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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影响母猪产仔数的品种、营养、管理和分子机理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同

时提出加强母猪日粮管理，提高养殖环境条件，优选公猪、选择合适的受精方式，控制疾病、进行药物保健等母猪

高产对策，提高母猪产仔数和猪场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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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养猪大国，也是传统的猪肉

消费大国。生猪饲养量占世界饲养总量近 1/2[1]，年

猪肉消费量达 5 000多万 t，但仍需从国外进口数

百万吨猪肉 [2]。目前，我国饲养的商品猪以瘦肉量

多、发育快和出栏早等为特点，并非以单一提高单

只商品猪重量为目标。因此，母猪产仔数对整个猪

场的猪肉产量会产生极大影响。有研究表明[3]，母猪

产仔数为 8头的配种和妊娠期劳动力、饲料和其他

成本与产仔数为 12头并无明显差异。可见提高母

猪产仔性能是提高猪场生产力的重要措施之一。

诸多因素影响母猪的繁殖性能。母猪的品种直

接影响母猪的产仔性能，如我国高产仔的太湖猪。

外界饲养管理条件和饲料营养水平也对母猪生产

造成重要影响[4]。另外，一些其他因素如高温天气、

配种方式与技术以及各类霉菌毒素均可影响母猪

的产仔数量[5-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从分子机

理角度深入分析了母猪高产仔的内在机制，以期从

基因水平提高母猪的繁殖性能，增加窝产仔数。本

文综述了近些年国内外对影响母猪产仔数的因素

和内在分子机理方面的研究进展，并提出相应的提

高母猪繁殖性能的对策，为提高我国养猪业的生产

效率和经济效益提供依据。

1 猪种品质对母猪产仔数的影响

母猪的品种不同，其产仔性能也显著不同。我

国的地方品种在产仔性能上优于国外品种。特别是

太湖猪，最高产仔记录达 42头，远比一般的母猪品

种产仔数多，被称为产仔之王[8]。这是由于世界各地

的母猪在长期的选择和进化中，产生了其独特的繁

殖特性。近些年，我国相继从英国、丹麦和美国等发

达国家引进大约克猪、长白猪、杜洛克猪及皮特兰

猪品种，其饲养量远远高于我国本土母猪品种，但

其产仔性能相对较弱。如能提高其产仔性能，将极大

提高猪场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效益。李文刚等[9]将大白

猪、汉普夏猪和梅山猪进行三元杂交，发现杂交配套

系母猪平均产仔数达 12.7头，显著提高母猪的窝产

仔数。郭苹等[10]利用小型梅山猪和长白、大白和杜洛

克猪进行二元杂交，其梅山猪的高产仔特性可显著

提高杂交后代的繁殖性能，3种二元杂交母猪 3~6

胎的平均窝产仔数高达 14.18~14.93头。最近，人们

利用外国猪种与我国地方品种荣昌猪和淳安花猪等

进行杂交，均提高了杂交母猪的产仔性能[11-12]。

2 营养条件对母猪产仔数的影响

营养条件是影响母猪产仔数的重要因素。日粮

中的能量水平、蛋白水平、脂肪含量、纤维素、维生

素和矿物质以及母猪的采食量均可影响母猪的产

仔性能[13-14]。随着研究的深入，营养因素调控母猪产

仔性能的机理也渐渐清晰。日粮中含高铜和锌元素

可显著提高母猪的产仔性能。研究表明[15-16]，铜和锌

元素在动物体酶系统中起重要作用，可促进母猪和

仔猪肠道营养代谢和机体生长，进而影响母猪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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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性能。维生素 A可提高母猪的孕酮水平，促进母

