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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母猪的年生产力受哺育率、窝产活仔数、断奶到再配种受胎的时间间隔、哺乳期、妊娠期等多个因素

制约，同时也可将其制约因素简单归为仔猪育成数和母猪年产胎数。本文从以上两个方面对影响母猪年生产力

的相关技术措施进行简要介绍，为养猪生产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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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养猪大国和猪肉消费大国，生猪的

存栏量和出栏量占世界的一半以上，但养猪生产的

效率和效益与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

母猪年生产力低下。母猪年生产力（productivity per

sow per year，PSY）是指每头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

数，它受到初生时产活仔数（Ls）、初生至断奶的成活

率（P）、断奶至再配种受胎的间隔时间（Iwc）、母猪的

妊娠期（G）、哺乳期（L）等 5 个因素的影响。2011

年，国内的平均水平为 15～18头[1]，北美为 24头左

右[2]，丹麦为 28.8头[3]，而到现在，北美生产力前 10%

的猪场已经实现 30头的目标，丹麦更是达到了 35

头。

母猪年生产力水平差异如此之大，那么母猪的

年生产力潜力到底如何？对于高产品种而言，其排卵

数一般都要高于 20枚[4]。假设母猪妊娠期为 115 d，

哺乳期 21 d，断奶至受胎间隔 5 d，没有胚胎死亡

和哺乳期死亡，那么一头母猪的年生产力就是 52

头[5]。由此可见，不论国内国外，理论上母猪的年生

产力都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提升母猪的年生产力？其

定义公式为 PSY=Ls×P×365/（G+L+Iwc）= 育成

数×母猪年产胎数[6]，这表明母猪年生产力的高低

与仔猪育成数和母猪年产胎数密切相关。因而可以

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提高母猪年生产力。

1 提高仔猪育成数

仔猪的育成数取决于窝产活仔数和哺乳期成

活率，与多项因素密切相关，要提高仔猪育成数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1 剔除遗传缺陷

遗传缺陷影响胚胎和初生仔猪的死亡，其主要

分为 3类：首先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如遗传易

感性肠炎；其次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如脑积水、

脊髓发育不良、肾脏发育不全、先天性震颤等；最后

是多基因遗传病，包括卷尾症、八字腿、多种疝气、

肛门闭锁等[7]。

针对这些遗传缺陷，应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剔

除。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的患病个体会出现相应表

型，可直接淘汰；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通过表型只

能剔出隐性纯合子，选择效率低下，但现在可以通

过基因水平检测，淘汰携带致病基因的杂合子，提

升选择效率；多基因遗传病的患病个体很难根除，

且与环境诱导密切相关，但可以对患病个体进行后

天校正，如手术去除脐疝、阴囊疝等；另外，对于遗

传力较大的疾病如八字腿等可以通过表型选育筛

除[8]。

1.2 增加母猪的排卵数

母猪的排卵数决定窝产活仔数的上限，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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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胎次等因素的影响。国内品种的排卵数普遍

