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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国培育的猪品种 业业业

一、 湖北白猪

湖北白猪是瘦肉型品种, 是华中农业大学和湖北省农业科学院

以通城猪、 荣昌猪、 长白猪和大约克夏猪为亲本, 按照计划进行杂

交和选择育成的。 湖北省科委于 1986 年 10 月通过了此品种的鉴定,

之后对湖北白猪继续进行品系繁育, 完善良种繁育体系。 该品种主

要分布于湖北省, 现已普及到海南、 广东、 湖南、 江西、 安徽等省。

(一) 品种特点

1郾 体型外貌 摇 湖北白猪具有较典型的瘦肉型猪外形, 体型较

大, 全身为白色被毛。 头偏轻而直长, 大小适中, 额无皱纹, 鼻直、

稍长, 耳向前倾或稍下垂, 背腰平直, 躯体较长, 腿臀丰满, 肢蹄

结实。 乳头数平均为 7 对, 均匀分布。 成年公猪体重为 200 ~ 280 千

克, 体长为 145 ~ 150 厘米, 母猪分别为 180 ~ 230 千克、 140 ~ 145

厘米。

2郾 繁殖性能摇 初情期一般为 4 月龄, 性成熟期为 4 ~ 4郾 5 月龄,

适宜配种期为 7郾 5 ~ 8 月龄、 平均体重 100 千克, 发情周期为 20 天依

0郾 28 天, 排卵数平均为 17郾 33 枚。 初产母猪平均产仔数为 9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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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郾 5 头, 经产母猪平均产仔数为平均 12郾 5 头, 仔猪断乳育成率一般

为 88% , 初生个体重一般为 1郾 32 千克, 2 月龄个体重平均为 18郾 62

千克。

3郾 生长和胴体性能 摇 据

测定, 20 ~ 90 千克阶段一般

日增重为 550 ~ 700 克, 每千

克增重耗料量为 3郾 1 ~ 3郾 3 千

克, 屠 宰 率 为 71郾 95% ~

72郾 40% , 瘦 肉 率 为

57郾 98% ~ 62郾 37% , 胴体长为

95郾 94 ~ 97郾 17 厘米, 背膘厚为 2郾 49 ~ 2郾 89 厘米, 眼肌面积为

30郾 40 ~ 34郾 62 平方厘米, 腿臀比例 32% , 肌肉 pH6 左右, 肌内脂肪

含量 2郾 00% ~2郾 05% , 肉色鲜红, 肉质良好。

(二) 杂交利用

湖北白猪有较好的适应性, 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夏季高温和冬季

湿冷的气候条件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耐粗饲的性能较好, 并且在繁

殖、 肉质性状等方面存在一定优势。 适宜应用为瘦肉型猪生产的杂

交母本, 并在与杜洛克等品种杂交配合中有很好的效果。 万头大群

中试证明, 杜洛克伊湖北白猪的杂种猪胴体瘦肉率 61郾 65% , 日增重

645 克。

二、 三江白猪

自 1973 年起, 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场管理局、 东北农学院等单位

将东北民猪和长白猪作为杂交亲本, 将生长和胴体性能作为主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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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性状进行有计划地选育, 于 1983 年 9 月, 认定三江白猪为瘦肉型

