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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的认识问题

育种的效率问题

需要解决的问题

主要内容



育种的认识问题

我国猪的育种实质性进展不大，坚持长期育种

的企业寥寥无几。引种成了时尚。

育种成了企业的“鸡肋”。养猪业沉沉浮浮两三

年，经常有疾病“照顾”，到了关键时刻，就把

育种丢弃。

认识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热烈祝贺**企业引种成功

”的大幅广告。引种代表了一个企业的实力

“炒种”不可能长久，种猪市场也会逐渐健全

种猪市场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靠种猪的质量来获得和占有市场份额



加拿大最近30年的选育进展

育种的效率问题









2009年4月1日~2010年3月31日测定结果



2009年母猪的生产数据



丹麦的选育进展

2009/2010场内测定公猪成绩



2009/2010场内测定母猪成绩



2009/2010测定站公猪成绩



育种群母猪繁殖成绩



我国近几年的统计数据-表型

生长性能 － 大白

年度
公 母

数量 日龄 背膘厚 数量 日龄 背膘厚

～08 4121 161.73 11.41 9088 163.69 10.92

2008 12469 161.87 12.61 26916 164.5 12.12

2009 13712 162.27 12.4 29280 165 11.82

2010 11087 164.85 12.37 27079 169.01 11.84

2011 2664 168.82 11.79 5427 172.43 11.42

合计 44053 163.15 12.33 97790 166.27 11.8



年度
公 母

数量 日龄 背膘厚 数量 日龄 背膘厚

～08 2985 161.09 11.59 4642 164.42 11.13

2008 7662 160.06 12.72 13683 162.27 12.32

2009 8884 160.07 12.65 16451 162.87 12.11

2010 6289 163.46 12.66 15304 166.47 11.93

2011 1153 168.77 12.29 2444 170.18 11.19

合计 26973 161.34 12.54 52524 164.24 11.98

生长性能 － 长白



生长性能 － 杜洛克

年度

公 母

数量 日龄 背膘厚 数量 日龄 背膘厚

～08 2371 160.19 11.42 2390 162.71 10.6

2008 6993 160.53 11.97 6464 165.42 11.36

2009 7983 161.4 12.08 9176 163.52 11.07

2010 5229 165.51 12.49 6215 169.01 11.06

2011 1075 171.91 11.92 1373 173.34 10.79

合计 23651 162.41 12.07 25618 165.78 11.08



产仔数 － 大白

年度
产仔母猪

 数

产仔记录

 数
窝/年 平均总仔数 平均活仔数

～08 6665 10109 1.51 10.52 9.45

2008 16585 29057 1.75 10.98 9.96

2009 22515 40422 1.79 11.07 10

2010 19460 30580 1.57 10.77 9.77

2011 4538 4548 1 10.77 9.94

合计 69763 114716 1.64 10.91 9.88



产仔数 － 长白

年度

产仔母猪

 数

产仔记录

 数 窝/年 平均总仔数 平均活仔数

～08 4308 6309 1.46 10.64 9.25

2008 9440 16583 1.75 10.98 9.83

2009 12606 22589 1.79 10.97 9.89

2010 11836 17617 1.48 10.76 9.76

2011 1712 1716 1 11.22 10.3

合计 39902 64814 1.62 10.89 9.79



产仔数 － 杜洛克

年度

产仔母猪

 数

产仔记录

 数 窝/年 平均总仔数 平均活仔数

～08 1958 3104 1.58 9.53 8.28

2008 4069 6936 1.7 9.52 8.38

2009 5027 9274 1.84 9.7 8.59

2010 4203 6437 1.53 9.56 8.56

2011 1121 1125 1 9.6 8.52

合计 16378 26876 1.64 9.6 8.49

以上数据来源于张勤教授



国外的育种非常成功，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1、由企业（生产者同时也是使用者）参与

