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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养猪之黑猪开发与要素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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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黑猪开发为中心，分别从优质黑猪毛色、养殖模式、市场定位与营销等要素进行优质黑猪与优质肉

阐述，以促进黑猪开发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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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特定历史时期尧 消费理念与政策导向影响袁
我国现代养猪业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袁瘦肉型猪
便在繁育体系与商品猪规模饲养中占据了统治地

位遥 当瘦肉猪肉质问题凸显出来袁以及猪肉产品卫
生安全问题暴露之后袁优质猪培育与健康养殖成为
新的发展趋势遥 我国地方猪因历史选择袁具有天然
优质特性袁且品种资源多达 76个 [1]袁但并非都可直
接用于经济生产遥 现阶段袁在猪价大幅波动的状况
下袁受野优质优价冶经营理念主导袁黑猪成为优质猪
开发的焦点袁发展势头强劲遥 但黑猪开发过程也须
认真考量几个关键要素袁如果不能解决好势必影响
黑猪开发潜力与前景遥
1 毛色遗传的复杂性

过去认为毛色对产肉率尧 产蛋率等无直接影
响袁毛色只是品种的一个主要特征袁因此袁猪毛色的
研究起步较早却涉足较少袁与经济性状关联研究则
更少见遥 生产中猪毛色从未成为育种主选经济性
状袁因为黑猪开发袁毛色才成为受关注的经济性状遥
事实上袁毛色与生长速度尧瘦肉率尧抗病力等生产性
能有直接关系 [2]袁至少毛色主效基因是可利用的遗
传标记遥

生产应用中为保持黑毛色并改进生长速度尧瘦
肉率袁多选择杜洛克猪作父本配套杂交袁主要为回
避白毛色对黑毛色的显性遗传遥 事实上袁猪毛色还
存在黑毛色的完全显性与不完全显性尧白毛色的完
全显性与不完全显性尧白毛色隐性遗传等多种遗传
模式[3]遥 毛色控制基因位点也十分复杂袁至少有鼠灰
色渊A冤尧白化渊C冤尧淡化渊D冤尧毛色扩展基因渊E冤尧白色
渊I冤白肩带渊Be冤尧白头或海福特渊He冤等 7 个以上基
因位点[4]遥 而杜洛克猪本身包含红棕尧深褐尧野猪色
等毛色类群袁因此袁杂交后代必然出现毛色分离袁掺
杂野猪色尧金色尧黄色等毛色遥 当黑毛色成为经济性
状袁毛色混杂不纯的商品猪品相尧一致性就会降低遥

鉴于此袁在挖掘尧利用地方黑猪资源时袁需要改
变传统的认识与做法袁地方黑猪品种选择毛色应单
一黑色袁皮色也应单一遥 受配套公猪的限制袁有色猪
种只有杜洛克猪尧巴克夏猪和汉普夏猪遥 由于杜洛
克猪毛色遗传背景相对复杂袁建议摒弃袁以保证商
品猪后代的黑毛色一致性遥 更有意义的工作是整合
中外猪种的黑毛色基因袁合成选育成一个纯黑色专
门化父系袁而将地方黑色母猪培育成一个黑色专门
化母系袁杂交后代形成黑猪配套系母本与巴克夏猪
等黑色瘦肉型猪终端父本杂交袁或直接生产黑猪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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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猪遥
另外袁猪毛色还受皮肤色素种类尧数量尧颗粒形

状及分布方式的影响袁以及微量元素尧生长环境因
素等影响[5]袁即毛色的纯正性还有赖饲养环境的稳
定与饲料营养的供给遥
2 经济性状定位

无抗菌素尧激素与药物的残留是猪肉产品的基
本卫生要求袁非优质猪肉产品的全部内涵袁不作为
黑猪开发的主要经济目标遥 黑猪开发在经济性状选
择上需要明确定位主次遥 黑毛色仅属于感观性状袁
决定商品猪外在特征品相与卖相袁真正能够持续主
导市场尧吸引消费者的是肉质优势袁为进一步激励
生产者可适当考量繁殖性能尧 饲料转化率与适应
性遥

