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羊养殖培训心得体会 养猪实践体会与
感悟参加养殖业养猪心得体会(实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好的心得体会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
好好写一篇心得体会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心得体会怎
么写才比较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牛羊养殖培训心得体会篇一

一、让猪满意

现代规模化猪场都注重科学养猪，其中如何“让猪满意”是
大家都非常努力去做、非常尽力做好，却非常难做好的一件
事情。

叶老师在讲解“保障猪的生理健康”中提到人有衣食住行，
猪有吃喝拉睡。

1、猪采食位。建议每栏每头猪平均有0.8个采食位。从对猪
的福利来讲，采食位足够多是好事，但是不能盲目多。猪是
喜欢抢食的动物，采食位过多就没有了竞争性，还会以玩耍、
污染等方式浪费饲料，特别是小猪。采食有竞争性、吃得多
才长得快。另一方面，病残弱小猪要隔离饲养，需要有足够
的空间进行采食和疗养;同样，后备母猪为了控制其膘情和注
重整齐度的情况下，也需要足够的采食位。

2、空气质量。空气只有人感觉舒服，猪才舒适、健康。一般
猪场小猪的生病主要是呼吸道性疾病，其致病因往往是空气
质量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单独饲养的病猪(给予舒适开阔的
空间——空气质量好)会更快好起来。人怕臭，猪也会怕。想
知道猪场产房空气质量是否合格，不妨去产房住一晚上试试?
一个晚上你受不了，猪长期住怎受得了?以前听一位养猪老板



说他30年养猪经验，就简单两个字：通风。检查空气质量好
坏，查栏时可以这样做：弯腰至猪鼻子呼吸的高度，闻空气
中的气味是否刺鼻?如果刺鼻，就要采取措施了!

广东某养殖户一栏饲养5头肉猪亏本，养4头盈利：为何?密度
大了。

3、猪舍温度。课程中各位老师提到防暑降温、防寒保暖中容
易疏忽的问题，我们猪场也存在。比如在前年寒冬临近，天
气聚冷，某栋定位栏饲养员连续几天晚上忘记关窗户，导致
个别母猪流产。猪睡觉的地方阴冷潮湿会产生很大的应激。
叶老师建议产房、保育舍冬季的空间温度保持在20度左右最
好。冬季猪舍可以利用沼气能源来保温。

二、母猪群精英化

1、母猪“减少被迫淘汰、增加人为淘汰”。

叶老师提出母猪群应“减少被迫淘汰、增加人为淘汰”的观
点是一个很科学的指导思想。母猪被迫淘汰：肢蹄病、产道
炎症、过肥过廋、难发情、病残等;人为淘汰：生产性能差等。

从理论上讲，规模化猪场在长期稳定的生产状况下，母猪群
每年淘汰的比例是三分之一。事实上，母猪淘汰率也和本场
的饲养管理水平以及当地的疾病流行情况等相关。只有猪场
的饲养管理水平提高了，其母猪被迫淘汰的比率才会下降，
人为淘汰的比率增加，从而有利于提高母猪群的整体生产性
能，年供小猪增多，同时减少了兽药和饲料等的使用成本。

叶老师提出的“母猪8胎龄必淘汰法”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因为随着母猪年龄的增加，其遗传基因也会随着老龄化，从
而其优良特性表达得越来越不明显或减弱。这也可能是为什
么原种猪场生产年限久了需要考虑重新引种的原因。



2、后备母猪群对经产母猪群微生态系统的预适应。

这是叶老师在“如何科学饲养后备母猪”中讲到的一点。我
们猪场也有这样的做法，比如在饲养后备母猪的第2栋空怀舍
同时引进断奶的经产母猪。仔猪拉稀最常见于后备母猪，饲
养员不喜欢养后备母猪。后备母猪比较难养，主要是后备母
猪对各种疾病的抵抗力相对较差。如何科学饲养后备母猪?首
先，我们要提供营养平衡的优质饲料，保证配种前有适度的
背膘厚度，以此来满足其繁殖过程的营养支撑。其次，我们
可以把体重达到100kg的后备母猪与本场经产母猪混群一个
月，让后备母猪群对经产母猪群微生态系统有一个预适应。
有的猪场甚至把要淘汰的经产母猪和后备母猪混群一段时间
后再淘汰，也是同样的道理。

三、为什么有的猪场妊娠母猪在后期会出现乳房水肿的现象?