猪种。 此猪种适于生长在我国东北地区, 适应冬季气候严寒、 持续

时间长、 温差大的环境。 主要分布于黑龙江省东部地区, 1980 年后

逐渐推广到黑龙江省内其他地区、 吉林、 辽宁等地。

(一) 品种特点

1郾 体型外貌 摇 具有瘦肉型猪的典型外貌特征。 全身为白色被

毛, 毛丛稍密, 头轻嘴直, 两耳下垂或稍前倾, 背腰平直, 腿臀丰

满, 肢蹄结实。 乳头数一般为 7 对, 排列整齐。 成年公猪体重一般

为 250 ~ 300 千克, 母猪一般为 200 ~ 250 千克。

2郾 繁殖性能摇 性成熟期较早, 母猪初情期一般为 137 ~ 160 日

龄, 发情周期一般为 17 ~ 23 天, 平均排卵数约为 15郾 8 枚, 具有明

显的发情特征。 母猪适宜在 8 月龄左右进行初配, 体重 90 ~ 110 千

克; 公猪适宜在 8 ~ 9 月龄进行初配, 体重 100 ~ 120 千克。 平均初

产母猪窝产仔数为 10郾 17 头, 经产母猪超过 12 头。 仔猪初生个体重

平均为 1郾 21 千克, 窝重平均为 11郾 32 千克; 20 日龄窝重平均为

41郾 56 千克; 35 日龄窝重平均为 67郾 77 千克, 平均个体重 7郾 8 千克,

育成率 85% 。

3郾 生长与胴体性能 摇 据

测定, 肥育猪 20 ~ 90 千克阶

段的日增重一般为 600 克, 每

千克增重需要饲料少于 3郾 5 千

克。 100 头猪 90 千克体重屠

宰测定结果表明, 胴体瘦肉率

57郾 86% , 腿臀比例 29郾 51% ,

皮下脂肪率 26郾 80% , 板油率 3郾 99% , 胴体长 95郾 59 厘米, 背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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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44 厘米, 背最长肌 pH6郾 26, 系水力较好, 肉质较好, 无 PSE 肉,

大理石纹丰富且分布均匀。

(二) 杂交利用

三江白猪具有东北民猪的某些优良特性, 能够适应寒冷气候,

并且繁殖性能较好, 和国外引入猪种以及国内培育的瘦肉型猪种的

杂交配合效果都较好, 适宜作为杂交母本。 其中与杜洛克猪杂交,

杂种猪日增重一般为 663 克, 瘦肉率为 63郾 81% , 肉质优良。

三、 浙江中白猪

1972 ~ 1975 年,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尝试将金华猪、 中约克夏

(英系) 猪、 长白猪进行杂交组合, 1976 年起横交固定, 成立育种

选育群, 此后平均一年一个世代, 七年完成了 7 个世代的品系选育,

省科委于 1980 年 12 月通过了鉴定, 培育成浙江中白猪。 此猪种主

要分布于浙江省的德清、 湖州、 杭州、 宁波、 台州、 舟山等地, 并

推广到广东、 湖南等省。

(一) 品种特点

1郾 体型外貌 摇 具有瘦肉型猪明显的外貌特征, 全身为白色被

毛, 体型中等偏大。 头轻颈细, 面部平直或略凹, 耳中等大、 前倾

或稍下垂, 背腰平直, 腿臀丰满, 体质结实, 有效乳头数 14 个。 成

年公猪体重一般为 200 ~ 250 千克, 母猪一般为 180 ~ 250 千克。

2郾 繁殖性能 摇 繁殖性能较好, 据测定, 母猪初情期一般为

157郾 1 日龄依3郾 9 日龄, 初产排卵数一般为 15 枚, 经产排卵数平均为

19郾 27 枚。 初产母猪产仔数平均为 9郾 4 ~ 10郾 5 头, 产活仔数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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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郾 5 ~ 9郾 8 头; 经产母猪产仔数平均为 12郾 5 ~ 13郾 6 头, 产活仔数平均