品种目标经济性状的正确选择将决定黑猪开

发进程袁我国地方猪各有特色袁如梅山猪的繁殖优
势袁莱芜猪的肌内脂肪含量优势渊可达到 10.14%冤
等[6]遥 就满足市场消费而言袁肉质好是能够持续推广
的首要经济性状曰就生产而言袁兼顾繁殖性能好袁能
够获得较高产仔数曰就经济效益而言袁商品黑猪还
要具有较高屠宰率尧瘦肉率袁以及较高的生长速度
与饲料转化率遥

我国地方猪品种形成具有特殊历史背景袁比较
看重繁殖性能袁如产仔数多袁奶水足袁母性好会带
仔曰同时为充分利用农副产品饲粮资源袁也在一定
程度上考虑了好养尧耐粗饲尧适应性强等适合低专
业技术水平的饲养要求遥 传统家庭散养的主要目的
并非创造经营效益袁劳动力付出也少袁饲养周期较
长遥 受历史观念影响袁部分养猪企业着手开发地方
黑猪时袁首选繁殖性能袁最先选择著名的高产品种
梅山猪袁但纯种梅山猪育肥的商品猪生长慢尧瘦肉
率低尧脂率高尧皮厚袁降低了商品价值遥 同时袁在较小
群体饲养条件下地方黑猪的繁殖性能优势实际上

也不能最大限度体现遥 采取简单的中外二元杂交只
能部分改进地方黑猪的生长性状尧屠宰胴体性状和
肉质性状袁商品猪的一致性也不能达到预期遥 因此袁
面对丰富多样的地方黑猪资源袁在没有明确利用目
标尧方法和途径的状况下袁直接利用还是没有未来袁
缺乏品种创新将无法长久维持发展袁表明黑猪配套
系研发势在必行遥

黑猪开发最重要的经济性状是肉质性状袁要求

达到感官上冷鲜肉的色泽鲜红尧 大理石纹丰富曰烹
饪肉的香味浓、嫩度好、多汁性好。如果选育出的配

套系能够实现优质肉效果，即使繁殖力有所削弱也

可以接受，黑猪在经济性状的选择定位上不必求

全，所有选择都只能让位于肉质性状，这样定位黑

猪开发才能有前景。

3 肉质指标确定
优质肉概念在瘦肉型猪劣质肉产生之后即被

提上日程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袁尤其是在分子技术
介入猪育种找到氟烷基因 尧 酸肉基因 主效

基因后袁在克服劣质肉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遥 但
常规肉质度量指标 pH值尧肉色尧大理石纹尧系水力尧
肌内脂肪等只能对屠宰胴体品质尧肉质进行分级评
价袁对优质肉的评价和优质猪的选育则形成了实践
应用上的瓶颈遥

在优质猪的选育过程中袁一般将肌内脂肪含量
作为最重要的目标性状指标袁理论基础是肌内脂肪
沉积与肉的感观指标密切相关袁是肉大理石纹的主
要成因袁 尤其是肉的嫩度和风味的重要影响因素遥
肌内脂肪的化学本质是沉积在肌纤维间和肌束间

脂肪细胞所含甘油酰酯袁其重要性在于肌内脂肪对
猪肉风味的作用远大于皮下脂肪[7]遥 应用研究显示袁
宁乡猪油酸含量高于外三元杂交猪渊 <0.05冤[8]曰野莱
猪与长大猪相比饱和脂肪酸极显著低 渊 <0.01冤尧多
不饱和脂肪酸极显著高渊 <0.01冤[9]曰五指山猪饱和脂
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均极显著高于长白猪

渊 <0.01冤[10]遥脂肪醛类是影响猪肉风味的主要成分袁
在热处理过程中脂质降解产生大量挥发性物质袁通
过脂质与迈拉德反应产生肉风味袁其中不饱和磷脂
是肉类特征性风味的重要来源[11]遥因此袁除肌内脂肪
定量之外袁须更深入定性肌内脂肪中决定风味的脂
肪酸的决定性化学成分袁确立代表优质肉的化学物
质含量指标袁以完善优质肉的度量与优质猪的定向
选育袁这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袁也是迫切的应用需求遥
4 饲料营养与饲养管理