叶老师和钟经理等在讲课中都提到过：有的猪场的怀孕母猪
在妊娠后期会出现乳房水肿问题。母猪乳房水肿发生的位置
主要是乳房延伸至腹股沟处，有的母猪继发感染成乳房炎。
发生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可能的因素。其一是饲料营养配方存
在问题，能否供给母猪优质新鲜的母猪料很关键。饲料配方
不科学、营养价值不高或饲料过期等，饲喂后都会引起母猪
乳房水肿。所以我们的饲料在运输、保存时要防止受潮和发
霉，防止产生霉菌毒素。其次，定位栏妊娠母猪的运动量很
少或者没有也会导致母猪营养、水分等微循环代谢不协调引
起乳房水肿。再者，一些潜在疾病，没有定期使用抗生素给
母猪做保健，也可能导致母猪乳房水肿。有的猪场在母猪攻
胎阶段小栏饲养，以增加母猪的运动量是不错的做法，但是
要考虑到母猪合并栏的打架应激。

四、封闭式猪场管理中有很多宝贵的养猪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和借鉴。

1、生产记录表格明细化，并且按规律分类、整理和收藏。这



样做可以随时查阅和参考，可以对几年内养猪的成绩和技术
进行统计、对比、分析和总结经验，以提高养猪水平。随着
我们猪场养殖规模的扩大，我们同样可以做的更细更全面，
在详细的记录中总结、分析出属于自己的养猪经验。

2、使用非一次性的输精管。非一次性的输精管可以重复使用，
使用后进行清洗、蒸汽消毒，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节约成本，
但要求配种员必须严格按照消毒程序进行规范操作，不能偷
懒，否则得不偿失。市场上所销售的一次性输精管也不能保
证就是无菌的，不能排除存在粉尘、塑料气味、色素等影响
配种效果的可能。相比之下，只要操作科学、规范，使用非
一次性输精管更安全可靠。

3、母猪保健的重点阶段是配种阶段和分娩阶段。

苑老师在讲《猪场免疫和保健程序的制定与调整》中提出母
猪保健的重点阶段是配种阶段和分娩阶段，因为这两个阶段
母猪的子宫颈是张开的，细菌病毒最容易侵入。我们也不难
发现，母猪在空怀舍和产子舍是很敏感的，最容易出现疾病
问题，这两处的工作量也相对较大。要把握好母猪群的健康
状况，我们应该把对母猪的护理工作和保健工作作为重点，
把母猪配种阶段和分娩阶段作为重中之重，多在这两方面下
功夫。比如，在做保健的时候要多考虑联合用药，避免配伍
禁忌和耐药性的产生，可以多考虑使用能提高母猪免疫力的
药物，以达到提高疗效降低毒性的目的。保健药物的选择，
质量是关键，因为使用质量差的药物会错失最好的治疗时机，
既浪费钱又没有作用，得不偿失。

联合用药有一个小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替米考星与阿莫西林
不属于同一类药物，专家不赞成联合使用，因为在这两种药
同时使用的情况下，只有替米考星不够用的时候阿莫西林才
用上。其实，和人医用药道理一样，对于某些难治之症，不
考虑配伍禁忌，其疗效反而非常的好。



猪场大门口的消毒：生产的第一道防线。钟经理在讲猪场的
生物安全时强调猪场大门口的消毒是一个猪场生产的第一道
防线。大门口作为猪场生物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非常关键，由
于其重要性，我觉得我们很多猪场大门口的消毒池还有可以
改进的地方：消毒池上面搭一个钢架挡雨棚，同时安装自动
喷雾消毒，消毒更全面;把消毒池周边雨水隔开，防止雨水流
入池子冲淡消毒水。关于消毒池，有的猪场大门口是一大块
平地，如果在建设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把消毒池相对周边抬高
一点，结果就不方便把失效的消毒水放出去，很难做好及时
更换消毒药以保持其有效浓度。

