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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商品瘦肉猪生产的品种与杂交组合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从热带到寒温带，地形从世界屋
脊青藏高原到低于海平面的吐鲁番盆地，不同的农业生产
条件与社会经济条件，为各种类型猪种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与社会需求，特别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猪的饲养管理、选种
选配和杂交改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培育了许多优良猪
种，形成了许多猪种类型，筛选出了许多优良的杂交组合。
现重点介绍猪的经济类型与各类品种，杂种优势利用

的原理、方法及优良的杂交组合。

（一） 猪的类型与品种

1. 猪的品种与类型
（1） 猪的品种。猪的品种是根据人们对生产和生活的

需求，在一定的社会和自然条件下，通过长期定向选择、
选种选配培育而成的、具有某种经济特点、有一定数量和
结构的动物类群。这类猪群必须具有共同的来源，相似的
经济特性、外形特征、生理特点以及相对稳定的遗传性。
作为一个品种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①来源相同，外形
特征相似，遗传上具有相似性，个体间的形态特征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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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上基本相似。②遗传性稳定，有种用价值。品种必须有
稳定的遗传性，每代保持着遗传结构上基本相似的特性，即
能将主要的优良特征特性巩固地遗传给下一代，这样才具有
种用价值。③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品种必须能够提供一定
数量和质量的产品，以满足人们某种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④具有一定的结构和群体数量。所谓一定的结构，是指一个
品种是由若干各具特点的类群所构成，而不是由一些家畜简
单地汇集而成。品种内存在这些各具特点的类群，就是品种
的异质性。正是由于有这种异质性，才能使一个品种在纯种
繁育条件下仍能继续得到改进提高。品种必须有一定的群体
数量，一般来说，一个猪的品种必须具有1 000头以上鉴定
合格的种母猪，100头以上鉴定合格的种公猪。

(2) 猪的经济类型。猪的经济类型是人们根据不同的经
济目的，为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而进行选育的，它实际上
是品种向专门化方向发展的产物。若干个品种可能具有相
同的经济类型；而不同经济类型的猪，对体格大小、体型
结构、成熟早晚、培育方法以及选育的重点性状的要求都
有所不同。根据不同猪种肉脂生产的能力和外形特点，按
胴体的经济用途、猪的经济类型可分为瘦肉型（腌肉型）、
脂肪型和兼用型。
瘦肉型 （腌肉型）。这种类型猪的产品方向以腌肉为

主。其外形特点：头颈轻而肥、腮小，中躯较长，腿臀丰
满，背线微弓，腹线平直，体长大于胸围 15～20厘米以上。
一般体型较大而晚熟，对饲料蛋白质利用率较高。背膘薄
且全身分布较均匀，一般厚度为 1．0～3.0厘米。全身肌肉发
达，皮下脂肪为硬质或半硬质。以胴体为基础的瘦肉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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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胴体瘦肉率达 55%以上。如丹麦长白猪、英国大白
猪和我国的湖北白猪属此类型。
脂肪型。这种类型的猪以产脂肪为主，其外形特点：

头颈粗重，体躯宽广，深而不长，猪体肥满，四肢较短，
体长与胸围几乎相等，一般为中小体型，早熟易肥，产仔
数较少，胴体背膘厚达 5厘米以上。过去常以巴克夏、波
中猪为这种类型的代表，我国的大多数地方猪也属此类型。
随着国内外市场对动物脂肪的需求量急骤减少，对瘦肉的
需求量不断增加，因而对原有脂肪型猪进行了杂交改良，
使之逐步向兼用型和腌肉型过渡。
兼用型。这种类型的猪以用鲜肉为主，是介于腌肉型

和脂肪型二者之间。如英国的中约克夏和我国的大部分培
育猪种均属此类型。
经济类型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对猪肉产品的需

求、猪种所在地区饲料种类和品质以及育种者的选育方向
这 3个因素。现代养猪业以生产动物蛋白为主要目的，猪
的品种由脂肪型向瘦肉型方向转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3） 地方猪种类型的划分。根据地区分布，我国地方

