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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是个典型的农业省份，农村人口多，贫困

面广。 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全省农业生

产投入方式、组织方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发生了深刻

变化，应对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迫切需要

解决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从业农民

技能提高的问题。 因此，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已

成为当前“三农”工作中一项重要而紧迫、长期而艰

巨的重大任务。 近年来， 按照省委、 省政府推进

“365”现代农业发展行动计划、“1236”扶贫攻坚行

动和“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的总体部署，省农

牧厅把农民培训确定为重点工作之一， 整合资源、

集中力量、大力推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学科技、用

科技的积极性， 不仅推广普及了先进实用技术，而

且带动了农民创业就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种养专

业户、科技示范户、合作社骨干、农村致富带头人、

农机能手等生产经营服务人才， 促进了农业增效、

前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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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增收，推动了我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

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农民学科技、用科技的需求，加大新型职业

农民的培育力度，推广先进实用技术，省农牧厅组织农业技术推广单

位的百余名专家和农技人员，按照实际实用、通俗易懂和应知应会的

原则，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全省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以关

键生产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为重点，以贴近农民生活、通俗易懂的语

言，配以直观形象、简单明了的图片，编撰了 600项农业科技明白纸，

并邀请甘肃农业大学、省农科院和基层农技推广专家进行了审定。 在

此基础上按照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禽技术、农机能源四个方面集成

了 35册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真诚希望我们编撰的这套丛书能够帮助广大农民学习新知识、运

用新技术、汲取新营养，努力打造一支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善创新

的新型农民，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希望广大

农业工作者切实增强服务农业、服务农民的责任心，自觉推广普及农

业科技知识，着力培育我省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人才，让农业成为有奔

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甘肃省农牧厅党组书记、厅长

2014年 8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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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的品种介绍

猪的品种繁多，分为国外引进品种、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三大类。

目前我国养猪生产中应用最广的是大约克夏猪、长白猪和杜洛克猪三

大引进瘦肉型品种。

1.大约克夏猪

大约克夏猪又称大白猪，原产于英国。 为目前世界上分布最广的

著名瘦肉型猪种之一。 其全身被毛白色、允许偶有少量暗黑斑点，头大

小适中、鼻面直或微凹、耳竖立，背腰平直、肢蹄健壮、前胛宽、背阔、后

躯丰满，呈长方形。母猪的初情期 165～195天，适宜初配日龄 220～

240天，初配体重 120千克以上；经产母猪总产仔数 10头以上，21

日龄窝重 45千克以上；6月龄后备公猪体重 100～110千克， 母猪

90～100千克。 育肥猪体重 160～180日龄达 100千克以上，料肉

图 1 大约克夏公猪 图 2 大约克夏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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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2.8∶1以下，屠宰率 72%以上，胴体瘦肉率 62%以上。 具有生长

快、饲料利用率高、瘦肉率高、繁殖性能好、适应性强等特点，在杂交利

用中多作第一父本或母本。大约克夏猪已引入我国多年并得到广泛应

用，近年引入的主要是美系、法系、加系和丹系大约克夏猪。

2.长白猪

长白猪又名兰德瑞斯猪，原产于丹麦，为目前世界上分布广泛的

著名瘦肉型猪种。 其被毛白色、允许偶有少量暗黑斑点，头小而清秀，

颈轻，鼻、嘴狭长，耳较大、向前倾，体躯长、整体前窄后宽呈流线型，背

腰微弓，后躯发达，腿臀丰满，体质结实。母猪初情期 170～200天，适

宜初配日龄 220～240天，初配体重 120千克以上；经产母猪总产仔

数 10 头以上，21 日龄窝重 45 千克以上；6 月龄后备公猪体重

100～110千克，母猪 90～100千克。育肥猪体重 165～180日龄达

100千克，料肉比 2.9∶1以下，屠宰率 72%以上，胴体瘦肉率 62%

以上。具有生长快、饲料利用率高、瘦肉率高、繁殖性能好等特点，但适

应性相对稍差，对饲料营养要求较高，在杂交利用中多作第一父本或

图 1 长白公猪 图 2 长白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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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本。 长白猪已引入我国多年并得到广泛应用，近年引入的主要是美