总之，要提高猪的“满意度”、提高生产效益并非一朝一夕，
而是日久天长的坚持。我们首先要知猪，然后爱猪，才能把
猪养好。科学养猪，我们要从猪场的整体生产效益出发，不
能只看表面的成本，要更注重和抓好投入产出比。其中，饲
料的营养品质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如果没有高品质的饲料营
养做保障，再好再科学的疫苗免疫和药物保健都是空谈。所
以，我们使用质量可靠的加大饲料和著名品牌疫苗是科学的
选择。

牛羊养殖培训心得体会篇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利用冬春农闲季节，
举行此次培训，在全乡范围内掀起学技能、用技能、促成长
的热潮。

此次培训以农村务农劳动力为主，以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
力为主，兼顾综合素质的提升。本次培训内容为肉牛养殖技
术。

通过培训，使学员掌握肉牛养殖技术，并很快的适应于生产
与实践之中。

1、制定方案，完善培训教案。



2、高度重视，建立机制，利用本次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综
合素质和技能水平，积极取得乡领导、村委会的支持，以村
民学校为主阵地开展好培训工作。

3、加强领导，加大宣传发动力度

开班前，要求村主任按成教培训要求，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力争保证参训率达到100%，及格率达到90%以上。

4、任课教师要尽职尽责

为做好本次培训，成教教师要树立使命感、责任感，精心备
课，认真讲课，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使培训工作
取得良好效果。

5、加强实践指导，做好释疑解答工作。

1、集中培训难度大，经费少。

2、参训农民年龄较大，文化水平较低，对新知识接受能力较
差。

牛羊养殖培训心得体会篇三

首先要明白我是养殖业主，当前我最关心的是什么?

栏圈建设，种畜禽引进需要足够的投入，资金缺乏，需要贷
款，但贷款难度大，手续复杂(如抵押、还款能力审查等)，
贷款额度小，还款期限短，贷款资金难以发挥作用。

本地没有饲料加工企业，鸡饲料、猪饲料全部从外地购进，
导致饲料价格高，增加了饲料成本。同时引进优良种畜禽价
格昂贵，造成饲养成本高，投入产出比过大，养殖效益低下。



主要是生猪价格容易出现周期波动，价格下跌持续时间长，
而价格上涨维持时间短，导致生猪产业亏多盈少，尤其是规
模小养殖户(场)受害最大。

由于本县没有种畜繁育场，良种公母猪，良种山羊(尤其是波
尔山羊)，只能靠从外地引进，一是增加了良种成本，二是长
途运输极不方便。不能满足养殖场(户)良种畜禽的需要。

畜禽最大的敌人是疫病，虽然每年都进行春秋两季防疫，但
畜禽疫病种类多，防疫病种有限，有些疫病防不胜防，一旦
发生疫情，会给养殖场(户)带来严重经济损失。

养殖效益好不好，畜禽饲养管理技术是关键，绝大多数养殖场
(户)对养殖技术都是一知半解，需要主管部门搞好技术服务，
加强技术指导，但主管部门人力、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
到，存在技术服务跟不上，技术指导缺失的现象，与养殖
场(户)的期盼相差甚远。

如：给予养殖场(户)贴息贷款扶持，扩大种畜禽补贴面(目前
只有能繁母猪补贴)，应把种公猪、种公牛、种公羊纳入补贴
范围等。

规模小的养殖厂(户)没有能力和精力去疏通销售渠道，了解
市场信息，只能靠畜禽商贩上门收购，压级压价，造成养殖场
(户)经济受损，要建立和充分发挥流通服务组织和农民运销
队伍的作用，建立健全市场信息网，及时向养殖场(户)提供
市场信息和销售服务。

