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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经历了一次洗礼袁 很多中小规模养殖场纷纷退
出袁养猪业的发展一度失去方向遥 目前袁我国的养猪
业仍以散户为主袁规模化程度逐渐提升袁产业化集
团养猪所占比例还是很小袁无论是何种规模的养殖
企业要提高竞争力袁 最终归结于生猪出栏的成本遥
成本是中国养猪业淘汰赛中的一个重要标尺袁只有
你的猪场成本足够低袁 才能在淘汰赛中屹立不倒遥

决定养殖场的 2个最主要的成本是野PSY冶和野饲料
成本冶袁 前者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
量袁后者是指养殖场的所有饲料成本遥 我们只有通过
加强管理袁引进新思想尧新技术袁不断提高生产效率袁降
低生产成本袁才能应对饲料原料价格的上涨遥 在生猪
市场行情下降时袁尽量降低生猪的盈亏平衡点袁迎来养
猪业的春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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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它畜禽一样袁猪的遗传改良及选种目标也
是随着社会经济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遥
目前猪育种的重点已由原来的降低背膘厚尧提高生
长速度转变为提高瘦肉组织的生长效率尧提高繁殖
性能尧改良肉质尧提高抗病性尧产品一致性和降低单
位产品的生产成本遥

为适应这一趋势袁在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培育的湖北白猪基础上袁充分利用梅山猪在繁
殖性能方面的优势及湖北省地方猪种通城猪在肉

质方面的优良品质[1原3]袁导入梅山猪和通城猪血液袁
在此基础上导入长白猪血液弥补导入地方猪血液

后在肥育性能及体型方面的劣势袁进行了湖北白猪

优质系的培育研究遥 经过 6个世代的连续选育袁其
生产性能测定与进展报告如下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在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培育的湖北

白猪基础上袁导入梅山猪尧通城猪产生杂交 1代袁选
留的后代与长白公猪进行第 2轮杂交袁选留杂交 2代
组成基础群袁包括公猪 6个血统 11头尧母猪 55头遥
1.2 选育方法

1冤 选择原则
a. 以达 90 kg体重日龄尧90 kg体重背膘厚尧眼

摘要 经过 6 个世代持续选育袁湖北白猪优质系初产母猪产仔数达到 12.13 头/窝袁经产母猪达到 13.52
头/窝袁经产母猪产活仔数 12.74 头/窝曰初产尧经产母猪产活仔数世代进展分别为 0.208 头尧-0.064 头遥 肥育期平
均日增重达到 621.39 g/d袁达 90 kg体重日龄由初始 191.45 d降至 179.26 d袁世代进展为-2.438 d曰料肉比 3.15颐
1遥 90 kg体重阶段屠宰测定结果表明袁第 6世代的屠宰率为 74.96%袁屠体膘厚为 2.64 cm袁瘦肉率为 58.69%袁眼
肌面积为 38.02 cm2遥 各胴体性状在 6个世代间差异不显著袁但瘦肉率有所下降袁下降幅度为每世代 0.814%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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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面积尧肌内脂肪含量尧产活仔数为主选性状遥
b.采用综合选择指数选择袁按育种值高低进行