系、法系、加系和丹系长白猪。

3.杜洛克猪

杜洛克猪原产于美国， 是世界分布最广的著名瘦肉型猪种之一。

其全身被毛棕红色，少数为浅棕色至深棕色不一，允许体侧或腹下有

少量小暗斑点；头中等大小，嘴短直，耳中等大小、略向前倾；背腰呈弓

形，腹线平直，体躯宽深，后躯发达，肌肉丰满，四肢粗壮结实。 母猪的

初情期 170～200天，适宜初配日龄 230～250天，初配体重 120千

克以上；经产母猪总产仔数 9头以上，21日龄窝重 40千克以上；6月

龄后备公猪体重 100～110千克， 母猪 90～100千克。 育肥猪体重

165～175日龄达 100千克，料肉比 2.7∶1以下，屠宰率 70%以上，

胴体瘦肉率 65%以上。 具有生长快、饲料利用率高、瘦肉率高、肉质好

等特点，但繁殖性能不高，特别是泌乳能力较差，断奶育成率低，在杂

交利用中多作终端父本。 近年引入的主要是美系和台系杜洛克猪。

图 2 杜洛克母猪图 1 杜洛克公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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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猪的引进技术

养猪场户常需要引进种猪，要保证引种成功，在坚持适应市场需

求、追求最优遗传品质和健康匹配的总原则下，必须做好如下工作。

1.引种前的准备

（1）确定品种和数量

一般小型场户可直接引进二元母猪，配套终端父本或二元杂种公

猪生产三元或四元商品猪；中型场户可引进不同品种的纯种公母猪杂

交生产二元母猪。 如需生产生长快、瘦肉率高的猪肉可选购“样本”二

元母猪；生产瘦肉率适度、肉质好的猪肉可选购“样本”或“本本”二元

母猪。 如需更新血缘引进少量公猪即可；如果是新养猪的场户引种数

量应根据总规模确定；本交时公母比例为 1∶20～1∶25，人工授精

时公比例为 1∶100～1∶500，在实际引种时可适当高于这一比例。

（2）确定引种时机和时间

应避开养猪效益高峰年。这时引种，种猪挑选余地小，而且价位较

高，繁殖出后代时很可能又进入下一个低谷期。引进数量较多时，还应

分批进行，以增加选择强度和便于配种。 应避开当地最冷和最热的季

节。

（3）确定引种体重

许多养猪场户都喜欢引进体重大的种猪。其实体重过大的种猪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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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别人挑剩下的猪，不仅挑选余地较小，而且影响引种后的定向

培育和免疫计划。 一般要求 50千克左右为宜，还要把体重距离拉开，

不论是公猪还是母猪，大、中、小体重应各占一定比例，公猪的体重一

般应大于母猪。

（4）确定供种厂家

要选择品牌知名度高、具有省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厂

家。要把种猪的健康放在第一位，重点查种猪的来源、时间、规模、代次

和性能，一般建场时间短的可能疾病较少，近一年无重大疫病发生，必

要时采血化验，同时尽量从一家猪场引进。要先进行了解或咨询后，再

到厂家实地考察，以免看到的猪可能只是一些“模特猪”。 要综合考虑

本场与供种厂家在区域大环境和猪场小环境上的差别，尽可能做到本

场与供种厂家环境的一致性。

（5）确定引种人员

如养猪场户本身经验不足， 特别是才开始养猪的中小型养猪户，

最好聘请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参与。但应注意不要上了一些为获取

高额回扣不惜推销劣质种猪的所谓专家或一些饲料兽药推销员的当。

（6）准备好隔离猪舍

猪场应建有专用种猪隔离舍，确定引种前应进行全面维修并彻底

清洗消毒后备用，并准备好相关用具、药品及饲料等。

2.现场选种

（1）观察健康状况

由于目前国内大多数种猪场都不提供猪病检验报告，故引种时只

能在全面了解猪群的健康水平和免疫状况的基础上，通过现场观察来

判断猪群的健康状况。 具体到每头猪，要注意观察营养状况、精神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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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食欲、皮肤颜色、粪便形状、尿色，有无红眼、泪斑、眼屎、咳嗽、气