高于引进品种，太湖经产母猪的平均排卵数更是达

到 28.2枚[9]，即使是同一品种的不同品系之间也存

在较大差异。因而要提高母猪的排卵数，就必须选

用高产品种作母本。另外，在商品猪的生产过程中

应尽量采用三元杂交，充分利用母猪的杂种优势，提

高产仔数[10]。经产母猪的排卵数要高于初胎母猪，随

着胎次的增加，母猪的产仔数在第 4或第 5胎达到

最大，母猪年生产力保持增加直到第 6或第 7胎[11]。

因而保持猪群的合理胎次构成至关重要，一般的母

猪利用胎次不能高于 6胎，对于少数繁殖性能极其

优秀的个体可以适当延长使用年限，繁殖性能较差

的个体可提前淘汰。另外，后备母猪在配种前 10～

14 d给予 1.5～2倍的短期优饲能有效地提高排卵

数和产仔数[5]。最后，后备母猪到第 2或第 3个情期

配种也能提高排卵数，每胎增加 2头左右。

1.3 提高受精率

受精率主要受精液品质和配种技术影响，因而

可以从这两方面进行提高。

1）确保精液品质。坚持公猪的适当锻炼和适宜

的采精频次，可以保证精液的密度和活力；加强饲

养管理，防止公猪过肥或过瘦；加大环境控制，防止

疾病、高温、物理损伤等应激因子引起的精子活力

下降、畸形、死精等；采精及授精过程中，应该操作

规范，防止污染，每次输精之前必须进行精液质量

检测。

2）合理的配种技术。做好查情，确定最佳的配种

时间，适时配种。初胎母猪的发情时间为 24～48 h，

经产母猪可达 72 h [12]，在发情后 38～48 h 开始排

卵，卵子在输卵管内存活 4 h，而精子在母猪子宫内

存活 24 h[13]。在实践操作中，让母猪与公猪接触，当

其出现静立反射，外阴出现皱褶，黏液变得黏稠时，

即为最佳配种时间。输精时间 5 min左右，输精过

程中，刺激母猪背部和乳房等敏感部位，利于精液

更好地进入子宫，结束后刺激母猪臀部促进子宫收

缩，使精液吸入体内，一般输精 2次，间隔 8～12 h。

另外，近年来发展的深部输精技术对提高受精率也

有一定的帮助。

1.4 减少胚胎和初生仔猪死亡

妊娠期胚胎有 3个死亡高峰。第一是受精后

9～13 d，这是合子着床的关键时期，第二是在妊娠

后 3周左右，即器官形成期。第三是妊娠后期 60～

70 d，是胎儿迅速生长发育的阶段。

针对胚胎的发育特点，尤其在妊娠的 1～3 d，

保证血液中孕酮的含量，饲喂量 1.5～1.8 kg/d，母

猪配种 25 d内不转群不混群，避免应激，可以减少

死胎 0.15～0.25头[14]。此外，各种应激因素都能引发

胚胎的死亡，如饲料中毒菌毒素超标、机械刺激、高

温、空气中有害气体超标等。针对饲料中的玉米赤

霉烯酮、黄曲霉毒素、呕吐毒素等超标，要合理使用

脱霉剂、维生素 C以及更换饲料；妊娠舍的环境控

制在温度 16～22 ℃，湿度 70%～80%，氨气浓度

0.02 mg/L以下，硫化氢 0.01 mg/L以下[15]。最后，各

种繁殖相关疾病显著影响着胚胎和初生仔猪死亡，

如母猪生殖器官疾病（如隐性子宫炎、卵巢囊肿），

传染病（蓝耳病、细小病毒病、伪狂犬病、乙型脑炎、

非典型性猪瘟等），都会导致母猪流产、死胎等，在

疾病控制过程中要强化免疫，加强诊断，提前预防。

1.5 加强妊娠期间的营养控制

母猪妊娠期间的营养需求差异极大，要提高母

猪的窝产活仔数，必须实行母猪的分阶段饲养。一

般主要分为 3个阶段：首先是前期 0～30 d，这是胚

胎存活和着床的关键阶段；其次是中期 30～75 d，

这是后备母猪继续生长发育和经产母猪恢复膘情

的关键时期；最后是后期的 45 d左右，这是胎儿生

长发育和母猪乳腺发育的关键阶段[16]。

针对不同的妊娠阶段，控制好母猪的膘情，通

过监测活体背膘厚，进行精细饲养管理。妊娠前期

的饲料能量水平不能太高，前 3 d要限喂，然后每

日饲喂维持需要的 1.5 倍左右的日粮（代谢能为

24.24 MJ/d），一般为 1.8～2.2 kg饲料，对过肥母猪

每日减料 0.2 kg，过瘦母猪每日加料 0.2 kg；怀孕中

期保持中等偏低的营养水平（代谢能为 29.26

MJ/d），但要保证母猪的饱感，每日饲喂 2次共 3 kg

饲料，P2背膘在 16～18 mm；母猪怀孕后期适当增

加精料、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E以及β-胡萝卜

素）、脂肪和微量元素，提高营养水平（35.53 MJ/d），

避免母猪过肥而引起难产、哺乳期采食量下降和压

死仔猪。90 d以后的能量摄入量应为 39.71 MJ/d

（消化能），分娩前几天逐渐减料，后期怀孕母猪 P2

背膘＜22～24 mm。另外，妊娠期孕酮减慢平滑肌

收缩、胎儿压迫肠道、粪便水分被大量吸收而变硬

以及热应激等会引起肠道蠕动减弱，外加饮水不足

等，易导致便秘和厌食等，在妊娠母猪日粮中添加

养殖生产 7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16年第 11期

2～3 kg的青料，可有效减缓以上症状。

1.6 加强母猪分娩的管理

分娩前后，是仔猪死亡的高峰，原因包括母猪

难产、应激、仔猪失血过多、体温过低、血糖不足、压

死等。

出现难产的母猪，及时人工助产，对于推迟分

娩的母猪可注射催产素助产；仔猪出生后应用毛巾

擦净，立即放入保温箱中，同时在保温箱垫上旧毛

毯或 2.5 cm以上的垫草，做好保暖；剪齿、断脐、断

尾长度适宜，做好消毒；仔猪及时吃初乳、固定好乳

头次序；3 d内完成仔猪寄养；前 2 d尽量隔离仔

猪，减少压死；最后要减少分娩前后的应激（尤其是