选留与淘汰遥
c.加大选择差袁提高选择效应袁坚持断奶多留袁

90 kg体重精选遥
d.为提高 90 kg体重选种的准确性袁对参加测定

的猪只袁 应创造一致的饲养环境条件袁 以降低环境方
差遥

e.采取 25 kg尧50 kg尧90 kg体重和配种前 4次
选择袁以 25 kg尧90 kg体重阶段选择为主袁50 kg尧配
种前选择为辅遥

2冤选育依据和要求
a.25 kg体重时采用窝选袁选留的主要依据是亲

代的繁殖成绩尧产活仔数尧育成仔猪数尧发育均匀
度尧断奶窝重以及有无遗传疾病和损征遥 从每窝挑
选最优者 1裔2意进行性能测定遥

b.50 kg体重时袁 主要依据个体本身的生长发
育进行选择袁 淘汰生长发育较差或有遗传疾患尧体
型外貌不符合选育目标要求或有严重损征者遥

c.90 kg体重时袁根据个体尧同胞性能测定结果
资料袁运用 BLUP法估计育种值袁并参考系谱血统和
体型外貌进行选留与淘汰遥

d.配种前袁淘汰生长发育较差尧发现遗传疾患和
有繁殖障碍者袁根据需要最后选定优良后备猪遥

e.初产后袁产仔数低于目标水平的母猪列入预
备淘汰队列袁高于目标水平的母猪进入核心群遥
1.3 测定方法

参照叶种猪生产性能测定规程曳[4]测定尧记录遥
选配院以计算机近交模拟系统进行袁交配个体

间亲缘系数控制在 0.062 5以下袁 实行公猪等数配
种袁随机选配为主袁辅以人工选配遥 有目的地引进外
血进行异质选配改良生长尧胴体尧繁殖性状袁适当运
用近交手段以固定选择性状遥

产活仔数院记录出生 24 h同窝产活仔头数袁包

括弱仔曰总产仔数包括产活仔数与死胎尧木乃伊数遥
窝重院使用精度 0.005 kg的电子秤称量初生个

体重尧21日龄个体重袁计算初生窝重尧21日龄窝重遥
1.4 各品种在各世代所占的血液比例

借用贡献率的概念袁贡献率是指后代个体所含
祖先基础猪的基因概率袁 或后代个体所含祖先的
血缘比例关系[5]遥

估计各个体所含血缘的比例公式院

式中袁 表示对个体 所含血缘 的比例袁 为
到 到 的代数遥该个体所含所有血缘比例之和应
等于 1遥 就某一个体而言袁 所含来自父亲和母亲的
血缘各为 0.5遥 就某一个世代群体而言袁 所含各血
缘的比例计算公式为院

式中袁 表示 世代所含血缘 的比例袁 为到
到 的代数遥 为加权值袁当后代为母猪时袁 =1袁当
后代为公猪时袁 遥 和 分别为 I世代的
母猪和公猪数遥
1.5 参考 NRC标准

采用玉米-豆粕基础型日粮袁 各世代均在同一
饲养条件下测定袁 饲料营养水平基本保持不变袁饲
料营养水平见表 1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品种在各世代所占的血液比例

如表 2 所示袁由于在 2 世代选育过程中袁再次
导入了梅山猪的血液袁使得 2世代梅山猪的血液比
例有较大程度的提高袁选育到 6世代袁长白猪尧湖北
白猪尧 梅山猪和通城猪的血液含量分别为 44.15%尧
25.38%尧23.39%和 7.08%袁 通城猪的血液含量一直

消化能/渊Mcal/kg冤 消化能/渊MJ/kg冤 CP/% 赖氨酸/%
哺乳仔猪 3.3 13.81 20以上 1.3
断奶仔猪 3.3 13.81 19以上 1.1耀1.2

3.2耀3.3 13.39耀13.81 17耀18 1.0
3.2 13.39 15耀16 0.8耀0.9

后备猪 3.3 13.81 16耀17 0.8耀0.9
妊娠母猪 3.1 12.97 13耀14 0.8
哺乳母猪 3.4耀3.5 14.23耀14.65 17耀18.5 1.2

生长猪
25耀50 kg
50耀90 kg

表 1 湖北白猪优质系核心种猪群营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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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 1世代 2世代 3世代 4世代 5世代 6世代
长白猪 46.81 46.21 45.48 44.92 45.04 45.15
湖北白猪 23.41 23.02 24.40 24.01 24.63 24.38
梅山猪 15.28 22.10 22.21 22.67 23.04 23.39
通城猪 14.50 8.67 7.91 8.40 7.29 7.08

