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09-06-10
作者简介:邢宝松(1969-),男 ,河南新密人 , 副研究员 ,博士 , 主要从事动物遗传育种研究。

猪新品种选育与繁殖技术的探索
———河南省农科院猪育种与繁殖技术研究成就与展望

邢宝松 , 梁永红 ,马　强 ,白红杰 ,任巧玲 ,陈俊峰 ,高彬文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畜牧兽医研究所 , 河南 郑州 450002)

　中图分类号:S8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268(2009)09-0187-04

　　河南省是养猪大省 ,自 2000 年以来 ,年出栏量

稳居全国前 3 位 。2007 年全省存栏生猪 5500 万

头 、出栏 6970万头 ,同比增长 17.6%和 17%[ 1] 。这

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对畜牧业发展高度

重视 ,政策资金支持得力;另一方面从科技进步角度

来看 ,主要得益于疫病控制体系建设的加强 、饲料工

业的发展以及饲养与环境条件的改善 ,但种猪和商

品猪的遗传改良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猪

育种工作的最大进步是使猪的日增重突破 800 g/d ,

瘦肉率达到 60%以上 ,料肉比达到 2.8∶1 ,出栏猪

156 d体重达到 90kg 以上 , 培育出了真正的瘦肉

猪
[ 2]
。近几年 ,随着育种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 ,猪

的育种已从品种选育逐渐过渡到专门化配套系选

育 ,以提高商品猪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河南省

农业科学院作为省级资深农业科研单位 ,在猪新品

种选育与繁殖技术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对河南省猪育种工作的突出

成就

1.1　河南省猪品种调查

河南省猪品种调查从 1959 年开始 , 1960 年完

成 ,是河南省地方优良畜禽品种调查工作的一部分 。

初步获得中牟猪 、内乡师岗猪和项城猪的种质特征

和分布概况 ,一并录入《河南省畜禽良种介绍》[ 3] 。

1.2　利用杂交技术提高商品猪瘦肉率的研究

1979-1985年 ,开展了大约克 、长白猪(老长白)

与南阳黑猪 、宁乡猪两元杂交组合试验 ,在中等饲养

条件下 ,筛选出“约本”(本地猪)较优杂交组合 ,1985

年在中牟 、新郑等地推广应用 ,杂交猪瘦肉率达 50%

以上 ,比本地猪提高 10%以上 ,该研究居省内同类研

究先进水平 ,1985年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 3]
。

1.3　泛农花猪选育

1962-1982年 ,黄泛区农场 、河南省农业科学

院等多家单位协作 ,以项城猪为母本 ,引入苏白 、中

约克 、巴克夏及农大一号等品种猪为父本进行杂交

培育而成。泛农花猪毛色黑白相间而偏黑 ,有耐粗

饲 、生长快 、抗病力强等特点 ,属肉脂兼用型新品种。

该项目于 1982年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二等奖[ 3] 。

1.4　引进国外猪种间配合力研究

1984-1986年 ,以长白 、大约克猪为母本 ,杜洛

克 、汉普夏 、长白 、大约克猪为父本杂交 、育肥试验 ,

筛选出“长大”杂交为较优组合 ,经过 1985-1986年

重复试验和中试后 ,效果明显。长大猪日增重 868 g ,

料肉比 2.58∶1 ,瘦肉率 59%。该项目于 1986年获

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 3]
。

1.5　养猪的优化技术研究

河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与郾城县外贸生

猪基地合作 ,于 1986-1988年 ,通过优化各项技术

和管理措施 ,实现公猪良种化 ,母猪 90%优杂化 ,产

仔窝平均成活 8 头以上 ,瘦肉率平均 57.8%,提供

瘦肉型猪 18万头 ,出口 6万头;优化饲料加工供应 ,

提高日增重 ,降低了料耗;优化防疫措施 ,生猪死亡

率下降为 3.4%,获得了显著经济效益。

1.6　供港活猪繁育体系的研究

1987-1991年 ,河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

以引进的瘦肉型猪进行品种间三元杂交组合试验 ,

筛选适合河南省省情的最佳三元杂交模式(即生产

繁育体系)。以杜洛克 、汉普夏猪为父本 ,长白×大

约克杂种 F1 为母本 ,在相同饲养管理条件下开展三

元杂交组合试验 ,筛选出杜×(长×大)三元杂交模

式 。其主要生产性能:平均日增重 655 g , 料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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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1 ,瘦肉率 58.10%,胴体品质好 ,肉质正常 ,