猪生殖[17]；近期研究发现饲料中添加 B族维生素（叶

酸和维生素 B12）和甜菜碱可使一种胚胎致畸因子

（HCY）甲基化，从而提高母猪的产仔数[18]。日粮中的

缬氨酸等支链氨基酸可促进母猪的采食量，提高母

猪促黄体素和泌乳量，对母猪繁殖性能和仔猪生长

发育均有显著功效[19-20]；最新研究[21]发现，精氨酸可

促进母猪胎盘滋养层细胞增殖和分化，调节其生殖

激素的分泌，从而提高母猪的繁殖性能。于此同时，

母猪肠道微生物的研究揭示肠道微生物健康与母

猪的生殖与健康也息息相关[22]，且日粮中的纤维素、

益生菌和寡糖类物质通过调节肠道微生物来影响

母猪的产仔性能[23-25]。总之，日粮的营养物质可从促

进母猪新陈代谢水平和营养健康水平，以及促进繁

殖系统等方面影响母猪的繁殖性能。

3 外界环境和饲养管理等条件对母

猪产仔数的影响

除了品种和营养条件，母猪产仔性能也受到其

他因素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母猪的胎次对其产仔数

有显著影响，一般 3~8胎次是母猪繁殖的最高峰[26]。

不同季节的温度，特别是夏季高温热应激可引起母

猪采食量下降、不易发情和体重损失等不良后果，

影响母猪雌性激素分泌系统，进而减少母猪的排卵

数[27]。母猪的受精方式和配种次数也可影响其繁殖

性能，如子宫体人工输精法母猪产仔数明显少于子

宫颈输精法[28]。日粮中的赭曲霉毒素和黄曲霉毒素

等霉菌毒素污染可引起母猪中毒症状，严重损害其

繁殖系统，导致繁殖功能障碍[29]。因此，为母猪创造

良好的饲养环境和卫生条件，减少霉菌毒素侵害和

采取最佳配种方式等措施是保证母猪高产仔性能

的重要手段之一。

4 母猪高产仔的内在分子机理

母猪高产仔性状的分子调控机理是人们的研

究热点。影响母猪繁殖性能的因素极多，而大量研

究发现其产仔性能的内在调控机理也极其复杂。母

猪的繁殖特性遗传力较低，仅为 0.1[30]。其繁殖性能

由多基因调控，调控机理十分复杂。据笔者不完全

统计，目前由国内外专家通过大量的工作，鉴定出

的母猪繁殖性能主效基因多达 5个，分别为雌激素

受体（ ）、促卵泡激素 β 亚基（ ）、催乳素

基因（ ）、视黄醇（ ）和肥胖基因（ ）[31-32]。

如发现的梅山猪 基因可影响约 1.4头 /窝的总

产仔数和超过 1头 /窝的产活仔数，确定了 ESR基

因调控母猪产仔的主基因地位。目前，人们发现的

与母猪产仔性能相关的微效基因有 20多个，如骨

桥基因（ ）、褪黑素受体基因（ ）和 基因

家族等，这些基因也可影响母猪的产仔性能。近些

年，牛步月通过 QTL分析，预测了 、 和

等[31]10个候选基因；刘林清[33]和 Nin 等 [34]又

先后鉴定出了 、 和 等与母猪

繁殖性能相关基因。

随着组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采用高通

量测序方式获得大量母猪繁殖性状相关的基因。

Caetano等[35]鉴定出了 130 个与母猪卵巢繁殖相关

的候选基因；谢健[36]通过 SNP芯片准确预测了 7个

调控母猪产仔数的相关基因；黄龙[37]利用 RNA转录

组测序获得了 11个母猪产仔调控相关基因。随着

研究的深入，将有更多的调控基因被发掘出来。最

新研究发现，母猪繁殖性能也受表观遗传方面的调

控。如 Lin等[38]发现了 23个与母猪繁殖性状调控相

关的 miRNA；Xu等[39]和Wright等[40]也先后发现了大

量调控母猪产仔的小 RNA。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

母猪的繁殖调控分子机制。

5 提高母猪产仔数的应对措施

鉴于母猪产仔性能的复杂性和低遗传力等特

性，笔者结合科研成果和生产实践，提出一些提高

母猪产仔性能的有力措施，供养猪场参考借鉴。

1）利用我国高产仔母猪品种的优质产仔性能，

将其与饲养量较高的大长白等猪种进行杂交，将高

产性能转移到生产母猪中。如储明星[41]利用太湖猪

与西方猪种杂交，显著提高西方猪的产仔数。同时，

利用分子育种技术和最新的高通量全基因组测序

等组学技术，精确筛选出高产母猪繁殖性状相关的

主效基因和微效基因。通过分子育种技术迅速高效

地培育出优质高产仔母猪品种。也可通过转基因技

术，将外源母猪高产主效基因精确植入受精卵。这

也是一种良好的母猪高产仔分子育种手段。

2）加强母猪日粮管理，饲喂含高蛋白、维生素

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的全价饲料，可适量添加青绿

多汁饲料。根据母猪的生长与不同的繁殖阶段，精

确调控饲料营养水平和成分，提高母猪的繁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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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同时，在饲料管理中，严格控制饲料中霉菌毒素