表 2 各品种在各世代所占的血液比例 %

呈下降状态，这与 2世代选育时导入了长白猪和梅
山猪的血液有关，并且与选育时对繁殖性能的偏重

相关。

2.2 湖北白猪优质系各世代性能测定

经过连续 6个世代的持续选育测定袁湖北白猪
优质系繁殖性能尧生长肥育性能及胴体性能测定结
果数据如表 3耀5遥

从表 3的数据可以看出袁湖北白猪优质系的初
产母猪产仔数能够达到 12.13头/窝以上袁而经产母
猪平均产仔数可达到 13.52头/窝袁活仔数 12.74头/
窝曰初产尧经产活仔数世代进展分别达到 0.208头尧

-0.064头遥 由于带有地方猪血液袁 母猪泌乳能力较
好袁但 20日龄后仔猪喘气现象比较严重袁导致死亡
偏高袁育成率需要进一步改进提高袁以保存高产仔数
的成果遥

在 2世代选育过程中袁 因再次导入了梅山猪的
血液袁 使得 2世代梅山猪的血液比例有较大程度的
提高袁反映到繁殖性能方面袁可以看出产仔数和窝产
仔数明显提高袁且在以后各世代均保持较高水平袁说
明梅山猪在湖北白猪优质系繁殖性能的选择方面起

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遥
如表 4所示袁经过 6个世代的持续选育袁湖北白

世代 胎次 窝数
产仔数/
渊头/窝冤

产活仔数/
渊头/窝冤

初生窝重/
渊kg/窝冤

初生个体重/
渊kg/头冤

21日龄窝重/
渊kg/窝冤

21日龄个体重/
渊kg/头冤

1 初胎 56 10.81依2.72 10.56依2.48 12.31依3.06 1.17依0.18 50.13依12.56 4.84依0.70
经产 55 13.50依2.85 13.06依2.88 15.46依3.60 1.19依0.25 52.93依9.96 5.01依0.81

2 初胎 50 12.05依1.24 12.00依1.56 17.45依2.56 1.45依0.20 54.70依5.77 5.17依0.62
经产 68 12.48依1.67 12.10依1.70 16.80依2.30 1.39依0.17 57.96依8.45 5.28依0.60

3 初胎 40 11.34依1.75 10.75依1.58 13.98依1.92 1.31依0.22 34.86依6.60 4.42依0.66
经产 79 12.59依2.62 12.00依2.70 15.80依3.30 1.32依0.58 54.86依11.47 5.06依0.60

4 初胎 42 11.78依2.72 10.57依1.58 14.92依2.91 1.41依0.27 45.69依2.36 4.86依0.69
经产 83 12.49依2.20 11.87依1.90 16.87依3.59 1.42依0.24 52.66依8.34 5.21依0.75

5 初胎 59 11.57依2.34 11.04依2.21 14.71依2.99 1.33依0.20 47.37依13.04 4.44依0.71
经产 106 13.11依3.59 12.35依3.64 16.90依5.25 1.27依0.22 59.16依13.20 5.50依0.66

6 初胎 58 12.13依2.36 11.60依2.33 13.66依2.11 1.18依0.17 51.88依6.31 4.78依0.73
经产 113 13.52依2.88 12.74依2.65 17.68依3.83 1.39依0.25 59.71依11.82 5.74依1.04

表型进展 0.182 0.110 0.490 1.106
遗传进展 0.023 0.017 0.081 0.073

表 3 湖北白猪优质系各世代繁殖性状选育进展

世代 头数
起始重/
渊kg/头冤

结束重/
渊kg/头冤

达 90kg
日龄/d

日增重/
渊g/头窑d冤 料肉比

背膘厚/mm
A超 B超

1 106 33.47依4.45 87.37依10.35 191.45依28.74 619.42依86.57 3.62颐1 16.36依2.83
2 113 26.64依3.70 93.77依8.73 190.89依23.77 628.07依59.40 3.47颐1 12.49依2.99
3 125 30.45依6.49 92.59依12.06 178.19依33.93 697.76依110.80 3.41颐1 13.68依2.50 26.64依7.86
4 130 27.00依3.81 95.20依9.33 182.65依17.06 585.20依55.20 3.48颐1 13.14依2.40 25.42依5.18
5 126 26.83依3.86 94.75依7.57 186.08依19.98 611.67依71.07 3.04颐1 12.79依2.03 25.39依5.73
6 137 26.03依4.42 96.31依12.58 179.26依23.55 621.39依57.91 3.15颐1 13.18依2.82 25.76依6.29
表型进展 -2.438 -0.512
遗传进展 -0.598 -0.135

