在停药期内不得食用。预防

本病最关键的是要采取加强饲养管理

和挤乳卫生、严格挤乳操作规程、加强

隐性型乳腺炎防治等措施。

预防流行热。流行热是牛的一种

急性传染病，多发生于夏秋气温多变

之际，主要症状为体温高、呼吸困难、

行走艰难、泌乳量明显下降等。流行

热一般为良性经过，可采用对症疗法，

加强饲养管理等措施。可接种流行热

疫苗预防。 (栾中玉)

如今养土鸡的越来越多，很多养

鸡户都是把土鸡蛋作为自己占领都市

消费市场的杀手锏，竞争也越来越激

烈，如何才能让都市消费者愿用稍高

的价格购买自己的土鸡蛋呢？安徽省

肥西县两位大学毕业生丰伟杰和常磊

用物联网技术使自己的鸡蛋赢得了大

家的信任。

2015年3月份，丰伟杰和常磊在

肥西县铭传乡小团山承包了180亩土

地，建立占地两亩多的鸡舍，购买

3000只土鸡开始散养。“消费者可以

在线看到我们养殖场的环境，完全信

任我们的产品，这都是物联网技术的

功劳。”丰伟杰说，当年投资养鸡的时

候，合作伙伴就开始考虑如何让消费

者相信自己的产品，当时就有人建议

我们采用物联网技术，让消费者随时

看到养殖场的实时环境。“现在用物联

网管理鸡舍，我把手机带在身边，没时

间回来时，用手机就能了解鸡舍情

况。用物联网技术还可以自动投料、调节风扇

降温、晚上开灯……”丰伟杰得意地告诉记者，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互联网和物联网已成为现

代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多客户通过手机了解我们的养殖场是

生态养殖，鸡蛋的质量是信得过的。”丰伟杰说，

从2015年9月份开始销售第一批鸡蛋到现在，

每个月的销售量都在两万枚左右。

问到丰伟杰的销售经验，他告诉记者，现在

养殖场的鸡蛋每枚价格是 2.5 元，一盒是 30

枚。“我们现在重点是母婴群体，他们对鸡蛋的

需求最大，对鸡蛋的品质要求也最高。”丰伟杰

说，做农产品首先要品质好，其次要快速送到顾

客手中，只有如此，才能获得顾客长久的青睐。

（据《安徽日报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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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肉羊
注意防九种病

奶牛夏季应注意预防的几种疾病

今年生猪价格不会过高
但仍有盈利空间

农业农村部生猪产业监测预警首席专家王祖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

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

《农村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

与预测（2022-2023）》。绿皮书预计，

2023年生猪供应量整体稳中有增，供

给稳定性有显著的提升。

养殖主体方面，资本大量进入生猪

产业，使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进一步提

升，产业集中度持续提高。在产业发展

质量方面，生猪产业的发展从重视养殖

端效率的提升转向重视整个产业链发

展质量的全面提升，尤其是突出了强化

生猪种业和增强良种供给能力的支撑

作用，以生猪种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促进

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将进一步提升生

猪产业整体发展质量。

总体来看，预计2023年猪肉供需

总体达到平衡，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将

更加注重以生猪种业为基础的发展质

量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据新华网）

今年生猪供应量整体稳中有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