喘、鼻嘴歪斜、疝气、外伤等，以判断猪群和个体的健康状况。

（2）观察体型外貌

对公母猪体型外貌的共同要求是应符合本品种特征， 无明显缺

陷，活泼好动，面目清秀，头颈较轻，身体匀称结实，腹宽大而不下垂，

四肢结构合理、强健等。对母猪要求乳头在 6对以上，其中 3对在脐部

以前，无无效乳头，排列整齐；外阴较大且下垂；腹部要宽，不宜过于平

直，切不要选择“双肌臀”或“双肌背”体型特别明显的个体。 对公猪的

选择标准要更严格一些，要求背腰平直，后躯丰满发达，四肢强健有

力，雄性特征明显；睾丸摸起来感到结实但不坚硬，大小一致，而超大

型睾丸则可能是病态；还要看包皮有无积液；接近性成熟年龄的公猪

应表现出交配欲望，吐沫也较多，如公猪虽能正常爬跨，但阴茎不能正

常伸出、过短或过软，均不能选择。

（3）查阅系谱和生产性能记录

挑选的种猪必须有耳号，并附带耳标、免疫标志牌。通过查阅系谱

剔除生长慢和同窝产仔数少或同窝中有遗传缺陷的个体，查清个体之

间的血缘关系。 需纯繁时公母猪间尽量不要有血缘关系，数量大时每

个品种的公猪血统应不少于 5个。 对种公猪侧重于生长速度、饲料利

用率、胴体品质等的了解，对种母猪侧重于繁殖性能等的了解。 有条件

时，可选择经过生产性能测定的种猪。

（4）索要各种证明和饲养管理资料

应要求厂家提供《营业执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

防疫条件合格证》复印件；饲料配方、免疫程序和饲养管理规程；开具

发票、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填写种猪系谱卡和种猪合格证等。以备路上

查验和便于引进后的饲养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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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猪的运输

在装猪前 1天及装猪时对车辆及用具严格消毒。装车前 5小时应

停止喂料，给足饮水。装车时可喷洒有味的消毒药或注射镇静剂，以减

轻种猪打斗。 最好让 5～10头猪占一格，大公猪最好单独占一格。 运

输过程中一般不喂料，运输距离长时可补给饮水或青菜瓜果。 夏季要

注意遮阳、洒水降温，冬季注意保温通风，不能包裹太严。 行车过程中

要随时停车轰起种猪查看，以免长期挤压出现问题。

4.种猪的隔离与观察

种猪到达后对猪体及车辆用具消毒后缓慢赶入隔离舍休息，1小

时后少量多次饮水，4～6小时后先喂给少量饲料，次日起逐渐增加喂

量。 饲料或饮水中可添加抗生素、电解多维素、口服补液盐等。 要精心

管理，提供舒适环境。 一般隔离观察 30～45天确定健康无病，并按免

疫程序完成阶段免疫后方可转入本场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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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实用技术系列丛书
畜禽技术

猪的经济杂交技术

商品猪要同时具备抗病力强、生长速度快、饲料利用率高、瘦肉率

高和肉质好等特点，就必须采用适宜的经济杂交方式来实现。 常用的

有两品种固定杂交、三品种固定杂交和配套系三种方式。

1.两品种固定杂交

两品种固定杂交又称二元杂交，即两个品种的猪杂交一次，一代

杂种无论公、母猪，全部育肥。 二元杂交容易推广，但缺点是不能充分

利用杂种在繁殖性能方面的杂种优势。

1）利用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约克夏猪等国外引入瘦肉型猪进行

二元杂交，生产杜长、杜大、长大、大长等二元杂交猪。 其杂交模式如

下：

杜洛克♂╳长白（或大约克夏）♀
↓

杜长（或杜大）
长白（或大约克夏）♂╳大约克夏♀（或长白）

↓
长大（或大长）

2）利用杜洛克猪、长白猪、大约克夏猪等国外引入瘦肉型公猪与

本地母猪进行二元杂交，生产杜本、长本、大本等二元杂交猪。 其杂交

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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