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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北现代生猪全产业链信息化解决方案 

杨莎 甘蓉军 杜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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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1） 

【摘 要】：当前，鄂西北生猪产业链各环节标准化程度低，信息化进程慢，围绕“共生共享、共谋发展”的经

营理念，依托互联网以及 APP端大数据，打通生猪全产业链各环节间的联系，形成猪产业链生态圈，为不同用户提

供智慧养殖解决方案与快捷服务，助推鄂西北地区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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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I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的大背景下，互联网的应用水平得到极大地提升。当今是产业互联网与智能互联网的

时代，各产业都在挖掘互联网的价值。消费者对产品服务的需求多样化，促使产业形态转型升级，相互融合发展。国家陆续出

台多项政策，推动畜牧行业信息技术的应用，生猪产业变革产业链，实现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尤为重要。 

1 生猪全产业链各环节发展现状 

生猪产业链主要包括饲料、疫苗、兽药等生产资料生产环节、生产资料流通环节、生猪养殖环节、生猪流通环节、生猪屠

宰加工环节和猪肉消费环节，涉及种养加三类产业，生猪养殖环节是产业链的核心，受非洲猪瘟的影响，生猪产业链各个环节

都发生了变化。 

1.1上游农资环节 

农资环节主要涉及饲料、兽药、疫苗、种猪等，2008-2018年，我国猪饲料产量逐年增加，但增速减缓，非洲猪瘟的爆发之

后，各类猪饲料均出现大幅下降；全国能繁母猪存栏同比减幅从 5.9%扩大至 37.4%；在严峻的防疫形式下，各养殖场对兽药疫

苗的需求增加；猪育种环节相对落后，核心种猪长期依赖进口，呈现“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不良循环状态。 

1.2中游养殖环节 

我国生猪生产效率较低、养殖成本高、行业集中度低。PSY(心理线指标)与丹麦、法国等发达国家相比，相差 10 头以上；

饲料成本高、PSY低、机械化水平低导致人工成本、环境治理等养殖成本增加；养殖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行业集中度低，大而

分散，行业整合与提升空间巨大。 

1.3下游流通环节 

因信息不对称，生猪销售依赖中介且价格主导。猪经纪和猪贸易商等中介在生猪流通过程中发挥较大作用，在卖猪过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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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价格主导，养殖户一般会选择出价高的买主；非洲猪瘟爆发，促使生猪运输从调猪向调肉转变，屠宰加工向养殖集中区转移。 

2 生猪全产业链信息化的必要性 

2.1生猪养殖规模大，从业人员素质低 

鄂西北地区畜禽养殖资源丰富，生猪养殖规模大。襄阳是全国 20个大型商品粮基地之一，湖北省最大的粮食主产区，建成

万头以上猪场 40 余家，规模养殖户 21000 余家，猪规模养殖比重达 65%，养殖行业规模壮大，技术人员却匮乏。目前襄阳市在

乡村兽医信息管理系统归档信息查询栏目能查询到的乡村兽医仅 789 人，养殖准入门槛较低，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不

高。 

2.2供需终端无链接，需搭建信息平台 

本地区的饲料、兽药生产厂家与养殖户供需信息存在不对称、资源浪费现象。建立畜牧信息网络平台，逐步完善信息服务

体系，可及时把养殖信息、价格信息、资源信息等传递给养殖户；随着本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市民对畜产品品质的要求不断增

加，需把规模养殖场、饲料厂、兽药生产企业、兽药经营企业、屠宰厂、畜产品加工企业集合起来建立网络数据库；利用传感

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将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终端和经营者生产终端对接，实现畜产品生产流通全程追溯，实时监督监

管者执法过程。 

2.3品牌竞争力不强，盈利需借互联网 

养殖的最终目的是盈利，本市目前叫得响的畜产品品牌依然有限。应引导养殖户树立品牌意识，养殖优良品种，积极将无

污染、绿色畜产品申报无公害产品认证和产地认证；重点突出产业化经营，形成“互联网+公司+基地+农户”、“互联网+市场+

饲养场+农户”等订单经营模式，利用网络和大数据，精准饲养与销售，提升畜禽产品经营能力。 

2.4粪污污染严重，亟待无害化处理 

随着本市养殖业规模的不断壮大，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畜禽粪污污染问题不断加剧。据统计，一头成年生猪每天排粪量

为 5kg左右，按照本市中小养殖企业存四千栏量来计算，一天排出的粪便就有 2t左右，若不及时处理，将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

的压力，有效处理粪污是所有养殖场共同困扰的问题。目前，襄州区正积极探索第三方治理，引进大型污染治理企业，引进总

投资 1.2亿元的养殖粪便无害化综合处理及生态循环利用示范项目，该项目将在 5年建成 10个基站，日处理能力达到 7000t以

上，这些信息为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市场。 

2.5产业链标准化程度低，影响信息化进程 

“互联网+”是运用互联网工具，将信息资源作为主要生产要素参与到产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信息流的形成有赖于产业链

各个环节的在线化，其进程主要取决于产业链的标准化程度。在生猪产业链中，产业链上游的饲料、疫苗、兽药、猪场设备等

环节标准化程度相对较好。然而中游的生猪养殖和下游的屠宰、加工、流通环节中，标准化程度相对较低，影响了全产业链的

信息化进程。 

3 生猪全产业链信息化解决方案 

基于对农牧行业市场环境现状及国家政策的认识，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信息资源、数据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加入到生猪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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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构建猪产业链生态圈，助力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率。 

