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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生猪产业综合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思路与功能分析 

蔡杰  张双钰  刘巧 

（湖北省科技信息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1） 

【摘 要】 通过介绍湖北省生猪产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思路与平台定位，阐述了平台建设意义与必要性，并

对平台架构及功能作了详细分析，以提高湖北省生猪产业信息化水平，促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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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生猪产业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是基于湖北生猪产业发展现状，整合生猪生产管理、技术服务、产业动态、市场行情等

产业信息，面对广大农户与涉农经济组织，提供生猪全产业链专业化信息服务的综合平台。 

1 平台内容与架构 

湖北省生猪产业信息服务平台由一个网站“湖北生猪产业信息网”、一套系统“猪场管理信息系统”、一个手机App“猪管

家”构成。“湖北生猪产业信息网”设立生猪产业动态、市场行情、疫情通报、猪倌学院、农技问答、猪病诊所等频道。网站

还与金融机构对接，根据猪场的生产和交易数据，提供信贷、保险、电子支付等金融服务，同时整合了饲料、兽药、农机具等

企业，提供网上的贸易交易平台。“猪场管理信息系统”为生猪养殖企业建立行业先进的养殖生产标准、计划管理、生产作业

管理、财务管理、成本核算、利润分析、供应链管理、业务流程体系及即时的数据统计分析平台。“猪管家”浓缩了“湖北生

猪产业信息网”的信息，同时也为“猪场管理信息系统”的注册用户提供简易的生产数据查询、商务分析、专家咨询。 

2 建设意义与必要性 

2.1 平台建设能提高养猪企业生产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该项目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能够通过采集猪群育肥及能繁母猪饲养、受孕、分娩、哺乳各生产环节数据，分析发现当前生

产环节存在的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从而提高母猪PSY（年生产断奶仔猪数），实现猪群精细化管理，从而提高猪场

管理效益。该系统基于云计算技术平台搭建，无需猪场购买服务器、存储设备，只要有互联网接入即可访问系统，节约了猪场

的IT 运营成本。同时该系统支持手持终端录入数据，为猪场一线操作人员提供简便的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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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台建设能从整体上把握生猪生产及价格情况，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全国生猪优势区域布局规划（2008 ～ 2015 年）将数据库平台建设列为建设重点之一，明确提出对重点生猪养殖基地实行

动态管理，做到数据准、情况明、底数清，对生猪生产形势进行分析和预警，合理指导养殖户发展生猪生产。而通过生猪产业

信息服务平台的应用，能精准掌握使用该平台企业能繁母猪、断奶仔猪、育肥及出栏各环节生产数据、市场交易数据，实现生

猪养殖数据动态管理，从而为政府宏观把握生产情况，制定政策提供一定依据。 

2.3 平台建设有利于增强信息透明度，推动行业整体信息化水平迅速提升 

该项目建设能为生猪企业及时提供引种、生产、市场交易各环节信息，积极解决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生猪生产、流通、消

费和市场调控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推动行业整体信息化水平迅速提升，促进生猪产业跨越式发展。 

3 平台功能分析 

 

3.1 应用层面 

生猪养殖企业能通过“猪场管理信息系统”采集猪群育肥及能繁母猪饲养、受孕、分娩、哺乳各生产环节数据，分析发现

当前生产环节存在的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实现猪群精细化管理；金融机构、政府部门能通过平台及时准确的掌握

生猪生产、市场交易方面的动态数据，为政府部门制定宏观政策提供可靠依据；饲料、兽药企业能通过“湖北生猪产业信息网”

及时了解到产业发展动态、政策，也能通过平台开展饲料、兽药在线销售，减少销售中间环节；科技特派员、畜牧专家能通过

“湖北生猪产业信息网”为一线产业人员生产答疑、提供技术培训服务；广大生猪产业从业人员、农技服务人员能通过“湖北

生猪产业信息网”迅速了解到各地生猪市场价格、走势分析、疫情通报、产业动态等最新资讯，同时也能通过平台在线学习、

查询生猪育种、养殖、疫病防治等农技知识，提高生产技能。 

3.2 功能层面 

“湖北生猪产业信息网”采用成熟的网站内容管理系统做为技术基础进行二次开发。采用最为流行的OOP（面向对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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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多层架构设计，模块化开发方式做为功能开发形式。网站系统包含的功能模块有：1. 内容管理系统；2. 门户级站群管理

系统；3. 发布点管理系统；4.SSO 单点登录系统；5. 会员管理系统；6. 管理员/ 会员权限管理系统；7. 投票管理系统；8. 广

告管理系统 ；9. 评论管理系统；10. 附件管理系统；11. 全站搜索系统；12. 支付管理系统；13. 访问统计管理系统；14.WAP 

网站系统；15. 分类信息管理系统；16. 黄页管理系统；17. 商城交易系统；18. 技术服务管理系统；19. 金融服务管理系统。 

“猪场管理信息系统”基于成熟的猪场ERP 系统上二次开发，充分满足湖北地区中小规模猪场共性化的需求，能实现以下

功能：生产计划智能化及养殖管理模式标准化、自动化的工单推送及数据采集、完整的供应链管理映射全业务周期、实时的销

售、生产和采购计划跟踪、多维度成本管理准确体现生产绩效、统一的标准和内控体系支撑集团化管控、实时报表及智能分析、

随时随地的企业移动商务、稳定灵活的平台支持与第三方系统的无缝集成。 

“猪管家”基于安卓和苹果IOS 平台开发的App，能同步展示“湖北生猪产业信息网”内容，支持“猪场管理信息系统”注

册用户登录后生产数据录入和查询、商务分析、专家咨询。 

3.3 数据层面 

湖北省生猪产业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推广和运营需要整合政府、协会、科研院所、服务商、开发商等多方面的资源，其

中，湖北省科技厅提供畜牧方面农业科技成果资源；湖北省畜牧局提供专家、协会、企业方面数据信息，协调地方畜牧局和生

猪协会关系；地方科技局、畜牧局提供本地畜牧信息资源；湖北省生猪协会协调联络生猪企业相关信息资源、联系方式；湖北

省农科院和华中农业大学提供专家支持，畜牧技术信息资源；试点地区生猪农技服务商提供服务客户信息资源。资源类型包括

生猪生产管理层面数据、生产技术层面数据、市场交易层面数据、人才专家层面数据等。 

4 结语 

生猪产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能帮助企业提升自身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自身经营状况。整合生猪产业上、中、下

游信息资源，加快资源流动传递效率，提升整个行业信息化水平。建立生猪产业信息大数据，从整体上把握生猪生产及价格情

况，实现生猪养殖数据动态管理，从而为政府宏观把握生产情况，制定政策提供一定依据，这也是生猪产业发展客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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