表 4 湖北白猪优质系各世代的肥育性状及选育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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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 头数 宰前活重/kg 胴体重/kg 屠宰率/% 瘦肉率/% 屠体膘厚/cm 腿臀比/% 眼肌面积/cm2 肌内脂肪/%
1 12 94.63依5.18 71.63依2.09 75.69依1.52 62.76依2.64 2.33依0.60 30.90依1.24 39.14依5.83 3.31依0.58
2 7 101.60依5.59 78.28依2.58 76.53依2.67 57.93依2.36 2.38依0.39 30.47依1.29 36.04依4.78 3.35依0.23
3 4 93.55依4.42 70.38依2.07 75.20依1.08 58.62依3.01 2.27依0.18 30.49依1.25 32.52依4.11 2.96依0.15
4 4 100.10依6.11 74.68依1.83 74.60依1.51 57.81依2.60 2.62依0.34 30.70依1.53 35.64依3.11 3.08依0.48
5 4 94.62依3.18 69.96依1.53 73.94依1.42 57.55依2.48 2.66依0.39 30.58依1.32 37.51依2.37 3.19依0.42
6 4 97.36依4.15 72.98依2.33 74.96依1.38 58.69依3.12 2.64依0.42 31.16依1.48 38.02依4.18 3.05依0.36
表型进展 -0.814 -0.560 -0.052
遗传进展 -0.375 -0.103 -0.019

表 5 湖北白猪优质系胴体性状选育进展

猪优质系肥育期平均日增重为 621.39 g/d袁 最高个
体可以达到 896.25 g/d袁 平均日增重呈持续增长趋
势曰但变异系数也呈上升趋势袁表明随世代递增袁品
系内呈现出一定分化袁说明生长速度有进一步提高
的空间遥 达 90 kg体重日龄由初始 191.45 d 降至
179.26 d袁背膘厚 13.80 mm袁料肉比 3.15颐1遥

由表 5可见袁在 90 kg体重阶段屠宰袁湖北白
猪优质系第 6世代的屠宰率为 74.96%袁屠体膘厚为
2.64 mm袁瘦肉率为 58.69%袁腿臀比例 31.16%袁眼肌
面积 38.02 cm2遥 各性状 6个世代间均无著性差异袁
瘦肉率降幅为每世代 0.814%遥
3 结 论

1冤大量研究表明袁产仔数的遗传力低袁一般只
有 0.1左右袁其变动范围为 0.05耀0.30 [6-7]袁湖北白猪
优质系在 6个世代均表现出较高的繁殖性能遥 梅山
猪在湖北白猪优质系繁殖性能的选择方面起了相

当重要的作用袁湖北白猪优质系在选育过程中所采
用的分子标记及其与繁殖性能的相关性还需作进

一步分析遥
2冤湖北白猪优质系达 90 kg体重日龄在 6个世

代的选育中袁有显著的进展袁平均每个世代为-2.438
d袁第 6世代达 90 kg体重日龄为 179.26 d曰背膘厚

13.18 mm曰料肉比 3.15颐1袁全面实现了育种目标遥
3冤湖北白猪优质系在选育过程中袁注重繁殖性

能和肉质性状的选择袁胴体性状在 6个世代之间差
异不明显袁 瘦肉率和肌内脂肪含量有所下降遥 在 6
个世代的选育过程中袁通城猪的血液含量由最初的
14.50%下降到 7.08%袁这也许是肌内脂肪含量有所
下降的原因遥 总体而言袁本品系仍然保持了一定水平
的屠宰率和瘦肉率袁肌内脂肪含量也在较高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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