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先进水平。该项目于 1991 年

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3] 。

1.7　豫农白猪 Ⅰ系选育研究

1989-1994年 ,由河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

所试验猪场利用长白猪与大约克夏猪杂交 ,经群体

继代选育而成。通过 5 个世代的选育 ,经产母猪平

均产仔数 11.17头 ,产活仔数 10.65头 ,产仔性能达

到国外品种(品系)同等水平。各项主要性状达到和

超过育种目标 ,杜洛克猪与豫农白猪 Ⅰ系杂交肥育

性能及胴体品质达到国际水平 。豫农白猪Ⅰ系的推

广 ,对提高河南省供港活猪质量起到了重大作用 。

该项目于 1995年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3]
。

1.8　豫农白猪 Ⅱ系选育及其配套技术研究

河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于 1996-2001

年 ,在豫农白猪 Ⅰ系的基础上 ,通过引进 9个血统的

大约克杂交 、横交 ,组建品系基础群 。采用群体继代

选育方法 ,历经 6 年完成豫农白猪 Ⅱ系选育。种猪

群共有 8个血统 ,核心种公猪群 16头 ,核心母猪群

120头 ,繁殖群母猪 400 头。豫农白猪 Ⅱ系母猪繁

殖性能可达到头胎母猪产仔数 10.57头 ,产活仔数

9.74头;经产母猪产仔数 11.55头 ,产活仔数 10.49

头。各主要指标均达到或超过项目任务书约定的选

育目标 ,整体研究水平居国内先进水平 ,其中瘦肉

率 、活体背膘厚 、眼肌面积等指标居国内领先水平 。

该项目于 2002年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4] 。

2　新品种选育技术

2.1　群体继代选育法的优化

群体继代选育法又叫闭锁继代选育法 、系统选

育法 、纯系内选育法 。其建系的步骤和方法为:明确

建系目标 —组建基础群—闭锁繁育 —严格选留—配

合力测定[ 5] 。河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在豫农

白猪 Ⅰ系选育过程中严格按照传统的继代选育法 ,

闭锁繁育导致近交系数上升较快 ,繁殖性能在第 2

世代下降明显[ 6] ;在豫农白猪Ⅱ系选育过程中 ,对选

育方法作了调整:允许优秀血统世代更迭 ,闭锁与适

度开放相结合。这样扩大了群体遗传基础 ,增加了

优良基因比例 ,为繁殖性能和生产性能的提高打下

基础
[ 7]
,同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群体继代选育法的

不足 。

2.2　分子生物学技术

2.2.1　应激敏感基因(氟烷基因)检测　猪应激敏

感综合症(PSS)是一种单基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病 。纯隐性猪虽然瘦肉率高 ,但应激后易突然死亡 ,

易产生 PSE 肉 ,给养猪业造成严重损失 。张豪等[ 8]