猪种大致可分为以下六大类型。
华北型。主要分布在东北、黄河流域、淮河流域以及

新疆、青海东部、甘肃等地。猪的躯体高大，背腰狭窄，
四肢粗壮，头嘴长直，耳较大下垂，额部多纵行皱纹，皮
厚，被毛多为黑色，鬃毛粗长，冬季生有一层棕红色的绒
毛。抗寒力强，耐粗饲，板油较多，膘不厚，瘦肉量大，
肉味香浓。产仔数每窝 12头左右，乳头数 8对左右，护仔
性较强。如东北民猪、八眉猪、河套大耳猪均属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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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型。主要分布在云南、广西、广东偏南的大部分
地区及福建、台湾省山区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由于这些
地区夏季较长，雨量充沛，青绿饲料特别丰富，猪体新陈
代谢旺盛，逐步形成早熟、体质疏松、易蓄积脂肪的特点，
加之当地居民需要周转快的猪种，且他们喜食肥嫩乳猪，
因而偏重选育成熟早、脂肪型的小型猪种。此类猪个体较
小，体型短、矮、宽、圆，背多凹陷，腹大下垂，臀腿较
丰圆，毛色多为黑色或黑白花，皮薄毛疏，头小，额部多
横行皱纹，耳小竖立或向两侧平伸。其特点为骨骼纤细，
易肥育，膘厚，腹油多，肉质细嫩，屠宰率较高。产仔每
窝 8头或 9头，乳头 5对或 6对，性成熟较早。如广东小
耳猪、广西陆川猪、台湾桃园猪等均属此型。
华中型。主要分布于长江和珠江之间的广大地区。体

型基本与华南型相似，但较华南型猪大，背腰较宽，多下
凹，腹大下垂，额部多有横行皱纹，耳中等大下垂，被毛
稀疏，毛色多为黑白花。生长较快，成熟较早，肉质细嫩，
一般产仔为 10～12 头，乳头 6 对或 7 对。如浙江金华猪、
湖南宁乡猪、湖北监利猪属此型。
江海型。主要分布于汉水、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平原地

区、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盆地。由于地处华北型猪种
和华中型猪种的交错地带，猪种间相互混杂。因此，此类
型猪的外形和生产性能因类别不同差异较大，毛黑色或有
少量白斑，头中等大小，皮多皱褶，额部皱纹深，多呈菱
形，耳大下垂，背腰宽、平直或稍凹陷。此类型猪以繁殖
力高著称，经产母猪产仔数 13头以上，乳头 8对以上，性
成熟早，积累脂肪能力较强，增重亦较快。太湖流域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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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猪、浙江的虹桥猪和江苏的姜曲海猪均属此类型。
西南型。西南型猪分布在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其特

点为头大，腿较粗短，额部多有旋毛或横行皱纹，毛以全
黑和“六端白”较多，也有黑白花和红毛猪。产仔数一般
为 8～10头。四川的内江猪和荣昌猪等均属此类型。
高原型。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由于地势高、气候干

寒、饲料较缺乏，故多以放牧为主。高原猪属小型晚熟种，
长期放牧奔走，因而体型紧凑，四肢发达，蹄小结实，嘴
尖长而直，耳小而直立，背窄微弓，腹紧，臀倾斜。皮厚
毛密长，鬃毛发达。产仔数多为 5 头或 6 头，乳头一般 5
对，青藏高原的藏猪、甘肃的合作猪属此类型。

2. 我国优良地方猪种
（1） 东北民猪。
【产地及分布】 %产于东北三省，据文献记载，300多年

前，移民由关内将华北黑猪带入东北境内，逐渐扩展遍布
东北全区，经长期选育形成本品种。
【品种特征】 %民猪按体型大小及外貌结构可分为大民

猪、二民猪、荷包猪（小型） 3种类型，目前以二民猪数量
较多。东北民猪头中等，面直长，耳小下垂，背腰较平，
腹大下垂，四肢粗壮，体质强健，后躯斜窄，乳头 7对以
上，全身被毛黑色，冬季密生绒毛，猪鬃良好。成年公猪
体重约 200千克，母猪 150千克。
【生产性能】 %后备公母猪 8日龄体重分别为 77.8千克