2、在大的群体中选择（组成联合育种核心群）

3、做大量细致的测定

4、使用不断更新、发展的育种值估计程序

5、进行专业的育种项目管理



我国进行了大量引种，应该说，国外优秀种猪

群的遗传素材我们已经引入

一些种猪企业也进行了测定、遗传评估、选育

为什么进展小？



需要解决的问题

育种的实质决定哪一个个体去配种（选择）

，和它们之间如何配种（选配）

育种的投入并不高，一个电子秤、一个B超仪

、一套育种软件，总体不超过20万元。

育种的进展可以累积，长久受益。

需要踏实做好基础工作



（一）大规模测定是育种的基础

2009/2010年度，丹麦6716头核心群母猪，测定量是

96784头，

加拿大2009年4月1日~2010年3月31日测定74078头猪。

（9000头左右母猪）



我国的育种场核心场要求其中1个单品种达到600
头母猪，加上其它2个品种，测定数据2000头都

困难。

准确的测定是育种、研究的基础

丹麦专家讲“数据是不会骗人的”，而我们的”数据

经常是骗人的”。

我们有的测定不是为了育种，而是为了测定而测

定



开测日期 开测日龄 开测体重 结测日期 结测日龄 结测体重 100千克日背膘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2.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5.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2008-11-02 61 30.00 2009-02-02 153 100.00 173.00 11.10



（二）科学的选留、合理的繁育体系是育种效率
 的关键

遗传进展＝

选择强度×遗传变异×

世代间隔

选择准确性

分子中有一项为零，进展就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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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许多种猪企业，育种群母猪也实行每年

33%的淘汰，母猪胎次分布均匀。六、七胎母

猪的后代仍然要去测定、选留。

公猪使用年限超过2~3年，尤其是进口公猪，

不舍得淘汰

世代间隔长，达到2.5~3.0年



遗传进展是可以累积的，世代间隔短才能实现

更快的积累。

只使用后备公猪的情况下：

第一胎留种世代间隔：
 

1.08年
第二胎：

 
1.29年

第三胎：
 

1.5年
第六胎：

 
2.12年



没有在纯种群划分出育种核心群

育种核心群
1、2胎母猪少量3胎母猪

繁殖群，3、4、5、6胎母猪

公猪全部来源于核心群



如果有600头基础母猪的纯种群，可以将其划

分为300头核心群、300头繁殖群。

如果猪场本身还有比较大的扩繁场，则可以增

加核心群数量，如400或500

任何时候，只要有新测定后备猪的指数好于现

有群体，就进行淘汰、补充。

这种淘汰是身份变化，并不是出售。



丹麦：

30 育种场 – 13,000头母猪

130 扩繁场 – 59,000头母猪



有合同的GGP母猪 育种场

长白猪

大白猪

杜洛克

2,713
2,217
1,786

17
14
15

合计 6,716 (30)