利用PCR-RFLPs技术检测豫农白猪Ⅰ系核心群 83

头猪的氟烷基因型 ,其中阴性纯合子 45头 ,杂合子

38头 。在豫农白猪 Ⅱ系组建基础群时的全部 288

头猪进行检测 ,发现 11头杂合子 ,淘汰杂合子后就

彻底从遗传上消除了种猪群由该基因所引起肉质变

劣的遗传基础。

2.2.2　杂种优势预测　利用 DNA 指纹技术来研

究品种的遗传结构特点 ,具有多态性好 、可靠性高 、

特异性强等特点。梁永红等[ 9] 利用探针 33.6研究

豫农白猪 Ⅰ系的遗传纯度 ,以及豫农白猪Ⅰ系于长

白猪 、大约克猪 、杜洛克猪等品种之间的遗传距离 ,

结果表明:豫农白猪 Ⅰ系的 DNA 指纹图谱相似系

数 F 值为 0.466 ,高于长白猪(0.380)、大约克猪

(0.371)和杜洛克猪(0.383),达到了较高的遗传纯

度 。遗传距离分析结果表明 ,豫农白猪 Ⅰ系与杜洛

克之间差异最大(0.710),与大约克猪之间差异最小

(0.650),与长白猪之间遗传距离为 0.670。为豫农

白猪Ⅱ系选育组建基础群时引进大约克作为遗传素

材 ,杂交利用时选用杜洛克猪作为父本提供了理论

指导。

2.2.3　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　其主要目标是寻

找重要经济性状位点与已连锁的 DNA 标记 ,并将

其用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来改良畜禽品种 。提高选

择的有效性及遗传改进量 。陈俊峰
[ 10]
利用电子克

隆技术结合 PCR对猪 AEBP1 基因的部分 cDNA

和 DNA序列进行了分离和测序 ,通过比较大白猪

和梅山猪的相应序列发现 41个 SNPs ,其中第 9内

含子的一个 C-A 突变引起 Pst Ⅰ酶切多态性;利用

猪辐射杂种克隆板首次把猪 AEBP1 定位于

S SC18q24 ;筛选到猪脂肪分化细胞相关基因 ADD1

的 8个 SNPs ,为猪脂肪沉积性状提供了潜在的分子

标记;并在不同群体对脂肪细胞分化或者沉积候选

基因进行了关联分析 ,为分子标记用于辅助选择提

供了新的依据。

2.3　计算机信息技术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应用 ,使现代动物遗传育

种理论得以用于育种实践并显示出重要意义。河南

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在猪育种过程中 ,利用计

算机技术将最佳线形无偏预测(BLUP)法用于猪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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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值的估计 ,并采用综合选择指数进行选种 。经过严

格选择 ,豫农白猪Ⅱ系瘦肉率总体提高 4.21%,眼肌

面积增加 5.28cm2 ,膘厚减少了 0.88 cm ,系水力提高

1.98个百分点
[ 11 , 12]

,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利用计

算机图像分析系统 ,在猪的育种实践过程中分析 B

超活体测定的背膘厚以及眼肌面积 ,这样不仅降低

了测定费用 ,而且加大了选择强度 ,提高了选种的准

确性 。

2.4　联合育种技术

联合育种是将相同或相近育种目标的种猪场有

组织地联合起来而建立的良种繁育体系 ,具有统一

的数据记录系统 、性能测定制度和选择方法 , 统一

进行遗传评估 ,选出最优秀的种公猪以供场 、群交

换。联合育种对猪品种选育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

在:大大提高了育种群群体规模 ,减少了种公猪使用

量 ,提高选种的可靠性 ,缩短育种群世代间隔 ,提高

选育效率[ 13] 。

2.5　综合配套技术

将猪育种相关常规技术进行配套集成 ,形成品

系专门技术 ,无疑又形成育种新技术。河南省农科

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在豫农白猪 Ⅱ系选育过程中 ,针

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配套技术研究。从饲料营养 、

环境控制 、疫病防治等技术进行优化配套集成 ,最大

限度地发挥猪的遗传潜力 ,无疑是对猪新品种选育

技术的补充。

3　猪繁殖新技术

3.1　人工授精技术

采用人工授精可以节省母猪配种费用 ,提高猪

饲料报酬 ,降低管理成本 ,大大提高良种利用率加快

遗传进展
[ 14]

。河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试验

猪场积累了 20余年的实践经验 ,能够熟练将鲜精稀

释后对猪进行人工授精 ,受胎率较高 ,而针对受胎率

较低的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将进行更深的研究 。

3.2　哺乳动物性别控制技术

性别控制技术能使动物生产与人类意愿相一致

的性别的后代 ,意味着生产资料的高效利用和畜牧

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15] 。哺乳动物的性别控制可以

在受精前或者受精后进行控制 。对受精后的早期胚

胎进行性别鉴别 ,受到灵敏度 、准确率和对胚胎伤害

等因素的限制 ,这些方法不能或不易被推广应用;而

受精之前先分离 X 、Y 精子 ,再进行人工授精 ,得到

所需要性别的后代是较理想的方法。分离 X 、Y 精

子的方法很多 ,目前效果最为稳定可靠的是流式细

胞仪法
[ 16]