污染和重金属污染等可危害母猪产仔性能的不良

因素，保证母猪健康生长和繁殖。

3）提高养殖环境条件。加强养殖场卫生条件，严

格消毒，减少母猪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等疾病感染

率。在夏季高温时做好降温和隔热工作，冬季注意保

温，为母猪繁育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卫生条件。

4）优选公猪，选择合适的受精方式。在母猪适

龄阶段进行适时配种。一般在母猪的 3~8胎高产仔

期进行配种，坚决淘汰繁殖力低的母猪和年老母

猪。配种时间尽量在 4~5月及 9~10月的进行，避开

冬季严寒和夏季酷热。通过人工助产，提高母猪产

仔的存活率。

5）控制疾病、进行药物保健。母猪繁殖期间，防

止其感染如猪瘟、猪丹毒、布氏杆菌病、乙型脑炎、

疥癣等传染性或寄生虫性疾病。这类疾病不仅严重

影响母猪身体健康，部分可导致母猪流产，对后期

繁殖也有影响。严格杜绝药物滥用，防治如因注射

地塞米松造成的药物性流产，可适当使用部分白

芍、川芎、当归和熟地等中草药制剂和一些霉菌吸

附剂，缓解母猪繁殖障碍，确保其高产仔性能。

6 小 结

当前的规模化养猪场常因母猪生殖障碍和产

仔率低等原因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本文对近年来

影响母猪繁殖性能的因素进行了总结，对影响母猪

产仔能力的内在分子机理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一

些对策，为今后的猪场生产与繁育工作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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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不仅能使规模猪场实现可持续发展、高效绿色生产，并且能够进一步促进农

牧结合，实现种养一体化循环发展，提高资源化利用程度，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保障和支持。本文从猪场的建设

规划设计原则、程序、工艺设计、选址、总体布局、猪舍设计、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浅析现代化猪场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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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养猪业正由简单舍饲向标准化、规模

化、环保化、生态化集约式猪场及现代化家庭农场

模式快速发展，但是多数新建养殖场并未经过科学

的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边建边改，更有些建场者

根本不了解养殖业，更不知道建设程序，出现建成

后不符合规范，房舍不适合养殖，场房闲置，造成大

量浪费。针对目前猪场规划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笔者依据多年的规划设计经验，从猪场建设规

划设计方面进行了剖析。

1 猪场规划设计建设的原则和程序

1）规划设计原则。猪场规划设计首先要考虑可

持续发展，养殖行业是一个长期、持续的生产过程，

猪场建设一是要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状况，合理地

开发和利用项目地的自然条件资源，并做到农牧结

合，循环发展，使养猪生产达到可持续发展。二是保

护好环境尤为重要，不仅要做到防止自身养殖场污

染周边的环境，还要做到防止周边环境威胁养殖场

的安全。三是要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的养殖方

式，合理设计生产工艺，优化布局养殖场生产设施，

为生产人员和猪群提供适宜的生活环境。四是要根

据项目地势及条件，猪场建设应做到实际实用、经

济合理、技术可行。

2）猪场规划设计建设的程序。在猪场规划设计

前应充分考虑多方面因素，设计及建设过程中需做

好 3个阶段的工作。一是做好建设前的准备工作。

要根据自身优势，认真分析相关政策法规、市场环

境、当地建设条件等，与当地政府、发改委、畜牧、环

养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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