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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平猪是国家确认的中国优良地方猪种，不仅具有繁殖力强，适应性好，肉质上乘的特征，而且具有

独特的妊娠期短、杂交效果显著的特点。全面分析清平猪的现状，挖掘清平猪的潜力，对于保护和利用清平猪，加

快畜牧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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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是畜禽遗传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之一，

全省重点保护的地方畜禽品种有 29个，这些地方

畜禽品种在发展农村经济，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了

合理利用湖北省地方畜禽品种资源，充分挖掘湖北

省地方畜禽品种资源的生产潜力，保持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湖北省畜牧良种场自 2013年以来持续对

全省 29个地方畜禽品种进行了动态监测，对清平

猪在品种保护和开发利用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1 清平猪的形成及其现状

1.1 清平猪的形成

清平猪，又名育溪猪，是经过当地农民和广大

科技人员长期选育形成的，清平猪被毛全黑，体型

中等，体质健壮，结构匀称紧凑，有较强的适应性，

能适应 -15.6～40.9 ℃的气温。该品种属江海型，脂

肉兼用，具有性成熟早、妊娠期短、产仔多、育成率

高、耐粗饲、早熟易肥、肉味鲜美等特点，清平猪具

有较强的抗病能力，适合平原、湖区、丘陵、山区等

不同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下饲养。清平猪产于湖北省

当阳市，主要是清平河沿岸的育溪、庙前、河溶、坝

陵一带，分布于宜昌、荆门、荆州、襄樊、孝感、谷城

等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在 20世纪 90年代曾从

中心产区批量引进清平猪。

清平猪于 1962-1965 年经省品种资源委员会

审定命名，1985年被确定为湖北省优良地方畜禽品

种，1986年被录入《中国猪品种志》，1991年被定为

全国五大地方猪种之一，2000年列入《国家畜禽品

种保护名录》，2006年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名录》。

1.2 清平猪的现状

清平猪近 15～20 年来饲养数量急剧减少，

1985 年存栏种母猪约 4 万头，种公猪约 300 头；

1995年存栏种母猪约 2万头，种公猪约 50头，2005

年种母猪存有量不足 5 000头，包括当阳市清平种

猪场的种母猪 125头，除该种猪场保存有 18头种

公猪外，农村种公猪已绝迹，处于濒危状态。截止

2016年 6月，清平种猪场场内种公猪 18头，9个血

统，种母猪 108头，场外种公猪 20头，9个血统，种

母猪 300头。

2007年，根据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制定的选育计

划，湖北桑梓湖种猪场开展了清平猪的母系选育和

新品系杂交利用工作，并于 2009年通过了专家组

的现场考核，新清平母系获批准在全省推广，目前

新清平猪已辐射到广东、黄冈、仙桃、钟祥、松滋、江

陵等地。

2 清平猪的保护及存在的问题

2.1 建立保种场实施品种保护

1976年建立当阳市清平种猪场，致力于清平猪

的保种、提纯复壮和推广。1986年制定了清平猪保

种方案，经省畜牧局审定并实施，2000年修订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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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猪保种方案，提出了保护目标和技术措施。该保种