和 84.8 千克，经产母猪平均产仔数 15.3 头，仔猪成活率
94.5%，初生个体重 0.98千克，30日龄窝重 6.78千克，双
月断奶个体重 12.33千克。90千克时，屠宰率 71.53％，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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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背膘厚 3．18厘米，内脂率 7．24%，蓄脂力极强。
【杂交利用效果】 %现育成的新金猪、吉林花猪、哈白

猪、三江白猪都是通过民猪和其他猪种杂交培育而成的。
以民猪为母本，哈白猪为父本进行杂交，后代日增重提高
7%～15%，若与长白猪杂交，可提高 14％～17％。
【品种评价】 %该品种繁殖力高，发情明显，适应性强，

能耐受严寒气候，具有较强的耐粗饲性能，肉质优良，但
饲料利用率不高，后腿弯曲，皮过厚。
（2） 太湖猪。
【产地及分布】 %太湖猪产于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主要

产区在上海市的嘉定、金山、松江和崇明等县，以及浙江
的嘉兴、平湖县，江苏的武进、江阴、靖江和太仓等地。
产于嘉定和太仓一带的猪称梅山猪，产于金山和松江一带
的称枫泾猪，产于嘉兴和平湖一带的称嘉兴黑猪，产于武
进的称二花脸猪，产于靖江的称孔士桥猪，产于崇明和启
东一带的称沙头乌猪。以上地区都位于太湖流域范围，其
自然条件和饲养管理条件相似，猪的特征特性也基本相同。
因此统称太湖猪。目前分布地区已扩大到上海市 10 个郊
县、浙江的嘉兴地区、江苏的苏州地区、镇江地区东部和
扬州、南通地区的南部等。
【品种特性】 %毛色全黑或青灰色，但有的鼻端、尾尖

和四肢末端为白色。头大额宽，面微凹，皱纹多，耳大下
垂并超过嘴角，背腰微凹，皮厚。成年公猪体重 160千克，
母猪 127千克。
【生产性能】 %太湖猪以繁殖力高著称，平均每窝产仔

数 15.3 头，是世界上产仔数最多的猪种。日增重 38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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胴体瘦肉率 42%，肉质优良。
【杂交利用效果】 %以太湖猪为母本，以大白猪为父本

的杂交一代生长较快。华中农业大学 1988年测定大大梅日
增重 650克；江苏省苏州育种中心 1985年测定杜长太三元
杂种日增重 572克，瘦肉率 55%；浙江省畜牧所测定杜长
嘉三元杂交猪日增重 746克，瘦肉率 56%。
【品种评价】太湖猪产仔数多、泌乳力强，性情温顺，

母性好，肉色鲜红，味美可口，但腿臀欠丰满，增重较慢，
对气温变化敏感，易患喘气病。目前国内新培育品种系较
多利用太湖猪作杂交亲本，在国外也有广泛应用。
（3） 华中两头乌猪。
【产地及分布】 %原产于湖北、湖南、江西、广西等省

区和沿江滨湖平原以及江南丘陵地区。1982年中国猪种志
编写组将原来湖北省的通城猪和监利猪、湖南的沙子岭猪、
江西的赣西两头乌猪和广西的东山猪，统一命名为华中两
头乌猪。
【品种特性】 % 头、臀部为黑色，四肢、躯干为白色，

黑白毛交界处有 2～3厘米宽的黑皮上着生白毛，称为“晕
带”。头颈轻小，耳中等大，下垂，背腰微凹，腹大下垂
（个别腹部拖地），四肢结实，体型中等偏小，成年公猪体
重 100千克左右。成年母猪 90千克左右。
【生产性能】 %肥猪早熟易肥，生长较快，在农村饲养

