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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规模化猪场母猪乏情之措施

石翠荣

河北省卢龙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河北秦皇岛 066400

摘要 对规模猪场的母猪乏情率的调查显示，目前母猪乏情率大概在 20%左右，初产母猪比成年母猪乏情

突出，且夏季和秋冬季乏情更严重。针对调查出现的乏情问题，以基础母猪群为突破口，从饲养管理、激素诱情、

饲料营养、育种等方面剖析乏情的原因，质疑乏情的源头，提出干预的方向、方法与措施，改善乏情母猪的发情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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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猪场来说，需要对母猪乏情问题有一个系

统、具体的认知。一般情况下，经产母猪在断奶后第

1周内，有 80%～90%的母猪发情，第 2周则有 10%～

20%的断奶母猪发情；若断奶超过 2周，尚无发情表

现的母猪，则可确定为发情延迟或乏情。

在实际生猪生产中，如果断奶后母猪群在 1周

内的发情率长期低于 80%，则应该全面检查猪群的

基础状况与生产水平，查找母猪乏情的真正原因，

有的放矢地整改，对症下药，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1 饲养管理方面

通常后备母猪第 1次发情不配种，因为许多后

备母猪初情期不排卵或排卵少，建议第 3次发情配

种，其排卵数多，产仔也多。后备母猪通过调情措施

到达 200日龄仍不表现初情期的，可考虑淘汰处

理。当然，也有一些猪场不舍得把那些发情异常的

小母猪淘汰，因为引进的种猪价格较高。如果异常

发情的母猪数量较多，淘汰损失较大，可以再采取

以下措施。

1）公猪气味刺激法。用公猪尿液（或精液）5 mL，

每天 1～2次喷入后备母猪鼻孔中，以刺激鼻中受

体促进发情。

2）外激素催情法。将长期不发情母猪、乏情母

猪、刚断奶的母猪与性欲强的公猪或发情的母猪

（发情日期相近的）关在一个圈舍内，通过母猪或公

猪的追逐与爬跨，刺激母猪神经系统，促使其脑下

垂体分泌出滤泡成熟素，从而促使母猪卵巢内滤泡

生长发育，及至发情排卵，每天 2～4 h，持续 5～7 d。

3）紧张催情法。让乏情母猪相互之间调换栏圈，

母猪因相互不认识而敌视对方继而紧张而应激，使

得乏情母猪内分泌状况发生改变，造成体内激素浓

度的变化，来促进母猪发情；禁食断水，对乏情母猪

间隔 3～5 d（高温需要供水）；运输或跑步，选天气

阴凉时间把小母猪赶到舍外或用运输车装小母猪

跑 30～50 km，通过强应激也能使一部分小母猪发

情。

4）内分泌调理法。对达到 210～220 d仍不发

情的后备母猪，可用催情散混合料单独饲喂，连喂

2～3 d；在配合添加 VE 800～1 000 mg/d＋黄芪粉

2 g/d，分 2次饲喂，连喂 3 d，一般为 2～7 d发情，

第 1次发情不配种，第 2情期才配种。

5）合群催情法。后备猪小群饲养，每栏 10～30

头；断奶母猪每栏 6～8头。把发情母猪和后备母猪

合群，让发情母猪对后备猪进行爬跨，促使其发情。

6）按摩催情法。依据季节情况，将毛巾用（夏季

用凉水，冬季用 40～45 ℃温水）水浸湿后，热敷在

乏情母猪的乳房上，由前至后、由后至前地轻轻按

摩，同时加以中度按摩，先按摩一侧乳房，再按摩另

一侧乳房，先表层按摩，后深层按摩[1]，力度适中，每

次 10～15 min，每天可根据实际情况在早、中、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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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2～3次，连续按摩 5～7 d，最多可坚持到 8～10

d，促进其发情。

7）饥饿催情法。根据母猪膘情，制定周密的计

划，通过减少母猪的日饲喂总量，来达到刺激乏情

母猪发情的目的。其具体方法是在正常饲喂量的基

础上，日减少 10%左右，直至达到正常饲喂量的

30%～50%，然后再慢慢地每天增加 10%，直至到正

常饲喂量为止，如此连续 7～10 d，再让其自由采

食。对膘情过肥的母猪，可采用适当降低营养标准，

如日粮中添加 5％～8％青饲料、12％的草粉等。对

产仔数量较少母猪来说，可采用延长 8～12 d的哺

乳期，同时注意增加母猪的运动量，使母猪体重下

降至 20％以上，促使发情。

8）光照催情法。光照对猪的性成熟有明显影

响，长光照可促进性腺系统发育，性成熟较早；短光

照，特别是持续黑暗，抑制性系统发育，延迟性成

熟。通常认为后备猪光照时间不少于 12～14 h以

上，光照强度在 60～100 lx。对有乏情倾向的母猪，

可以在其断奶后，突然增加光照至 18～20 h/d（含

白天的自然光照），持续 4～5 d，再突然恢复到正常

光照。

以上诱情措施仍不发情的后备母猪，应做淘汰

处理。通常超过 250 d才发情配种的后备母猪，第 1

胎、第 2胎次淘汰率高，且终生繁殖性能低，使用寿

命短。

2 激素诱情

2.1 母猪的发情原理

下丘脑分泌的促性腺素释放激素，作用于垂体

前叶，使其分泌促卵泡素和少量的促黄体素，促使

卵泡逐渐成熟。随着卵泡的成熟，雌激素的分泌量

逐渐增多，母猪表现为发情症状。生产中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生殖激素分泌量不足导致母猪不能正常

