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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目前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为引导，分析了近年来重庆市在建设国家现代畜

牧业示范区中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成的成绩，详细介绍了探索适应市场需求的“三合一”生猪良繁体系构建模

式，并针对当前种猪产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生猪良繁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为现代生猪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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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种繁育体系是生猪生产的重要基础，也是推

进养猪业持续健康高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大力发展种猪产业，建立适应市场需求的现代生猪

良种繁育体系，对促进现代畜牧产业向高产、优质、

高效、生态、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重庆

市地处西部，属三峡库区，是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并存的直辖市，是部市共建的国家现代畜牧业示

范区，其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对全国农区具

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1 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重庆以建设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区为

契机，建成了国家级生猪核心育种场 2 个、外种猪

原种场 5个、地方猪资源场 5个、良种猪祖代场 40

个、种公猪站 50 个，除满足市内需求外，年向外提

供优良种猪 4万头、仔猪 210万头；同时建成了全

国唯一一个畜禽产品大市场—国家生猪市场，通过

运用互联网技术，建成了涵盖全国的生猪电子交易

平台，生猪良种供种能力和交易水平不断提升；并

成功探索出“种猪生产系统 +技术支撑系统 +监督

管理系统”的“三合一”生猪良繁体系模式。

1）种猪生产系统，生猪良种繁育的基础。以完

善种猪场、资源场和人工授精站点建设为基础，提

高种猪质量和供种能力为目的，重庆加大了对外种

猪引进与选育、疫病监测与净化、粪污处理与利用

等方面的财政支持和业主投入，强化了人工授精站

测定种公猪配备与培育、精液生产与储运等工作，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原种场、祖代场、父母代场与人

工授精站相结合的“宝塔式”生猪良种繁育点链载

体。

2）技术支撑系统，生猪良种繁育的关键。以畜

牧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集聚科研、教学、管理、企

业的科技资源组建了“一主多元”的生猪遗传改良

协作组，紧密结合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重庆）的建设与运营，着力实施部、市生猪遗传

改良计划，推进生猪核心育种场和资源保护场建

设，支持种猪企业的兼并扩容，合力开展外种猪联

合育种和地方资源保护，为良繁体系建设提供坚实

技术支撑。

3）监督管理系统，生猪良种繁育的保障。以保

证供种质量为目的，行业管理部门和农业综合执法

部门密切配合，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和综合执法机

制，实现了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全程监管；市农委将

种畜禽监管作为农业综合执法的重点内容，颁布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实施“准入严控、

证后严管”制度，加大对种畜禽场、公猪站点的监

管，定期对种猪场进行审核评估，定期发布审核结

果；立足于生产打基础、育种上水平、供种提质量、

引种强监管的基础上，完善了种猪良种繁育、生产

经营监管、科学推广利用的良性运行机制；利用技

术支撑系统、兽医防疫追溯系统，开展种猪测定、按

质竞价，提高了种猪质量和供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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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在的问题

1）种猪生产体系不配套。部分种猪场基础设施

建设滞后，种猪场生产规模较小、技术、设备落后，

不能满足高质量种猪生产要求，供种能力不足，且

产品在市场上竞争力差，不能满足市场对高端良种

的需求。

2）良种改良体系不配套。基层改良配种站点不

多且规模较小，布局不合理，基本设施设备配置标

准低，相当部分难以实现正常运营。

3）地方良种选育不到位。重庆有 5个地方猪种

资源，由于注重外来品种，忽视本地品种，相当一部

分地方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利用和开发，加上

选育力度不够，一些地方良种处于濒危状态。

4）种猪检测体系不完善。虽然重庆有农业部种

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但是对本地种猪和种公

猪精液的检测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质量评价滞后，

对提高种猪质量和供种能力促进作用还有待提高。

5）种猪监督执法不规范。种猪市场监管体系薄

弱，种猪生产监管队伍不健全，执法手段单一；部分

场户还存在销售假种劣种，以低代次冒充高代次销

售，给养殖户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3 对 策

1）实施引种与改良结合，避免种质退化。实施

引种与改良结合，避免“引种 -退化 -再引种”的恶

性循环，建议重点支持高端种猪场（如国家生猪核

心育种场）建设力度，稳步推进生猪遗传改良工作，

根据选种选育和改良计划，重点支持高代次种场制

定种猪生产性能测定方案，开展性能测定，改善种

猪质量，不断提高瘦肉型猪生产水平，增加养殖效

益，使养猪业得到持续稳定发展，为加快农业和农

村经济结构调整、满足城乡居民猪肉产品消费和增

加农民收入做出了重要贡献。

2）实施保种与育种结合，培育主打品种。国家

生猪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山大学陈瑶生教

授说，“我国具有丰富的育种资源素材，国内育种界

对现代育种理论的掌握与先进国家差距并不大，缺

乏的是创新的育种理念和长期坚持的育种基础工

作”。建议一方面应重点加强对重庆市荣昌猪、合川

黑猪、盆周山地猪等 5个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力

度；另一方面利用地方猪种的肉质性能好、繁殖率

好、抗逆性强等独特的遗传性状，培育适合重庆高

温高湿环境和畜牧业发展需要的当家猪种，进一步

提高重庆市生猪产业生产水平，提高重庆市畜产品

的市场竞争力。

3）实施用种与治种结合，规范市场秩序。一方

面应协调原种场、扩繁场、大型商品猪生产场之间

供求协作关系，扶持种猪场多元化经营，推行种猪

饲养、饲料、产品加工一体化经营，向农民供种、供

料，回收、加工、销售产品，由单一种猪饲养，变为产

业化经营，形成稳定的“市级高代次场 - 县级扩繁

场 -商品场”的宝塔式种畜禽生产链；另一方面按

照《畜牧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制种，做好《种

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发放与管理，加强执法人

员培训和管理，规范种畜禽生产、经营活动，打击种

猪生产经营中的制假售假、坑农害农的不法行为，

遏制种猪市场恶意炒作、低水平竞争，规范种猪销

售市场秩序。

4）实施监测与防控结合，构建安全体系。中国

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杨汉春教授（国家生猪产业技

术体系疫病控制研究室主任）根据我国生猪产业发

展具体情况，指出猪病防控一定要跳出任何疫病都

是用疫苗免疫这一相同的防控策略，不管发生什么

疫病都用疫苗，猪一生病任何药都用等怪圈，预防

和控制猪只发病最重要，他强调，构建猪场生物安

全体系是最有效的方法。特别要做到的是“该用的

疫苗必须用、可用或可不用的疫苗少用、不该用的

疫苗不用”等。此外，还要规范、合理用药，严格执行

休药期，开展种场疫病净化工作，加强对种猪场猪

瘟等主要疫病的监测与诊断，从生产源头提高猪生

产健康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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