坚持每年举办1到2期养殖农民畜牧科技培训班，通过系统培
训，造就大批懂科学、懂技术的人，培养一批畜禽养殖技术
能手。

通过畜牧专业合作组织自律和服务，把各畜牧生产企业、营
销大户、养殖场(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实行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增强养殖场(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因此我们必须做到：

老子讲：“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从服务对象
中来，到服务对象中去”一定要把服务对象当作是自己血脉
相连的亲人，放下架子，深入服务对象、深入实践，广开言
路、倾听民意，了解服务对象所思、所盼，及时解决对象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与服务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中体察
民情，在为服务对象排忧解难中建立感情。

服务对象在我们心中有多重，我们在服务对象心中就有多重。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把服务对象放在很高的位置，把自己
放在很低的位置，坚持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服务对象，对待服
务对象不分贫富，一视同仁;坚持用平等的身份接待服务对象，
不在服务对象面前打官腔、摆官架子、说官话;坚持用平等的
心态联系服务对象，不高高在上，不以权压人，让服务对象
说心里话，道烦心事，讲真想法，提好建议。

从省到市开展“百千万”活动，即百名专家进养殖场，千名
防疫员进养殖户，万名干部进农户。深入基层做服务对象工
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为党员干部，绝不能整天围着
办公室转，围着上级领导转，而不围着服务对象转。应该把
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解民意，体察民情，解决民难上，做到无
论工作多忙，都要安排时间深入基层，无论时间多紧，都要
抽出时间联系服务对象，切实在联系服务对象中找到工作的
切入点和落脚点，增强工作的针对性。

作为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把服务对象当主人、
当亲人、当老师，善于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自觉接受服务
对象的监督，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服务对象问计，查找
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服务对象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服
务对象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服务对象努力，衡量发展
成效由人民服务对象评判，用服务对象的智慧推动当地发展。



干部为服务对象多送一份温暖，服务对象对干部就多生一分
感情;干部多尽一份职责，就为党多增一份光彩。作为党员干
部，要把服务对象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以“服务对象
利益无小事”的态度，诚心诚意地为老百姓解难事、办实事、
做好事，着力解决人民服务对象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着力解决服务对象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广
大服务对象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心系服务对象鱼得水，背离服务对象树断根。”每名党员
干部只有始终牢记自己职责，自觉深入基层，联系服务对象，
不断增强为民服务意识，才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

牛羊养殖培训心得体会篇四

时光荏苒，将近两个月的实习生活转瞬即逝。此刻，在家可
以任性地睡到日上三竿时，我却不禁回想起实习中的点点滴
滴。

利用专业认知实习的机会，元旦过后我便来到了三维养猪场。
通过参观了解，着实让我大开眼界。数千头规模的养猪场只
有_名工人管理。初来乍到，我负责妊娠舍和后备舍近200头
母猪的饲养工作。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给猪投料，这对我来
说无疑是一次挑战。然而，无论想不想起床，猪都在那里饥
饿地嚎叫。况且，不及时完成任务连饭点都赶不上。经过激
烈地思想斗争和长期的坚持，我便也养成了科学的生活习惯。
无论是寒风凛冽，亦或是小雨淋沥，甚或是天降大雪，都不
曾停下我定时定量给猪投料的脚步。耳朵冻胖了、双手冻裂
了，我也从未间断、从未懈怠，中间陪伴我的是那一句：吃
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后来，随着对养猪的深入了解，我有幸接触到了一项关键技
术——人工授精。采集精液、品质镜检、稀释分装，这一系
列精细的工作都需要高度谨慎细心。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



我将杜洛克品种的公猪精液输给了约克品种的种母猪，这样
导致的严重后果是种猪所生猪仔品种不纯。这一失误被师傅
发现后，他严肃地说道：“一头种猪仔能卖几百块。你这样
使种猪生出一窝不伦不类的杂种猪，直接损失就是几千块。
这要是你工作时，你一个月的工资就打水漂了。”此次犯错
让我深刻地吸取了教训，也让我意识到走出校园便需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形成缜密的工作态度。残酷的社会现实不允
许我们再随便犯错，否则就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从那以后
我就有意识地积累经验，加强认知，再也没有犯过此类低级
而严重的错误。我想它也必将持续指导和警示我以后的人生
和工作。