育种群用于扩繁的母猪
 

6,300 头
扩繁场母猪

 
59,000 头

2010年9月资料



（三）选择适合本群体的选择指数、测定性状

联合育种不等于所有的育种场只测定规定的3

个性状

在包含这3个基本性状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企

业自己的实际情况，增加测定性状

联合育种也不是所有种猪场应用同一个指数



丹系、美系、法系、英系应该有不同的选育重点

如果按照美系、英系猪选育丹系猪，可能会使繁殖性能降

低

国外猪育种成功的主要一点是能够根据生产性能、市场的

变化，选育目标及时做出调整。

如丹麦：1992年开始重点选择产仔数→5日龄活仔数，公
 

猪的选择增加屠宰损耗、肉质

目前一些公司针对产仔数提高，开始选择断奶窝重、母猪
 哺乳期采食量



不同年份丹育长白和大白猪育种目标

1995 2005 2010
总产仔数 31%

LP5 70% 37%

日增重(0-30 kg) 5% 1% 2%

日增重 (30-100 kg) 12% 4% 5%

饲料转化率 21% 10% 29%

瘦肉率 6% 5%

体型 14% 8% 7%

屠宰率 1% 2%

使用寿命 13%



丹育杜洛克育种目标变化

1995 2005 2010

日增重(0-30 kg) 8% 4% 5%

日增重 (30-100 kg) 16% 21% 27%

饲料转化率 31% 35% 39%

瘦肉率 25% 23% 12%

体型 6% 10% 11%

屠宰损失 14% 7% 6%

丹育杜洛克一直都在专注于生长和体型等指标，育种目标
 随着生产变化在调整，但整体变化不是很大



仔猪成活率的选择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每头小猪
 获得的护理时间在逐渐减少

在1997‐2007间，每头断奶仔猪获得的护理时间量已经
 减半，已由原来的40多分钟降到了20分钟。

•仔猪生活力为低遗传力性状，但遗传变异比较大

当将仔猪生活力分别作为母猪性状和仔猪性状时，
 其遗传力都约为0.05；



2002年，托佩克公司将仔猪生活力相关研究结果纳入其

所有母系育种计划，大大提高了仔猪生活力选择的精度

。

自2002年开始，托佩克的窝产仔数损失率（litter loss）指标出

现下降，而窝产仔数却在持续提高。

2004年将“哺育能力”增加到了其育种计划中。

从遗传学角度来讲，一头优秀的母猪必须具备以下特性：能保

证仔猪尽快的吃到初乳、尽可能多的保持饲喂姿势、对仔猪的

反应比较敏感等



在2006年，托佩克再次修订了其育种目标，新目标更多

的集中于仔猪生活力、哺育能力和母本特性等方面。



2007年母猪的窝产仔总数比2001多1.2头，窝死亡率比

2001年降低0.35％



2009年托佩克母猪技术统计

农场

数量

场均

母猪

存栏

农场窝

产仔数

指数

断奶仔
猪/母猪

/年

窝产活

仔数

断奶

前死

亡率

断奶

仔猪
/窝

2009

平 均 951 430 2.39 27.7 13.3 12.1 11.6

前10％农场 95 489 2.46 30.8 14 10.6 12.5

前25％农场 238 469 2.46 30.0 13.7 11.0 12.2

2008平均 1005 412 2.39 27.3 13.1 12.1 11.4



母猪窝产活仔数和断奶前死亡率趋势

仔猪死亡率

窝产活仔数



在制定选配计划时，大部分

育种公司对于近交的控制过

于简单，避免血缘相近的个

体之间的交配

这种方法是以假定基因尤其

是有害基因在血缘较远的个

体间是分离的为前提的

（四）在近交控制、公猪使用方面存在误区



近交衰退主要发生于一些与适应性相关的性状上

某些性状可能并不会出现近交衰退现象

近交可以揭露和消除有害基因，增大基因频率，

促进基因的纯合，使优良性状的遗传更稳定，提

高畜群的同质性，保持优良个体的血统。对于育

种核心群来说，适度近交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

近交系数在10%以下，对生长速度、瘦肉率不会

造成显著影响。



公猪使用的限制

对于公猪的利用，除了考虑利用年限外，还需要

考虑每头公猪的配种窝数

保证群体的血统数量、维持群体的遗传变异、降

低近交

有的公司实行每头公猪最多配30窝的限制策略。



限制最优公猪的配种窝数是必要的，这可以防

止家系数量过分减少和遗传方差的下降，进而

影响选择效率，保证长期的选择进展。

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掌

握



如果注重的是短期的遗传进展，或者准备近期

引入新的血缘，则可以适当放宽限制，让优秀

的公猪多配一些；

如果群体暂时不开放，不准备引入新的血缘，

则应严格限制。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国内种猪的育种都是采

用闭锁群继代选育

闭锁群选育早期有较大的进展，而以后却越来

越缓慢

育种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逐渐从重视纯种选

育、血统转变为重视生产性能、杂交

（五）处理好核心群的开放与闭锁问题



开放核心群育种方案扩大了核心群选择的范围

，加快了遗传进展，同时还增加了核心群的有

效群体含量

国内种猪场往往会偏重开放，即通过不断引种

杂交来取得遗传进展。这样的结果是大量优良

基因并非纯合，不能稳定遗传，几年之后不得

不重新引种



当种猪群的遗传素质不高时，就应该以开放为

主。但是，当猪群已经具有了很优秀的基因时

，就应以闭锁为主。

能通过闭锁选育解决的，尽量少开放，降低疫

病风险。



总结：

育种工作逐步得到企业的重视

在性能测定、技术人员培养等基础工作上需要

加强

育种效率低是普遍问题，有非常大的提高余地

加强与专家合作，制定合适的育种方案



王立贤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100193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电话：010－62816011

E-mail: iaswlx@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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