热应激），保证分娩的顺利进行。

1.7 加强哺乳母猪和仔猪的饲养管理

细化饲养，分娩当天仅喂些稀粥料（如热麸皮

汤）；第 2天更换成哺乳母猪料并逐步增加到最大

饲喂量，一般为 5.0～6.0 kg/d（具体公式为 2.5

kg+0.3 kg×带仔数）。哺乳期保证充足的饮水，水速

1 L/min，适当搭配青绿饲料。断奶前 5～7 d逐渐减

料，以促进干乳，减少乳房炎。同时，做好母猪断乳

前后的预防保健。

控制好环境，温度保持在 20～25 ℃，相对湿度

保持在 40%～60%，氨气浓度＜0.015 mg/L，硫化

氢＜0.01 mg/L，二氧化碳＜1.5 mg/L。

另外，猪丹毒、猪布氏杆菌病、猪繁殖与呼吸综

合征、伪狂犬、猪瘟、猪流行性腹泻、传染性胃肠炎

以及猪轮状病毒病等都会影响仔猪的成活率，需加

强哺乳期间的疾病防控。

2 增加母猪年产胎数

要增加母猪的年产胎次，必须从哺乳期、断奶

至再配种受胎的时间间隔和妊娠期 3个方面着手。

2.1 减少妊娠期

对于同一品种而言，其妊娠期基本是恒定的，大

部分都在 114 d左右。但也有一些品种具有较短的妊

娠期，如湖北的清平猪，其妊娠时间一般在 110 d左

右，比其他品种减少了 3～5 d。另外，在生产实践

中，部分母猪会推迟产仔时间，可以通过注射催产

素促进分娩。同时，也有猪场采用在妊娠第 112天

肌肉注射氯前列醇钠 0.2 mg，可控制母猪在 25 h

后分娩。

总的来说，要减少妊娠期的时间，可以从品种

和遗传方面进行改进，也可通过注射激素进行控

制，但可提升的空间不大。

2.2 缩短哺乳期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母猪的哺乳期存在较大的

差异，主要集中在 21～35 d。由于母猪的泌乳量在

产后 21 d左右达到最高峰[5]，到底是应该尽量缩短

哺乳时间，实施早期断奶（21～28 d）或隔离早期断

奶（16 d），减少疾病传播的机会，还是应该保证仔

猪增重，推迟断奶时间，不同的研究报道存在一定

的争议。国外有一项长达 10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当

母猪的哺乳期为 22～27 d时，母猪的发情间隔时

间最短，当哺乳期多于或少于这个范围时，其发情

间隔显著增加[17]。因而兼顾多项因素，可以将母猪的

哺乳期定在 21 d左右。

2.3 减少断奶至再配种受胎的时间间隔

断奶至配种受胎的时间间隔即是母猪的非妊

娠和非哺乳阶段的时间，它受到母猪的配种时间、

受胎率和流产情况等多种因素影响，在生产中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加强哺乳母猪的营养调控，及时断奶。母猪

在哺乳期掉膘严重，体况过瘦会导致 1 周内不发

情，因此，要加强哺乳母猪饲养，断奶时保持 3分体

况。断奶时间应控制在 21 d左右，实现最小的断奶

至配种受胎的时间间隔[18]。

2）做好查情，及时配种。母猪的发情周期为 17～

22 d，错过配种时间就得等到下一个情期，造成非

生产天数的显著增加，因而做好查情，及时配种至

关重要。

3）促进母猪发情排卵。部分母猪因管理、环境、

营养、疾病等因素影响不能正常发情，应采取对应

措施，如加强管理，营养调整体况、合群并圈、增加

运动、公猪诱情等措施，促进母猪发情排卵。由于产

后感染而不能发情的母猪要及时消炎治疗，久不发

情的可注射激素，如断奶后 10 d不发情即可注射

PG 600等药物催情。

4）及时淘汰。对高龄母猪、连续 2胎产仔少于 7

头、2个情期配不上种以及后代生产性能低下的母

猪应及时淘汰，母猪一般使用 4～6胎，对于少数特

别优秀的母猪可适当延长使用年限，维持母猪群的

健康和活力。

5）做好早期诊断。母猪配种后，做好发情观察，

检查母猪是否返情，有条件的猪场可以进行早期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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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仔猪得了白痢咋办

深秋是仔猪白痢的多发季节。仔猪发生白痢后，常因幼小、服药困难而延误治疗时机，造成死亡，

带来损失。为此，可采用仔病母治方法，也就是仔猪患了白痢，给母猪服药，可以收到良好的疗效。因为

母猪服药后有效成分可通过乳腺分泌到乳汁中，仔猪吸乳后很快被机体吸收。下列各方可选其中之一

试用。

1）土霉素或金霉素按 40 mg/kg计算，供母猪内服。

2）白头翁 150 g，煎水喂大母猪。

3）车前子 50 g，石榴皮 40 g，炒黄，一次喂母猪。

来源：河北农民报网

娠诊断，借助超声波诊断仪，在 28 d左右进行妊娠

检测，尽早发现空怀母猪，及时处理。

3 小 结

母猪年生产力是衡量养猪生产水平的综合性

指标，除保育猪和育肥猪生产以外的所有环节都与

其密切相关，受到遗传、营养、管理、环境、疾病等各

项因素影响。母猪的年生产力就如一桶水，生产的

各个环节是箍桶的木板，只有做好各个环节，齐头

并进，才能有效地提高母猪的年生产力。

我国的母猪年生产力发展空间巨大，要努力做

好生产的各个环节，从多方面着手，提高生产水平，

提升养殖效率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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