做完本职工作后，我经常到产房、保育舍、育肥舍等处帮忙。
我深知，想要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就要调动自己的
主观能动性，主动吸取知识的营养。在产房我学会了接生、
剪牙、断尾、保健等操作。为了更好地掌握猪只动态，有几
日我索性睡在产房，半夜起床接生也是常有的事。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日常的巡栏过程中，我发现许多临床
病例。在师傅的建议指导下，我掌握了一些普通病的治疗方
案。不过，用药打针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障碍。有些猪看见
人进圈就贴着墙边兜圈子，甚至对我张牙示威。起初看着满
圈跑的猪，我拿着注射器的手直发抖，经过场内师傅的鼓励
和锻炼便也都熟能生巧。期间，指导我的吴医生说曾经跟过
他的研究生给猪打针时，猪一叫，他们把注射器扔了。听到
此，我不禁笑出声来。苦笑过后，也引发了我诸多思考。我
充分认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曾师傅也说“以后
你做一线指导时也要有过硬的技术，否则难以服众，你的工
作也难以顺利展开”听着有道理的教导，我暗下决心，要苦
练真本事，励志做名好兽医。

此次实践我也学到了不少专业知识外的东西，懂得了处理好
与各方面的关系、与他人和谐相处至关重要。学校里成绩斐
然的学生变成未知领域里从头学起的实习生，而熟悉的校园
也成了陌生的养殖单位，老师变成了领导，同学变成了同事。



相处之道完全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对于沟通的认知显
得有些苍白。于是第一次觉得自己没有本以为的那么健谈。
适应新的环境需要过程，时间和实践会让我很快完成角色转
变，真正融入工作单位这个与学校截然不同的社会大环境。

通过这次实习，我体会到了踏实实干的工作精神，谨慎认真
的工作态度，努力负责的工作风范。实习过程中，将理论知
识和实践操作相结合，加深了对知识的印象，拓宽了我的知
识面。接触社会，提高了变通能力，更能灵活机动。一线体
验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强化了我的专业认同感和社会
责任心。

校园中依然是微风拂面，幸福自由;社会上始终是弱肉强食，
节奏很快。我经历了一场就业体验之旅，初步完成了从学生
到职场人的蜕变。它将使我更加努力、更加坚定地走在畜牧
兽医的奋斗之路上。

牛羊养殖培训心得体会篇五

今天上午，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它不是人，是一只
可爱小乌龟。

小乌龟的头是椭圆形，还带有红色和蓝绿色花纹。如果，你
在远处看呆在水盆小乌龟，你会发现小乌龟眼睛是红彤彤。
小乌龟壳硬邦邦，好像小乌龟穿上了它盔甲，在和水盆打架。
小乌龟壳是棕黄色和黑色相间组成一圈美丽花纹。小乌龟壳，
中间鼓鼓，就像一栋小房子，脚、头和尾巴就是这个房子居
民。小乌龟背上有十二个大小不一样黑色六边形。小乌龟脚
扁扁，还有掌蹼。你们不知道小乌龟每一只脚都有五个尖尖
爪子。小乌龟尾巴真是又细又短，好像一根刺扎在小乌龟脚
上。啊!小乌龟真美丽呀!

小乌龟不仅外表美，它活动还很有趣。如果，小乌龟很正常
时候，它就会探出头，好像在说：“大家好。”如果，有人



把小乌龟抓起来时候，小乌龟就会把全身缩进去，真像一个
害羞小姑娘。

我知道小乌龟是两栖动物，既能在水里游来游去，也能在地
上走。乌龟还会冬眠，冬天来临时候。小乌龟就在洞里睡大
觉。老师告诉我，如果你把小乌龟水盆边缘上，小乌龟一定
会探出头，从容不迫地跳下去，它真是一名合格跳水运动员。

我喜欢这只小乌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