。

3.3　胚胎移植技术

猪的胚胎移植技术发展较慢 ,主要是由于猪是

多胎动物 ,胚胎移植应用范围窄 ,而且猪的胚胎冷冻

成功率低也限制了该技术的应用 。但是随着科学的

发展 ,胚胎移植技术可以用于良种猪的快速扩繁 ,能

够给生产经营者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 17]

。

3.4　转基因与克隆技术

体细胞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在基础科学研

究 、人类医学 、畜牧业生产等诸多领域都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 18 , 19] 。主要用于:提高猪的生产水平 ,加

速猪遗传改良进程;建立人类疾病模型 ,探讨人类遗

传性疾病的机理及治疗方法;由于猪与人在很多生

物学特征上有相似性 ,在医学上 ,利用克隆转基因技

术生产经遗传修饰的克隆猪 ,可以提供大量廉价的

器官以进行异体器官移植的临床研究和应用[ 20] 。

4　问题与展望

河南省的养猪业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 ,育种

技术和繁殖技术良莠不齐 ,缺乏专门化品系或配套

系 ,联合育种的开展受到很多条件制约 ,科学研究与

养猪生产脱节;另一方面 ,地方猪种利用力度不够 ,

盲目重复引进国外猪种 ,引进后缺乏系统创新选育 ,

造成种质退化。因此 ,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宏观调控 ,

注重性能测定与评估 ,加强测定的客观性;加大联合

育种力度 ,在全省范围内采取措施 ,加强大型猪人工

授精中心的建设;鼓励地方猪种的利用 ,鼓励引入猪

种的创新培育。作为科研单位 ,河南省农科院将继

续加强猪实用型选育和繁殖新技术研发的支持力

度 ,提高河南省养猪业总体科技水平 ,不断开创猪育

种和养猪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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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猪场主要疫病的血清学调查与分析

郎利敏 , 王克领 , 张立宪 ,游　弋 , 张青娴 ,郑万禄
(河南省农业科学院 畜牧兽医研究所 ,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为掌握河南省主要猪病的感染和流行情况 ,对 2007-2008年河南省 473个猪场的 10 233份

血清样品进行了检测 。结果表明 ,猪呼吸与繁殖综合征(PRRS)、猪瘟 、圆环病毒病 、传染性胸膜肺

炎等是对河南省猪场危害最大的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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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随着养猪生产规模化 、集约化程度的提

高 ,猪场疾病的种类日益增多 ,混合感染的情况时有

发生 ,给猪场疫病的诊断和防治工作带来了困难 ,也

严重影响和制约着养猪业的健康发展。为了掌握近

年来河南省猪场主要疫病的流行和感染状况 ,为制

定有效的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对 2007年来自河

南省 237个猪场的 4 781份血清样品和2008年来自

河南省 291个猪场的 5 452份血清样品的血清学检

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被检样品

2007年来自河南省 237个猪场的 4 781份血清

样品 ,2008年来自河南省 291个猪场的 5 452 份血

清样品 。

1.2　检测试剂

猪瘟抗体 、衣原体抗体 、弓形体抗体 、传染性胸

膜肺炎抗体检测试剂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

研究所提供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抗体检

测试剂盒 、猪伪狂犬 gpI 抗体鉴别试剂盒由美国

IDEXX公司提供 ,猪圆环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由武

汉科前公司提供。

1.3　检测方法

猪瘟抗体 、衣原体抗体 、弓形体抗体 、传染性胸

膜肺炎抗体检测使用间接血凝(IHA)方法 , PRRS

抗体 、猪伪狂犬 gpI抗体 ,猪圆环病毒抗体检测使用

ELISA 方法 ,操作及结果判定标准均按相关说明书

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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