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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局部环境射流控制喷雾蒸发降温系统解决了炎热季节开放型猪舍的降温间题
。

该系统将气流

射流与水雾混合并使其均匀分布于猪栏内
,

利用水雾蒸发降低猪栏内局部控制区域环境的温度
。

初步生产性

试验结果表明
,

该系统的使用有效地降低了猪栏区域内的温度
,

从而使猪群的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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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方炎热地区开放型猪舍的夏季降温问题是生猪生产中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

每年
,

月份因气候炎热
,

华中农业大学种猪场的种猪不发情
,

配种率低且死产头数高
。

实际生产

中
,

在炎热季节
,

常采用不安排生产的办法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

为解决这个问题
,

笔者提出了利

用局部环境射流控制喷雾蒸发降温系统降温的方法
,

并于 年底至 年 月在实验室

进行了大量的试验
。

在试验的基础上完成了该系统的结构设计和安装方案设计
,

于 年

月将该降温系统安装在华中农业大学种猪场 号舍 妊娠舍 内
,

月初进行了初步生产检验
。

结果证实在系统控制区域降温效果明显
,

种猪对该系统的适应情况 良好
。

该系统能有效缓解猪

的热应激
,

改善猪群生产环境
,

从而促进种猪发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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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前猪舍概况

实验猪舍长
,

跨度
,

为混合结构开放型猪舍
。

水泥地面
,

沿南侧墙设单排猪栏共

个
,

饲养种母猪近 头
。

猪舍两侧有滑窗和门洞
,

夏季将滑窗推开可 自然通风
。

沿猪舍纵

向装有 台轴流循环风扇
,

可进行强制循环通风
。

猪舍隔热能力较弱
,

夏季舍内温度与舍外相

差不大
。

试验前对 号猪舍内外环境因子进行了连续 周
一 一

一 的测量
。

每 日每间隔

测量 次舍内外温
、

湿度
,

同时对猪舍内风速进行测定
。

图 示出连续 周猪舍内外温
、

湿度

平均每天随时间的变化曲线
,

表现出武汉地区特有的高温
、

高湿气候特征
,

采用蒸发降温的方

法显然不利
。

猪舍 内原有 台轴流循环风机
,

试验前任选 个猪栏对其自然通风状态和开循

环风机状态下的风速进行了测定
,

高度距地面 一 。 。

经多点测量得到各栏平均风速
,

结

果见表
。

可以看出
,

除 号栏平均风速偏高外
,

各栏的平均风速在 种状态下都较均匀
,

但

在测量时发现各栏内不同区域气流速度分布严重不均
。

由于受猪栏隔离墙的影响
,

距地面
。 以下区域基本无风或风速很小

,

猪躺卧时正处于无风区
,

体热难以散发
。 ,

两月
,

需每 日

次冲淋母猪
,

为猪体驱热
,

种猪夏季降温间题并未解决
。

表 猪栏 内平均风速 一
‘

栏号 自然通风状态 开循环风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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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猪舍 内外温度和湿球温度

随时间的变化

为了综合评价种猪对采用喷雾蒸发降温

方法的适应性
,

在对环境因子进行测定的

同时测量了种猪的生理指标
。

限于当时的

条件暂对种猪 含怀孕母猪 的呼吸频率和

肛温进行了测量
,

结果见表
。

由呼吸频率

可以看出
,

种猪显然受到高温的影响
。

表 种猪的平均呼吸频率和肛温

日期 肛温 ℃
平均呼吸频率

气丈人
一

今︼任二︺一匕内
厂︵匕︸,︼曰曰勺自口

﹄一一一一
,‘叮‘,‘︻了曰

说明 测试时间为每 日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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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温系统

降温 系统主要 由送风系统
、

喷雾系统

和安装支架 部分组成 图
。

为对各猪栏

局部环境分别加以控制
,

在每个栏位设置

气流喷孔
,

由气流射流在栏 内猪活动区域

形成符合要求的气流场
。

同时由喷雾系统

向气流 中加入细雾滴
,

经气流混合带到气

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月 月月月 选选

图 降温系统结构

流场各处
,

形成较均匀的浓度场
,

依靠水雾蒸发吸收种猪体热和周围环境热量
,

为猪群提供较

适宜的温度环境
。

降温系统中
,

选用
一

型 风机 台
,

铺设风管
。

由于时间关系 需在短期

内加工制作完成
,

采用了圆形气流喷孔
,

共 个 同时配套相应的喷雾系统
。

风管沿猪舍纵向

铺设
,

用角钢支架将风管
、

水管和气流喷孔悬挂固定在猪栏上方
。

试验结果与分析

经短时间使用
,

对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了初步测试
。

任选 个栏位测量风速
,

方法同上
,

各

栏平均风速见表
。

可以看出
,

平均风速值较表 中有所提高
,

且各栏内风速值较接近
。

测量结

果表明
,

猪栏内无风速死角
。

降温系统控制区域内外的干球温度见表
。

可以看出
,

控制区域内

表 系统启动后猪栏内平均风速 表 系统控制区域内外的平均温度 ℃

栏号 平均风速 一
,

栏号 控制区域外 控制区域内
连︸叹自︹只︺

⋯
自︶,土八︸自曰︸山

⋯
巴工几连八八

说明 测试 日期为 一 一 。

︹﹄甘二甲‘,‘,了口口口

⋯⋯
甘门甘︺︸月性山乃白八工任

干球温度平均下降 ℃
。

另外
,

粘于猪体上的雾滴加之气流的作用将猪体热量带走
,

从而有效

地改善了猪体的热应激
。

观察结果显示
,

雾滴能够完全覆盖猪的活动区域
,

未蒸发的雾滴除部

分粘附在地面和猪体表面并由于气流的作用继续蒸发外
,

其余均随外移气流排至舍外
,

地面无

积水现象
,

对种猪生活环境不造成损害
。

种猪的呼吸频率明显减缓
,

平均肛温降至 ℃
。

试用

结果表明
,

该系统在开放型猪舍内的应用是可行的
。

试验时发现雾滴和气流混合不够均匀
,

雾

滴分布不够均匀
,

在系统控制中心区域水雾较集中
,

而边界区域雾滴分布较稀薄
,

这是 由于气

流喷孔形式不理想造成的
。

由上文中提及的原因
,

试验中未采用实验室试验时认为效果较好的

环形旋流喷孔
。

试验结果表 明气流喷孔形式对雾滴分布和气流场风速分布均匀性的影响很大
,

故应对气

流喷孔形式和参数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合理组织气流
,

使雾滴分布和气流场风速分布更均匀
。

雾滴直径应更小
,

以利于其在气流中的漂浮
、

混合与蒸发
。

猪栏间距均匀
,

要求送风管道的出风

口分布均匀
,

因射流喷孔孔径一致
,

故靠近风机一端气流喷孔的出 口气流速度与距风机较远的

相差
· 一‘ ,

因此需对风管送风系统进行改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