为 11郾 6 ~ 12郾 6 头, 2 月龄断奶头数平均为 10郾 5 ~ 12郾 2 头, 断奶窝重

平均为 185郾 3 千克, 平均个体重 17郾 3 千克, 哺育率为 89郾 2% 。 近

期, 由于对繁殖性状进行强化选择, 浙江中白猪的产仔数有了进一

步的提高, 核心母猪群的产仔数达 13 ~ 14 头, 育成 12 ~ 13 头。

3郾 生长与胴体性能 摇 据浙江省农业科学院测定, 20 ~ 90 千克

体重阶段的日增重一般为 550 ~ 680 克, 每千克增重需要饲料量为

3郾 1 ~ 3郾 3 千克。 90 千克体重屠宰测定, 屠宰率 72% ~ 73郾 9% , 胴体

瘦肉率平均为 57% ~58% , 背膘厚 2郾 6 ~ 2郾 8 厘米, 眼肌面积 31郾 0 ~

34 平方厘米, 肌肉 pH5郾 8 ~ 6郾 2, 肌内脂肪含量 1郾 5% ~1郾 8% , 肉色

评分 2郾 5 ~ 3郾 2 分。

(二) 杂交利用

浙江中白猪是瘦肉型猪生产的理想杂交母本, 具有适应性强、

繁殖力高、 母性较好、 胴体瘦肉率较高等优势。 与杜洛克、 长白、

大约克夏猪的二元杂交均效果显著。 其中与杜洛克猪的杂交试验

(1994) 表明, 平均产仔数 13郾 42 头, 产活仔数 12郾 45 头。 中试表

明, 15 窝和 34 窝整窝肥育, 育成商品猪分别为平均 12郾 13 头和

11郾 91 头, 一般情况下达 90 千克活重的日龄分别为 172 天和 169郾 7

天, 每千克增重需要饲料量分别为 3郾 19 千克和 3郾 11 千克, 每头产

瘦肉量分别为 37郾 85 千克和 39郾 43 千克, 母猪窝产瘦肉量分别为

459郾 2 千克和 474郾 35 千克, 具有良好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性能。

四、 北京黑猪

北京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北京市农业科学院等单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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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初, 在北京双桥和北郊农场挑选较优质的当地黑猪组

成基础猪群, 自 1976 年起对北京黑猪的 3 个系群运用群体继代选

育, 于 1982 年通过了北京市的鉴定, 达到了预定选育目标。 该猪种

主要分布于北京市, 并已推广到河北、 河南、 山西等地。

(一) 品种特点

1郾 体型外貌 摇 全身为黑色被毛, 外形清秀, 两耳前倾, 面略

凹, 嘴筒直, 颈部和肩部结合良好, 背腰和腹部平直, 四肢健壮,

腿臀丰满, 乳头数超过 7 对。 成年公猪的体重为 260 千克, 体长为

168 厘米, 母猪分别为 220 千克、 158 厘米。

2郾 繁殖性能摇 母猪初情期一般为 198 ~ 215 日龄, 排卵数约为

14 枚, 经产母猪排卵数 16 ~ 18 枚; 公猪适宜在 8 月龄初配, 体重

100 ~ 120 千克。 初产母猪平均产仔数 10郾 5 头依0郾 12 头, 平均产活仔

数 10郾 13 头, 平均初生个体重 1郾 12 千克; 2 月龄平均每窝成活 9郾 22

头, 平均窝重 166郾 07 千克, 平均个体重 18郾 01 千克。 经产母猪平均

产仔数 11郾 67 头, 平均产活仔数 11郾 01 头; 2 月龄成活仔猪数平均

10郾 08 头, 平均窝重 182郾 72 千克, 平均个体重 18郾 13 千克。

3郾 生长和胴体性能 摇 据

测定, 平均日增重 578 ~ 729

克, 每千克增重需要饲料量一

般为 3郾 14 ~ 3郾 53 千克。 活重

90 千克的屠宰率 74郾 38% , 瘦

肉率 54郾 59% , 胴体长 78郾 42

厘米, 背膘厚 2郾 72 厘米, 腿

臀比例 28郾 85% , 眼肌 面 积

31郾 47 平方厘米, 肌肉 pH5郾 68 ~ 6郾 32, 系水力 72郾 7% , 肉色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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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75 分。

(二) 杂交利用

在瘦肉型猪的培育中, 北京黑猪适合作为母本应用, 实践证明

它与长白猪、 大约克夏猪杂交配合力均比较好, 在瘦肉率、 产仔数

等方面也有明显的杂种优势, 大约克夏伊 (长白伊北京黑): 三元商

品猪胴体瘦肉率达 58郾 16% , 长白伊北京黑平均窝产仔数达 13郾 03 头。

二元杂交商品猪生长快, 耗料省, 瘦肉率高, 肉质良好, 无 PSE 和

DFD 猪肉。

第二节 我国从国外引进的猪品种 业业业

一、 长 白 猪

原名兰德瑞斯, 是丹麦育成的瘦肉型猪品种, 在世界上广泛应

用。 因为体躯偏长, 毛色纯白, 所以在我国称为长白猪。 于 1964

年, 我国第一次从瑞典引入长白猪公、 母各 10 头, 在浙江省杭州市

种猪试验场、 河北省涿县试验站和广东省农业厅种猪场进行饲养。

从 1980 年开始, 从丹麦、 英国、 法国、 荷兰、 比利时、 德国、 加拿

大、 美国等大量引入, 该种猪现已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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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品种特点