条件下，8月龄体重达 80千克左右，瘦肉率 41%～43%，且
以肉质细嫩、肉味鲜美而著称。
【杂交利用效果】 %以该品种作母本，与大白、长白等外

来公猪杂交的后代，在主要性状上表现出理想的杂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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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通城猪与大白、长白二元杂交后代的日增重分别为 512克
和 462克（在农村饲养条件下）；三元杂交的日增重长大通
为 569克，大长通为 534克。我国著名的瘦肉型培育品种湖
北白猪Ⅲ、Ⅳ系就是利用大白、长白和通城猪杂交育成的。
【品种评价】 %该猪扩仔性强，仔猪育成率高，性情温

顺，适于农村圈养；对南方夏季酷热、潮湿气候有较强的
耐受力。缺点是腹大拖地，后躯发育欠佳。
（4） 荣昌猪。
【产地及分布】 %主产于四川省荣昌和隆昌两县及沪县、

永川、大足、合江和富顺等县的部分地区。
【品种特征】 %体格中等，除两眼四周及头部有大小不

等的黑斑外，其余部分均为白色。头大小适中，面微凹，
耳中等大小的而下垂，背腰微凹，腹大而深，臀部稍倾斜，
鬃毛洁白粗长，奶头一般 6对，成年公猪体重 160千克左
右，母猪 145千克左右。
【生产性能】 %后备公、母猪 6月龄体重分别为 42千克

和 44千克，经产母猪产仔数 12头左右；100千克时屠宰率
71．76%，背膘厚 5．3厘米，板油率 4.9%。
【杂交利用效果】 用大白猪和长白猪分别与荣昌猪杂

交，仔猪初生重分别提高 15.5%和 26.28%，断奶体重分别
提高 20.20%和 25.7%，日增重分别提高 41.18%和 11．4%；
每千克增重的饲料消耗降低 10%。与其他地方猪杂交，可
获得较好的效果。
【品种评价】 %该猪具有早熟、生长快、耐粗饲、繁殖

力高、肉质细嫩、鬃毛品质优良等特点，但前胸狭窄，后
腿欠丰满，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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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香猪。
【产地及分布】 %产于贵州苗族地区和广西西部少数民

族地区。
【品种特征】 %全身黑毛，皮色浅红，耳小下垂，腹大，

背凹，嘴尖细，乳头 5～6对，成年体重 30～35千克。
【生产性能及评价】 %其产仔数 5～6头，个体较少，肉质

香嫩，特别适合制作烤乳猪，亦是开发实验动物的好材料。
3. 国内培育品种
（1） 湖北白猪。
【产地与分布】 %湖北白猪原产于湖北省武汉市，由华

中农业大学和湖北省农科院采用地方良种通城猪和荣昌猪，
与外来良种长白猪和大白猪进行三元杂交组建基础群，并
开展多世代闭锁繁育而成的我国第二个瘦肉型品种，现在
湖北省大部分县市均有分布，并已推广至海南、广东、湖
南、江西、安徽等省。
【品种特征】 % 湖北白猪全身被毛白色，头稍轻直长，

两耳前倾或稍下垂，背腰平直，中躯较长，腹较小，腿臀
丰满，肢蹄结实，有效奶头 12个以上。成年公猪体重 250
千克，母猪 200～250千克。
湖北白猪属瘦肉型品种，具有瘦肉率高，肉质好，生

