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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简介

本书是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书中收集

广东省的主要家畜家禽品种，详细介绍了各品种的产地分布，品

种形成、特征特性，杂交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对各品种作出科学

的评价，提出改良意见。书中还附有畜禽品种考古资料照片及各

家畜家禽品种的彩色照片，便于进行品种鉴别。

本书对畜禽品种资源的发掘，改良和利用，对畜牧生产实践

都有很好的参考和应用价值。它适合于教学，科研人员和广大膏

收工作者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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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省畜禽品种资源丰富多采，一向以品质优异驰名海内外，个别猪种曾对世界猪种的

改良起过积极作用，并载入史册。如何继续发扬我省畜禽品种资源的优势，为实现畜牧

业现代化服务，实为当务之急。

现代化畜牧业生产，不仅要求畜禽品种具有优良的肉质，而且要求生长速度快，整齐
‘

度高，饲料消耗低。为培育具有我省特色的畜禽品种，必须从我省的实际情况出发，立足

当前，放眼未来。应高度重视原有品种资源的调查研究，以利于品种的整理，保存，选

育、提高和开发利用工作的开展。因此，摸清我省畜禽资源的底细，是一项根本而又带有

战略性的任务。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广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系和华南农学院畜牧系，就对

优良畜禽品种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一九六三年，广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系编写了

《广东猪种资源》(初稿)。十年动乱期间，工作中辍。一九七六年，省农办组织了广东省农

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华南农学院等单位，在全省畜禽品种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广泛深，

入的调查核对工作，出版了《广东省畜禽资源汇编》。一九八O年，又由广东省农业厅召集，

有关单位，成立了。广东省家畜家禽复查小组”，进行复查工作，为解决地方品种的同种异

名问题奠定了基础。

根据一九八一年第二次全国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议的精神，于一九八二年六月，由广

东省农科院，广东省农业厅，华南农学院等单位牵头，组成了《广东省家畜家禽品种志》编

辑委员会，结合前阶段的调查资料，对一些情况尚不十分清楚的品种进行补充调查，并挖

掘了一些特有性状的地方品种，编写了《广东省家畜家禽品种志》。

全书分文字和图谱两大部分。文字部分主要阐述我省猪、牛、羊及家禽各品种的现

状、分类，产地分布，形成，特征特性，杂交利用、评价等内容。图谱部分包括考古资料

照片和畜禽品种彩色照片。提供这些品种照片，旨在更直观地展示出品种特征，便于进行

品种鉴别。当前，一些畜牧业发达的国家，优良畜禽品种基因高度纯化，出现畜禽品种资源

枯竭现象。为此，人们十分重视地方品种的保存和引进，试图利用地方品种适应性好、抗

病力强及独特的特性，改进纯化品种所存在的缺点。这样的做法值得借鉴，而且越来越引

起人们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家畜家禽品种志》的编写和出版，更富有现实意

义。

参加畜禽品种资源调查研究和《广东省家畜家禽品种志》编写工作的有。广东省农业区

划办公室，广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华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广东省家禽研究所，佛

山兽医专科学校、仲恺农业技术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各地畜牧部门，科研教学单位，种畜

场、育种辅导站和畜牧兽医站广大畜牧工作者亦对此项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广东省农科

院畜牧研究所为该项工作的主持单位。对为此而作出努力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l

限于编者的水平，如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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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地方猪种概况，
1

，

，71 7 、‘I ’‘

?、 广东是我国养猪业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地方猪种资源极其丰富。解放后，为了摸清

．本省地方猪种资源，有关部门对地方猪种资源进行了调查研究，大致经历了六个阶段：．：t

．第一阶段(1954--1957年)：是本省开始地方猪种调查研究初期。解放前，本省的地方

猪种还没有人进行过系统调查和选育研究。1954年，华南农业科学研究所(即广东省农业

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广东省农业厅和华南农学院，在全省各地进行猪种调查研究，这项

工作持续了三年”于1957年底编写了《广东猪种初步调查报告》。当时各地方猪种保存尚处

子原来稳定状态，除了在少数场地曾引进过一些巴克夏猪与本地猪进行杂交观察外，全省

广大地区的地方猪种，很少与外来猪种混杂，故此，它们的体型外貌、生产性能、分布情

况等仍比较稳定o ．o ，_
，t

、，j ，，，

。

。 笫二阶段(1958"--1962年)s．。大跃进”开始，1959年提出全省实现“P人一猪，一亩一
猪”的口号，盲目制订发展生猪3，000万头的高指标规戈!l。为了建立万头猪场，提高集体养

猪比重，把私养母猪集中饲养。由于盲目发展，饲料不足，饲养管理技术又跟不上去，造

成肉猪增重缓慢，种猪生产力下降，猪只大批死亡。由于猪苗缺乏，改变了历史上主要由种猪

产区供应种猪苗的渠道，-只能号召自繁自养，从省内外各地远道调运种猪留种，许多地方

还提出“逢母必留”i“小母猪初次发情便配种”等不恰当口号，使本省各地优良猪种开始混

杂，质量严重下降。群众选育猪种的优良传统遭到严重的破坏，优良的种猪损失很大。

，第三阶段(1963--1965年)l为规划和保存阶段。在摸清本省地方猪种情况的基础上，

开始对部分地方猪种进行选育研究工作。广东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系1962年与顺德县顺峰山