3.1构建生猪产业链生态圈，各主体共生共享，5G智慧养殖 

在非洲猪瘟的背景下，借助互联网平台，打开襄阳生猪产业链上各主体的信息通道，形成“5G互联网+养猪”的生态圈；各

方位大数据分析，全天候实时监控畜舍。通过搭建互联网金融平台与外部金融机构实现跨界融合；在政府、高校、行业协会等

社会机构的参与下，变外部产业链为内部生态链，各主体共进退。 

生态圈内线下合作单位有：襄阳正大农牧、老河口牧原农牧等本地龙头生猪养殖企业合作以及分散在鄂西北地区种养殖合

作社；饲料厂、兽药、疫苗生产厂家、有机肥生产厂家；中国畜牧行业协会、农信研究院、襄阳市农科院等单位。 

线上平台细分为行业资讯、猪场管理、电子商务、产品易购、猪病诊断、技术培训、金融服务、物联网平台与设备、屠宰

加工、养殖溯源等。具体功能如下： 

襄猪知网：行业资讯门户网站，整合最新猪业政策、行业新闻、产品动态、行情走势和预测、最新技术、论坛讨论、社交

互动等信息。 

猪场管家：包括猪场生产管理、粪污管理、财务管理三部分。基于猪场每天上传的基础数据，系统自动生成报表，汇集生

猪养殖大数据；通过部署传感器和摄像头采集数据，实现 PC端和手机端实时监控生产。 

电子商务：对接阿里、京东、农村淘宝、正邦“小牧人”商城等。 

产品易购：种猪、饲料、兽药、疫苗、设备等生产资料的线上销售。通过“农业科技110”技术咨询服务平台，猪病经行业

专家诊断服务，为电商提供持续的用户和精准导流。 

猪病诊断：兽医工作室、“农业科技 110”在线咨询与答疑、挂号与就近选择专家、专家团队现场诊疗等；样品检测，在学

校鄂西北动物疫病检测中心、汉江水产研究所、附属宠物医院等场所进行疾病检测与产品安全检测，养殖户可享受网上预约、

上门取样、数据发布等快捷服务。 

技术培训：互联网+培训”，网上学习平台、培训资源包、饲料配方设计、技术培训、养殖宝典、案例集锦、掌上养殖等。 

襄猪金融：联合银行、保险、基金、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为符合条件的用户提供不同层次的金融产品。 

物联网平台与设备：利用感知技术与智能装置，对猪场内的环境监测、个体识别、精准饲喂、粪污处理等进行感知识别，

并通过网络传输互联，进行计算、处理和知识延伸，对养殖场实时控制、精准管理和科学决策。 

屠宰加工：AI盘点，采集数据，生猪就近屠宰、加工、洗消等。 

养殖溯源：养殖户：由电子耳标、防疫记录数据库、饲养人信息数据库、软件管理平台和手持射频耳标信息读取设备组成，

每头猪都有谱系档案，通过管理平台或手持射频耳标信息读取设备，可以随时了解每户饲养人的每一头猪的谱系档案；消费者：

通过二维码实现来源产地、养殖过程、检疫记录、图片视频等信息查询。 

用户在不同领域可获得便利的服务。线上通过商品定期促销、免费答疑、远程服务与培训等方式提高客户的关注度；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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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家义诊、免费技术服务、入户进行安全用药、安全选择饲料宣传等方式拉近与客户的距离。 

3.2整合智能化生产资源，提供组合式解决方案 

整合爱猪网、猪联网、猪场智能化管理软件、物联网平台与智能设备等资源，搭建各类平台，为用户提供产业链整体解决

方案，帮助用户实现整体效能提升；在襄阳各猪场推广应用各类软件与设备，实现节本增效，同时根据积累的行业大数据帮助

猪场、农资企业等制定生产决策，助力智能化养殖。用平台的方式融合搭载襄阳生猪产业链各环节，运用互联网使其在线化，

形成猪产业链生态圈，为圈内不同用户提供智慧养殖解决方案(见图 1)。针对上游农资环节的客户，搭建襄猪知网与“农业科技

110”技术咨询服务平台，携手阿里、京东、农村淘宝、正邦“小牧人”商城等云计算服务商，为智慧养猪搭建 IaaS 平台，利

用互联网大数据打破信息不对称，为用户提供行情走势、供求预测、产品销售等服务。针对中游生猪养殖的客户，携手农信互

联猪小智、京东农牧、东方迈德、小龙潜行等物联网，为智能养猪搭建 PaaS平台，提供物流及算法支撑；携手猪联网、猪场管

家、KFNets猪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等，构建智慧养猪 SaaS体系，为猪场提供统一如何和人机交互界面；针对下游生猪流通、屠

宰与加工的客户，进行 AI盘点，利用摄像头采集数据，经智慧引擎运算服务器分析，实现可视化管理；针对终端消费群体，搭

建溯源食品平台，打通 C端驱动到 B端的电商通道，实现社区团购。 

 

图 1生猪全产业链信息化服务平台 

4 结语 

围绕“共生共享、共谋发展”的经营理念，依托互联网以及 APP 端大数据，搭建襄猪云平台，打通襄阳生猪全产业链各环

节间的联系，逐步构建完善的猪产业链生态圈。为产业链不同环节用户提供精准化种养、可视化管理、智能化防非方案等智慧

养殖解决方案，促进生猪产业链信息化。 

参考文献： 

[1]阿旺扎西.浅析做好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措施[J].山西农经，2017,37(15)：149-150. 

[2]李宗彩，张怡文.物联网在生猪养殖中的应用[J].中国畜禽种业，2018(6)：57-58. 

[3]沈富林，陆雪林，许栋，等.智能物联助推畜牧产业升级和种养联动[J].行业指点，2016(1)：32-35. 

[4]田治洲.物联网在猪养殖中的应用[J].当代畜牧，2017(8)：4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