场 2008年列入国家级保种场，并由国家每年拨专款

50万元用于品种保护。湖北省 1996年发布了清平猪

地方标准（DB42/126-1996），2002年发布了修订的清

平猪地方标准（DB42/126-2002）。2016年饲养清平

猪母猪 108头，种公猪 9个血统 18头。为了更好地

保存该优良品种，该品种已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地

方品种资源，“清平猪”成为中国地理标志商标。

2.2 保种存在的问题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外来良种的引进和普遍

追求高生产率，许多人对地方畜禽品种产生了误

解，认为地方畜禽品种生长速度慢，生产效益低，不

如外来品种效益高，忽视了对地方品种的保护与使

用，从而导致真正从事地方畜禽品种纯繁、选育提

高的单位和个人极少，致使清平猪这一优良地方品

种的数量日渐减少，保种工作形势日趋严峻。目前，

全省仅有当阳市清平种猪场在开展清平猪保种工

作，虽然在品种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资源保护安全意识不强。盲目引种忽视了

地方品种的优势，带来了地方品种资源的安全隐

患。2006年全国第二次畜禽遗传资源调查，15个地

方畜禽品种资源未发现，55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

22个品种濒临灭绝，濒危和濒临灭绝品种约占地方

品种总数的 14%，超过一半以上的地方品种的群体

数量呈下降趋势。清平猪也存在分布范围缩小，数

量下降，血缘狭窄等问题，保种场由于受到资金、技

术、管理等客观条件的限制，保种也仅仅停留在群

体、血缘和体型外貌等方面。

二是资源保护开发利用经费缺乏。通过近几年

来的监测结果显示，国家对地方畜禽品种保种场的

扶持日益增强，但用于开发利用的资金缺乏，加之

保种场经济效益不佳，基础设施陈旧，管理水平较

低，选育和开发能力也较差，对地方品种的研究，也

仅仅停留在杂交效果的观察，生长速度的测定等方

面，从而给地方品种的保护和开发带来了难度。

三是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力度不够。由于保种

场规模小，加之猪场工作环境特殊，对人才的吸引

力极低，缺少必要的管理人员和保种技术人员，技

术水平得不到保证，地方品种的特色没有被充分利

用。产品都以鲜活方式上市，利用效率低，产品的深

加工和新产品的开发基本属于空白。

3 清平猪的开发利用及展望

从 2008年开始，社会上开始掀起黑猪养殖热

潮，越来越多的乡土黑猪肉开始出现在货架上，猪

肉市场呈现了“土洋大战”，由于很多养殖场及产品

开发企业为追求经济效益，以次充好，市场上产品

参差不齐，严重影响了行业发展，有计划地开展以

清平猪为母本的杂种优势利用工作，以利用促进保

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3.1 清平猪的开发利用

清平猪作为重要猪种种质资源，越来越得到保

护与利用，清平猪的繁殖能力好、适应性强、肉质优

良既是很好的育种基因，也是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的

重要资源，为充分利用清平猪的这些特点，同时改

良其生长速度缓慢、饲料利用率低和胴体瘦肉率偏

低的不足，2007年 9月，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下达了

新清平猪母系选育计划，并将 10个家系 198头种

猪调入湖北桑梓湖种猪场进行选育和新品系杂交

利用。湖北桑梓湖种猪场根据选育计划，以清平猪

为母本，导入杜洛克血统，经群体闭锁多世代选育

生产新清平猪，然后以新清平猪为母本、长白猪或

大白猪或巴克夏猪分别为父本进行二元杂交，二元

杂后代母猪再分别用大白公猪或长白公猪生产三

元杂交猪，通过屠宰测定，对新清平及其杂交后代

胴体及肉质性状测定数据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新清平猪及杂交后代胴体品质和大部分肉质性状

达差异极显著水平，胴体长、肉色评分性状达差异

显著水平，杂交效果非常明显。新清平母系获湖北

省畜牧兽医局批准在全省推广，目前新清平猪已辐

射到广东、黄冈、仙桃、钟祥、松滋、江陵等地。同时

还在场内完成了长清、大清、巴清猪杂交饲养试验

和屠宰测定工作，并制定发布了《鄂清 1 号配套系

母系种猪企业标准》（QHBSZC06-2013）。

新清平猪体型较清平猪大，体质健壮，额窄、较

清秀，面部皱纹减少，耳中等大、下垂，嘴筒长直，背

腰平直，前躯宽实，腹部较小，臀部丰满，骨骼较粗，

被毛黑色。新清平猪含 50%清平猪血统，选育过程

中重视繁殖性能的选择，头胎总产仔数、产活仔数、

初生窝重较清平猪均有所提高，其头胎总产仔数

10.92头，产活仔数 10.35头，初生窝重 13.43 kg，妊

娠天数 111.81 d。经产母猪总产仔数 12.9头，产活仔

数 11.52头，初生窝重 15.87 kg，妊娠天数111.8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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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平猪是生产商品瘦肉型猪理想的母本之一，其

杂交后代生长速度快，饲料报酬高，三元杂肉猪 100

kg体重日龄平均 173 d，饲料报酬平均 3.08∶1。

3.2 建立繁育体系，实施产业化经营

新清平猪是以母本为特性的新品系，它改变了

清平猪生长速度较慢、瘦肉率低的不足，又保持了

清平猪繁殖力高、妊娠期短、肉质优良的优点，湖北

桑梓湖种猪场为充分展现新清平猪的优良特性，制

定了饲养管理技术手册，从种猪的饲养管理、配种

技术、产前及产后母猪的饲养管理、仔猪的保育和

培育、后备猪的饲养管理、选种选配、营养需要及日

粮组成、疫病防治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繁育体

系，为新清平猪的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猪肉消费

市场向多样化、优质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居民在

选购猪肉时，看重的是猪肉质量，其次是猪肉价

格、品牌。2011年，荆州第一家原生态土猪销售专

营店与广大市民见面，以专营店的形式销售监利

猪和清平猪 2种原生态土猪肉，价格比普通猪肉

高 2～4 元，同时还在武商量贩荆州店、沙市店上

市，分割销售，价格是普通猪肉的 2～3倍。而以湖

北枝江恢家农场养殖 80 头地方黑猪生产母猪为

例，75 kg以前期喂颗粒饲料、后期喂单一饲料和

青饲料，屠宰后通过土猪肉专卖店销售，猪肉价格

比普通猪肉价格高 2 元，除去店面、人工支出，年

纯收入 30万元左右。应该设法将清平猪的品质优

势转变为品牌优势，最终转化为经济优势，带动整

个清平猪产业的发展，促进新清平猪乃至更多农

特产品的销售，实现产供销一条龙，同时又带动农

民共同增收致富。

3.3 营造氛围，促进地方品种资源保护

实施地方品种资源保护，是当前的一项紧迫而

又艰巨的任务。开展地方品种保护与开发，是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需求，是实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需

要，也是满足人们对畜产品消费多元化的需要。要

充分认识保护地方品种的重要性，广泛宣传保护地

方品种的必要性和紧迫感；政府也要出台优惠政

策，鼓励社会各界投资保种行业，密切关注保种单

位的资金运转状况，支持保种工作，解除保种单位

后顾之忧。在保种工作中，要不断引进最新科技成

果，广泛开展科技培训，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科技

水平，各保种场、保种区应着重以本品种为主扩大

开发利用，以利用促进保种，以保种保证利用，根据

市场的需求，培育新品系，利用新品系，打出本品种

特色品牌，开发优质地方品种深加工产品，使优质

畜产品进军餐饮业。同时探索“专业合作社 +养殖

户”生态猪养殖模式，建立养殖基地，结合当地自然

风光，打造绿色基地、休闲娱乐一体的休闲观光农

业，办起农家乐，吸引消费者，可现场烹调，仅收取

食材费用和加工费，或者为消费者提供灶具，消费

者自行制作，增加乐趣。或整猪销售，或分割销售，

或打造冷链物流，把猪肉新鲜地运到全国各地，形

成“合作社 +养殖户”生态猪养殖产业链，延长产业

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产业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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