长发育快，繁殖性能优良，能耐受长江中游夏季高温和冬
季湿冷气候条件等优良特性，是开展杂交利用的优良母本。
湖北白猪包括 5个彼此间无亲缘关系、既具有品种共性又
各具特点的品系，其中Ⅰ、Ⅱ、Ⅲ系繁殖力高，适应性强；
Ⅳ、V系生长发育快，瘦肉率高。
【生产性能】 %后备公猪 6月龄体重 90～100千克，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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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5千克，饲料利用率 3.4%以下，达 90千克为 180天；
90千克屠宰，平均背腰厚 2.5～2.8厘米，眼肌面积 30～34平
方厘米，腿臀比率 33%，瘦肉率Ⅰ、Ⅱ、Ⅲ系为 58%，Ⅳ、
V系 60%以上；肉质良好，肉色鲜红，肉色反射值 18～21,
pH（酸碱度） 值 6.1～6.4,系水力 85%～90%，肌内脂肪 2%～
3%；初产母猪平均产仔 9.5～10.5头，经产母猪 12～13头。
【杂交利用效果】 %以湖北白猪为母本，与杜洛克和汉

普夏猪杂交均具有较好的配合力，特别是与杜洛克猪杂交
效果明显，肥育猪日增重 650～750克，杂种优势 10%左右，
饲料利用率 3.1%～3.3%，胴体瘦肉率 62%～64%。
（2） 三江白猪。
【产地与分布】 %原产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地区，由东北

农学院和黑龙江省红兴隆农管局采用东北民猪与英、法长
白猪杂交选育而成的我国第一个瘦肉型猪种。现主要分布
在黑龙江省东部的三江平原地区，在广东深圳和山东潍坊
等地也有少量分布。
【品种特征】 %全身被毛白色，头稍轻鼻直，两耳下垂

或稍前倾，背腰平直，中躯较长，腹围较小，后躯丰满，
四肢健壮，体质结实，乳头 7对以上，成年公猪体重 250～
300千克，母猪 200～250千克。
【生产性能】 %后备公猪 6月龄体重 80～85千克，后备母

猪 75～80千克；肥猪日增重 600克，达 90千克体重 185天；
90千克屠宰，平均背膘厚 3.2～3.4厘米，眼肌面积 26～28平
方厘米，腿臀比率 28%～30%，胴体瘦肉率 57%～58％，肉质
良好；初产母猪平均产仔 9～10头，经产母猪 11～13头。
【杂交利用效果】 %三江白猪与杜洛克猪杂交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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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优猪日增重 650克，瘦肉率 62%。
4. 引进品种
（1） 大约克夏猪（大白猪）。
【产地与分布】 %原产英国约克郡及邻近地区。它是世

界上分布最广的一个品种，世界各国先后引入，我国从
1900年开始从德国引入大白猪，建国以来，先后引进了英、
美、法、瑞系及加系大白猪，并开展了系统的选育，用以
对我国猪种进行杂交改良，培育出了哈白猪、新疆猪、上
海白猪、湖北白猪等优良品种。
【品种特征】 %大白猪是瘦肉型猪的代表品种，体型高

大，被毛全白；头长脸宽面微凹，耳大稍向前竖立，背部
平直稍呈弓形，体躯长，胸深广、肋骨张，腹充实而紧凑，
后躯丰满。成年公猪体重 350～380千克，母猪 250～300千
克。本品种以生长快，饲料利用率高，瘦肉量多，肉色好，
适应性强而著称。
【生产性能】 %后备公猪 6月龄体重 90～100千克，母猪

85～95千克；生长猪日增重 700～800克，饲料利用率 2.8％～
3.0％，达 90 千克日龄 155～170 天；90 千克屠宰，屠宰率
73%，腿臀比率 32%，平均背腰厚 2.0～2．5厘米，眼肌面积
32～36平方厘米，瘦肉率 64%～68%，肉质优良。初产母猪
窝产仔数 9.5～10.5头，经产母猪 11．5～12.5头。
【杂交利用效果】 %大白猪与我国地方猪种和培育猪种

杂交，均具有明显的杂交优势，日增重快，产仔数多，适
应性强，近年来，许多供港活大猪出口基地，用大白猪作
第一次轮杂交母本（父本），生产长大（大长） 杂种母猪，
再与杜洛克公猪杂交，生产杜长大（杜大长） 商品猪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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