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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扼要回顾了人工选择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传资源，数量遗传学理论的发展完善催生了种猪测

定，后裔测定的兴起和种猪测定的发展历程，在引证种猪测定技术与猪育种目标密不可分史实的基础上，借以说

明种猪性能测定在猪育种中的作用，探讨种猪测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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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讲，猪育种的理论依据、技术流程是基

本相同的，都是围绕“育种目标”重复开展的诸如性

能测定、选种选配、遗传评估等基础工作，并根据测

定结果来评判遗传改良效果。因此，有些人认为育

种就是引种、配种、测定和评估，是用来撑场面的面

子工程；有些人则认为育种就是培育新品种，是高

深莫测的科研工作，需要专业人才和专家智慧；而

有些人认为，测定结果就是一些需要上报的数据，

与本场的育种关系不大。为此，本文拟在回顾人工

选择与猪育种，数量遗传与种猪测定、后裔测定等

史实的基础上，探讨性能测定在猪育种中的作用及

其发展，并借以抛砖引玉。

1 人工选择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遗

传资源

我国是猪驯化饲养最早的国家，我国甲骨文时

代就有猪的文字记载。纵观我国养猪史，不难发现，

早期养猪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些需求，在猪世代

繁衍的过程中施加一些干预，这种干预的实质就是

人工选择。在社会变迁、人类迁徙和自然条件等因

素的作用下，猪群中的变异个体成为人工选择的新

宠，加速了猪的体型外貌、生产性能和胴体组成朝

着人们希望的方向演化。中国人民的祖先用成功的

经验告诉世人，尽管人工选择需要实践经验，费时

费力且事倍功半，但如果能够持之以恒地沿着某一

方向进行选择，就能形成具有理想特色的猪种类型

（脂肪型、瘦肉型）及其品种。达尔文在《物种起源》

中记载了中国人民对“人工选择及变异观念”的卓

越贡献，多次提及“中国猪种改进欧洲猪品种的价

值与贡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资料显示，我国

（含台湾）有地方猪种 114个；《中国畜禽遗传资源

志：猪志》（2011.5）中收录的地方品种有 76个。由此

可见，中国人民的人工选择造就了中国猪种的多样

性，为当下的世界猪种改良留下了宝贵的遗传资源。

2 数量遗传学理论的发展完善催生

了种猪测定

孟德尔 1865年发现遗传定律后，统计学家、遗

传学家和生理学家在验证、拓展孟德尔遗传定律基

础上，融入生物、统计等学科理论，使之发展成为

“数量遗传学”。随着概率论、线性代数、多元统计、

计算机技术和超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得某些数

量性状的表现值如生长速度、背部脂肪厚度、瘦肉

量等可以通过随机抽样来测定，并借助数学模型

（如 BLUP）来分析研究遗传参数（遗传力、遗传相

关、选择指数和育种值），预测遗传动态，指导育种

工作。由此可见，数量遗传学理论的发展完善催生

了种猪测定，种猪测定结果的应用成就了育种的新

技术新方法如群体继代选育的发展与应用；育种目

标与育种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测定技术与方案的优

化；测定新技术新方法的综合运用，加快了新品种

新品系的育成，如我国以地方品种为素材，已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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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24个品种（配套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种猪测定

是育种的基础，没有测定，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育

种。

3 后裔测定的兴起

1887年，丹麦生猪出口德国受禁后，采用英国

大白公猪与本地长白杂交，生产的瘦肉型杂交商品

猪出口英国。由于养猪生产者使用杂种进行生产，

导致杂交商品猪质量问题时有发生，为提高商品猪

质量，丹麦成立了“国家认证育种中心（1895）”，建

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育种猪群（1896），在国家层面上

开展种猪质量认证、纯种选育、种猪登记和杂交生

产。然而，早期的种猪认证和评分并不顺利，由于只

依据种猪外型评定难以选出具有优秀遗传品质的

个体，而主要经济性状的表现值如背部脂肪厚度、

硬度和分布，腹肌厚度与产量，瘦肉量与肉质等需

要屠宰测定才能得到，为做好种猪质量认证和纯种

选育工作，1899 年首次在育种群中开展了后裔测

定。由于育种群不同，其测定环境条件、测定方法和

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导致育种群间测定结果的可比

性较小。为提高后裔测定结果的可比性，1907年，丹

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种猪后裔测定站，在丹麦联

合肉品厂的资助下，丹麦国家动物科学研究所

（NIAS）在总结早期后裔测定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

种猪后裔测定标准，并按照该标准，在相对一致的

测定方法、饲料营养、饲养管理和环境条件下开展

后裔测定。由此可见，丹麦长白猪成为世界著名的

瘦肉型猪种，与丹麦成功开展的种猪后裔测定密不

可分。继丹麦成功开展后裔测定之后，世界各国兴

起了种猪后裔测定热潮，如 1923年瑞典、1935年加

拿大、1960年日本相继建立了后裔测定站，并开展

后裔测定工作。

4 种猪测定的发展历程

后裔测定是利用种猪多个后裔的性能测定成

绩来评估该种猪的遗传能力或种用价值，随着遗传

力学说的发展，种猪类型由脂肪型向瘦肉型转变，

背膘厚、瘦肉率成为猪育种的首先性状。为加快背

膘厚、瘦肉率的选育效果，欧美等国的种猪测定工

作开始利用活体刺尺测膘技术，并将种猪本身活体

背膘的测定结果作为评估该种猪的遗传能力或种

用价值的依据；于是，费时费力的后裔测定已不能

适应猪育种中一年一世代的需要；逐步被利用种猪

本身及其全同胞或半同胞的性能测定成绩来评估

该种猪的遗传能力或种用价值的同胞测定所取代。

然而，刺尺测膘的创伤可能导致感染而影响其种猪

价值，制约了刺尺测膘的发展与应用；1956年，第二

届国际超声学术会议的召开促进了超声技术应用

在欧美的兴起，欧美等国的育种者开始将超声技术

运用于种猪测定，活体超声测膘技术快速取代了刺

尺测膘，于是，利用测定种猪个体本身的性能测定

成绩来评估该种猪的遗传能力或种用价值成为猪

育种必备的技术手段。

综上所述，种猪测定历经了后裔测定→同胞测

定→个体测定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超声活体测

定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数量遗传学理论及其遗传力

学说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猪育种目标的

改变，促进了新技术新方法在种猪测定中的应用与

发展，猪育种理论的发展完善，加速了新技术新方

法转化为种猪测定的技术与方法，使得种猪性能测

定成为猪育种的基础，并延续至今。

5 种猪测定的未来

纵观种猪测定与猪育种的发展历程，不难发

现，当育种者关注猪肌肉品质变劣问题时，就催生

了氟烷测定技术、酶活、酶型检测技术在种猪测定

中的应用；当育种者关注基因组选择时，就催生了

DNA标记、基因测序技术、基因探针等检测技术在

种猪测定中的应用；当育种者关注种猪活体组成

（胴体性状与肌肉品质）时，就催生了计算机断层成

像技术（Computed Tomography，CT）、核磁共振（Nu-

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技术在种猪测定中

的应用。

综上所述，种猪测定技术与猪育种目标密不可

分。这就是说，社会发展的无止境造就了科技发展

的无极限。因此，市场需求的变化永远是猪育种的

目标和方向，伴随着育种目标的变化，必然催生出

新的测定技术、新的测定方法。当下的市场需求呈

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的结构性变化，全基因组选择与

常规育种相结合的育种技术或许是猪育种的发展

方向，大数据联合育种技术必将催生出大数据的跨

区域同步种猪测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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