优质猪的开发立足于地方黑猪袁可以从传统养
殖方式中受到启发袁但不能完全照搬传统的养殖方
法袁主要是营养和饲养管理上需要革新遥

地方猪传统饲养无须配合全价饲料袁完全饲喂
农副产品袁所以生长慢袁饲养周期一般达到一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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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袁商品肥猪胴体往往不可食用脂肪占总脂肪高达
50%[12]袁 既浪费猪肉脂肪袁又浪费饲粮资源遥 当地方
黑猪经过改良配套后袁 对饲料营养需求水平提高袁
单一的农副产品已经不能满足肥育猪生长发育的

能量尧蛋白质需求袁须以配合饲料为主袁辅助部分农
副产品补充一定粗纤维与维生素等遥 更为特殊的
是袁 富硒地区农副产品将会增加优质黑猪富硒特
色袁如恩施黑猪生长在有野世界硒都冶之称的恩施自
治州遥 国外著名的西班牙伊比利亚黑猪则利用了地
中海山区生态丛林橡子果袁后期 5耀6个月育肥期完
全以成熟橡果和鲜草为食袁培育出甜美甘香的肉质
特色遥 在国内的黑猪研发中袁专用饲料营养与配方
还需要投入研究袁结合黑猪生长发育阶段需求进行
调整饲喂袁以培育优质肉为主要目标遥

黑猪的饲养管理则应完全消除传统养猪的粗

放方法袁提高科技水平袁按标准饲养流程饲养管理遥
首先袁确定地方黑猪品种与组合袁保证商品猪一致
性袁从遗传上保证品质稳定性曰其次袁按照阶段饲养
工艺袁合理分配营养袁结合特色肉质需要调整饲料
配合原料袁 从饲料营养和饲养方法上获得优质肉曰
再次袁严格防疫袁净化病毒病袁搞好环境保护袁防止
养殖废弃物污染袁以好环境换健康袁减少抗菌素等
药物的使用袁治疗用药在上市前一定要遵守严格的
休药期袁杜绝药物残留曰最后袁生产过程全程记录袁
做到全程可追溯遥
5 原产地与养殖模式

我国地方黑猪品种地理分布基本覆盖了养殖

区袁由于以往过度推崇瘦肉型猪种袁以及地方猪保
护和开发力度不足袁种群数量下降袁品种纯度有所
降低袁今后需要以开发促保护袁以生产促优质猪育
种发展遥 对于黑猪品种资源的开发利用袁推介在原
产地区域范围进行袁历史上分布区域均有对应的特
色黑猪肉风味产品袁便于地方猪文化的发掘袁也利
于地理标志产品的创建遥

考虑到环境污染尧 场地建设与投融资压力尧疫
病风险等因素袁黑猪的饲养模式最好以有科研开发
实力的公司或合作社作为龙头袁 提供统一的种源袁
将肥育养殖过程分散到农户袁 统一规范饲养流程袁
集中回购袁统一销售的经营模式袁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遥 农户养殖不局限于舍饲养殖袁 可结合庭院尧农
场尧山坡尧林下尧河谷等自然生态环境袁进行放牧式

养殖袁采食天然野草尧菜尧果等遥 这样的养殖模式一
方面可消除黑猪对规模化集约化养殖环境的不适

应，提高猪只健康水平；另一方面确保猪肉产品达

到优质水准，也消除规模养殖过程对环境的污染。

6 市场定位与盈利模式
黑猪市场开发经营理念建立在“优质优价”基

础上，因此黑猪肉产品市场定位只能面向高端消费

人群，与大众消费拉开距离。高端定位依据在于，肉

质量高，风味好；优质黑猪育种研发技术含量更高；

黑猪饲养周期延长，饲养健康卫生标准更高；黑猪

屠宰出肉率有所降低，这些因素都会增高成本。由

此，优质黑猪肉在市场定价上还需要纳入相关增加

的成本，定价机制不能完全与瘦肉型猪相同。

黑猪养殖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没有形成成熟

稳定的市场，商品黑猪市场价格有的地域还可能低

于瘦肉型猪，为保护养殖积极性与保证黑猪质量，

牵头企业或合作社需要执行保护价政策收购，让利

于民。这可能会挤压企业盈利空间，在市场行情低

迷的时期增加运营成本。为保证利润，这就要求企

业必须拥有自主定价权，且必须采取专卖店销售经

营，才能获取持续稳定的利润。

黑猪开发还需科技力量的持续投入，只有靠科

技的支撑，才能创新品种，创造品牌，将优质黑猪肉

推向市场，并被消费者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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