1郾 体型外貌摇 全身为白色被毛, 外貌清秀, 身躯呈流线型。 头

狭长, 颜面直, 耳向前下平行直伸, 颈部与肩部偏轻, 背腰较长,

腰线平直紧绷, 体躯丰满, 乳头数一般为 7 ~ 8 对。 腿和肢蹄较细

小, 支撑力不强, 皮薄骨细。 成年公猪体重 250 ~ 400 千克, 平均体

长为 180 厘米, 母猪体重 200 ~ 350 千克, 平均体长 170 厘米。 早期

被引入国内的长白猪经长期驯化和培育, 体躯已发生变化, 背腰趋

于平直, 蹄质变得坚实。

2郾 繁殖性能摇 此种猪性成熟年龄一般为 6 月龄, 体重 85 ~ 90

千克。 公猪在 6 月龄出现性行为的情况较多, 配种期为 9 ~ 10 月龄,

体重平均 120 ~ 130 千克; 母猪配种期多在 8 月龄, 体重 110 ~ 120 千

克, 排卵约为 15 枚。 长白猪从引入我国开始, 产仔数不断增加, 据

浙江省杭州市种猪试验场 1982 年测定, 大群平均产仔数 12郾 46 头,

平均产活仔数 11郾 22 头, 60 日龄平均窝重 230郾 25 千克, 哺育率

95郾 52% 。 从 2000 年开始, 从丹麦引进的新长白母猪的产仔数也较

高, 经产母猪的总产仔数达 12 ~ 13 头, 产活仔数 11 ~ 12 头。 在瘦

肉型猪种中, 长白猪在产仔数和泌乳力这两方面均有较高的优势,

故在生产中多作为杂交母本应用。

3郾 生长和胴体性能 摇 在完善的

饲养管理条件下, 长白猪 150 ~ 180

日龄体重达到 100 千克, 生长肥育阶

段平均日增重 700 ~ 900 克, 每千克

增重需要饲料量为 2郾 5 ~ 3郾 2 千克,

瘦肉率 60% ~ 65% , 胴体背膘厚

1郾 5 ~ 2郾 2 厘米。 根据丹麦国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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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测定, 测定站公猪 30 ~ 100 千克阶段平均日增重达 950 克, 每

千克增重需要饲料量为 2郾 38 千克, 瘦肉率 (丹麦标准) 61郾 2% ; 农

场大群测试, 公猪平均日增重 850 克, 母猪 840 克, 瘦肉率 61郾 5% 。

根据浙江省杭州市种猪试验场 1999 ~ 2000 年对 100 头长白猪的选育

测定, 平均日龄 163郾 9 天依13郾 0 天达 100 千克体重, 平均日增重 832

克依98 克, 每千克增重需要饲料量 2郾 78 千克依0郾 30 千克, 瘦肉率

65郾 06% 依 2郾 38% , 胴体背膘厚 1郾 95 厘米 依 0郾 34 厘米, 眼肌面积

45郾 28 平方厘米依5郾 14 平方厘米。 长白猪肉质不佳, 肌肉 pH、 系水

力、 肉色和肌内脂肪含量均较低, 尤其是高瘦肉率的比利时长白猪

因易患遗传性的应激综合征, 肉质更差。

(二) 杂交利用

长白猪生长快、 饲料利用率高、 瘦肉率高、 母猪产仔数较多、

泌乳力好、 断奶窝重较高, 因此国内外广泛将其用作杂交亲本。 在

我国农村, 大批用长白猪作为父本来进行二元和三元杂交, 杂种后

代的优势为生长速度快, 同时体长和瘦肉率也有显著的杂种优势。

用长白猪作为父本与太湖猪、 金华猪、 民猪、 上海白猪等杂交后,

杂种后代的日增重、 饲料利用率和瘦肉率均有了显著的提高。 长白伊

地方猪种的二元杂种母猪, 优势显著: 产仔多、 育成率高、 仔猪生

长迅速、 断奶窝重大。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规模化、 集约化猪场, 大

部分应用长白与大约克夏杂交的杂种母猪, 产仔数、 育成数和断乳

窝重均高于纯繁母猪, 其后代有较好的整齐度、 抗逆性。

在提升商品瘦肉猪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性能方面, 长白猪既可以

作为一个重要的父本, 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母本, 且其地位越来

越重要。 但是长白猪存在着体质弱、 抗逆性差、 对饲养条件要求苛

刻的缺点, 在较差的饲料营养和管理条件下, 无法实现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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