发情，所以给这样的母猪一些外源性激素可引起母

猪发情。目前常用的激素诱情制剂主要有孕马血清

促性腺激素（PMSG）、PG600、黄体素（LH）等，其作

用就是促进乏情母猪的卵巢从静止状态转变为活

动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母猪的发情排卵。如孕

马血清促性腺激素用量对超排效果的影响见表 1。

而吴同山认为雌激素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般

不要采用[2]。

据 Martinat-Botte F等报道，采用 PG600制剂

对母猪的诱导发情效果要明显好于三合激素与己

烯雌酚；PG600制剂对长期不发情（断奶后 45 d以

上）的经产母猪诱导发情率较低，效果较差，说明断

奶后长期不发情的母猪对 PG600制剂的敏感程度

低[2-3]。

3 饲料营养

母猪在经历一个泌乳期体重都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一般失重占分娩后体重的 5%～15%。如果断

奶后的饲养管理得当，则不会影响后续的发情配

种。若母猪断奶时过度消瘦，体重下降幅度偏大（体

重损失超过 20%），其断奶后发情排卵状况（表 2）有

可能影响下一个繁殖周期的繁殖性能。

现阶段对母猪的饲养一般都是按照饲养标准

来喂给全价配合饲料，我们要注意通过提供的膘

情来合理转化营养和促进发育生殖营养，也就是

避免常出现的能量与背膘厚度问题以及系统发育

不全或迟滞问题。但需要注意的是，平时不可让猪

群过肥或过瘦。对于正常饲养的猪群来说，首先强

调有条件的猪场应多喂青绿多汁饲料，可按照 5～

6 kg/d·头的饲喂量添加，没条件的猪场要补给相

应的矿物质元素和维生素。其次对后备母猪可以

在配种前的 1周或 2周左右，在正常饲喂料（2.0～

2.2 kg/d）基础上增加 5%～8%左右的饲喂量或者

是提高相应的营养标准（短期优饲程度和时间对

后备母猪排卵数的影响见表 3、表 4），同时定期在

饲料中添加适量的 VA、VD3、VE粉和鱼肝油，或采

用针剂注射。第三注意营养素的均衡问题，不可让

任何一种营养素缺失，否则都会使母猪发情推迟

或不发情。

组别 观察头数
平均排卵数

左卵巢 右卵巢 合计

PMSG 1 000～1 200 IU
67 14.5 13.0 27.5

HCG 800～1 000 IU

PMSG 500～600 IU
10 7.2 6.1 13.3

HCG 800～1 000 IU

对照 19 6.3 6.7 13.0

表 1 孕马血清促性腺激素（PMSG）用量对超排效果的影响

时间 /d

3 4 5 6

发情持续期 61 53 49 38

发情开始至排卵时间 41 37 34 27

发情阶段

断奶后出现发情时间

表 2 母猪断奶后发情排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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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短期优饲天数对后备母猪排卵数的影响

实验次数 发情前短期优饲天数／d 增加排卵数／个

6 0～1 0.4

6 2～7 0.9

8 10 1.6

14 12～14 2.2

2 21 3.1

表 4 短期优饲程度对后备母猪排卵数的影响

实验次数 短期优饲程度／MJ 增加排卵数／个

6 25.54～33.91 2.15

17 14.97～26.66 1.47

10 7.49～13.65 1.60

4 育种方面

相对于造成母猪乏情的其他因素，种源因素所

占比例不会太高，尤其是规范育种的企业，如果都

是高产母猪的后代，正常时不会有太多比例不孕不

育。当前最大因素是繁殖障碍性疾病、环境不良应

激与营养结构不完善。据调查，后备母猪不发情比

例达到 10%～15%，许多猪场甚至更高。其中很大

比例是由饲养管理、营养等因素导致的，且是可逆

性不发情。但以下指标一定要注意。

1）品系。因培育的方向及侧重性状不一，母猪

在发情率上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出现较大差异的品

系。如国外丹系猪繁殖性能好，发情率较高，但品系

间发情率却有差异。其好坏，有些与遗传有关，但更

多是与管理有关。而国内的丹系猪，因引种时间与

引种场的不同，再加上不同管理，有时会出现差异。

2）光照时间及光照强度。光照的时间和强度影

响猪的繁殖性能、生长发育、抗病力等。肖文[4]认为，

每天向母猪提供 14 h、150～300 lx强度光照，会提

高受胎率和窝产仔数。程忠林 [5]认为，在授精区每

2～3 个母猪位的上方（母猪头上方 1.5 m）设置一

个 60 W的冷白荧光灯照明，间距以 3 m左右，高

度以人方便读数为准；猪舍光照均匀，自然光照设

计须保证入射角（指窗上沿至猪舍跨度中央一点的

连线与地面水平线形成的夹角）≥25o，开角（即采光

角，指窗上、下沿分别至猪舍跨度中央一点的连线

之间的夹角）>5o，可满足猪舍对光照的需求。

3）背膘。该指标属于品种、饲养管理及营养的

因素。不同品种背膘存在一定差异。就同一品种而

言，背膘过薄或过厚，由于体内能量代谢稳态失衡，

进而影响性腺轴，导致不能进入正常的发情周期，

影响后备母猪的发情。

4）初情期。引进瘦肉型种猪初情期一般为 6～7

月龄，初情期晚的后备母猪可能是因为发情启动机

制不健全导致。该性状属于中等遗传力性状，因而

发情晚的母猪该性状也会遗传。

5）体型。理想的后备母猪体型除腹线、阴户、四

肢等要求外，后腿作为肌肉丰满评估的理想位置，

要求后腿肌肉丰满，但不呈“球状”。如果按商品猪

标准选择种猪，即选择“双肌臀”或“双肌背”体型的

种猪，往往不易发情、配种困难、易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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