农场建立“广东大花白猪育种场”，1963年编写了《广东猪种资源》一书。同年，广东省农业

厅畜牧兽医局在全省二十个著名地方猪苗基地成立了“种猪育种辅导站”。各地方猪种及设

站地点如下l大花自猪(顺德县大良镇)、龙口猪(高鹤县龙口公社)、张家边猪(中山县张

家边公社)、新兴猪(新兴县共城公社)，梁村猪(怀集县梁村公社)、桂圩猪(郁南县桂圩公

社)、罗镜猪(罗定县罗镜公社)、塘壤猪(吴川县塘圾公社)、中垌猪(化州县中垌公社)、

黄塘猪(高州县黄塘公社)、临高猪(临高县多文公社)、文昌猪(文昌县文教公社)、屯昌猪

(屯昌县南闾公社)、坭陂猪(兴宁县坭陂公社)，饶平黑猪(饶平县三饶公社)、流沙猪(普

宁县流沙公社)、惠阳黑猪(惠阳县淡水公社)、蓝塘猪(紫金县蓝塘公社)、梅花猪(乐昌县

梅花公社)和乌迳猪(南雄县乌迳公社)等。每站都配备三名技术干部，主要工作是在种

猪产区开展该猪种的调查，种公，母猪的鉴定，等级评定，选留核心群，淘汰劣种猪以及



开展生长发育测定等工作。。种猪育种辅导站”所做的工作，为全省地方猪种的选育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并开始有计划地引入巴克夏猪、长白猪，在一些出口基地进行经济杂交，培

训技术人员和推广猪人工授精技术。

第四阶段(1966--1972年)。r，文化大革命”期间，地方猪种选育工作全部停顿，并受到

严重的破坏。有些场地通过选育建立的核心群，全被屠杀、解散或流失’已建立的地方猪

种档案和核心群生产纪录等资料，亦散失殆尽。

第五阶段(1973--1979年)：本省猪种选育工作逐步恢复和发展。1973年全国猪育种科研

协作会议和广东省地方猪种选育会议在顺德县召开，会议提出以土种选育为主。在许振英

教授的指导下，1974年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在顺德县顺峰山猪场恢复了大花白的品系选育

工作。这是我国第一个进行地方猪种群体继代选育(闭锁群繁育)的实例，使大花白种猪群质

量获得了改进。1976年，华南农学院在省农业局大力支持下，与郁南县农科所合作，开展

了桂圩猪的群体继代选育，亦取得了好的效果。我省的一些种猪育种辅导站有部分亦开始．，

恢复工作，有些站还建立了猪育种场，饲养一些地方良种猪，除提供种猪外，并为社员的

母猪配种：1975年，省畜牧办公室委托省农业局、省农科院和广东农林学院(即华南农学

院)主持，由广东农林学院派出教师和学员一百多人，配合各市，县畜牧局及各有关单位，

对我省地方畜禽品种资源进行了调查和复查。共调查了二十三个地方猪种、六个牛种，

‘一个山羊种、四个鸡种，三个鸭种和四个鹅种。基本上摸清了全省畜禽品种的产区及分

布，体型外貌，饲养管理、生长发育、繁殖性能，肥育性能和杂交利用等情况，并将调查

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在1976年出版了《广东畜禽资源汇编》一书。

第六阶段(1980--1985年)。根据1979年农业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长沙召开的“全国

畜禽品种资源调查会议”精神，我省在1980年初，成立了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复查小组，花

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全省八个地区和广州市畜禽资源进行了复查，为品种的合并归类作

出了贡献，为编写我省品种志收集了大量资料。1982年广东省家畜家禽品种志编辑委员会

减立，并分猪，牛、羊、禽四个组开展品种志的编写工作。这时猪的杂交优势利用和人工

授精技术进一步普及，用长自公猪或巴克夏公猪等与本地母猪配种生产的一代杂种肉猪占

全省肉猪上市量70％以上，同时引进杜洛克猪，汉普夏猪，开展三品种杂交及级迸杂交的

试验研究和推广，以提高本地猪的瘦肉率。此外，还制订并推广了广东省猪的饲养标准，

兴办了不少配合饲料加工厂。由于饲料供应方便，质量亦有所提高，显示出杂交优势，于

是人们喜养杂种猪。然而，人们对提高杂种优势的重要基础在于纯种选育，尤其是对地方

品种猪选育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在纯种选育的地区，保护地方良种的政策不够落实，因

此形成目前重杂交，轻土种选育的局面。如不迅速纠正，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地方猪种将

会面临绝灭，原来的优良性状将会丧失，将给地方猪种育种和改良工作带来无法估量的损

失。j ．、， ：，
。

●

．． r、‘：

二，广东猪种的起源、形成及其发展

研究猪种的起源及其发展史，目的是更好地对猪种进行改良和利用。广东的文物考古

工作者，在省内各地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清理了不少古代遗址和坟墓，发现了不少野

猪头骨化石，对认识和研究广东古代的养猪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广东的畜牧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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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猪种的起源，，形成及其发展也作过一些探讨，提出一些关于广东猪种起源，形成及其

发展史的初步看法。 一

t’”

(一)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广东已有古野猪存在

一九五八年，广东考古工作者在曲江县马坝狮子岩洞穴内发现了“马坝人”头骨化石，

这是到目前为止在广东发现最早(距今十多万年至五万年前)的“古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

．在“马坝人”附近还挖掘出十五种动物化石，这些动物就是“马坝人”的猎取对象。．其中有野

猪头骨和獠牙化石，经鉴定其泪骨呈三角形，认为是古华南野猪类型，属我省最早的野猪

化石(见图1，2、3，4，5)。 ·

一
¨J ，

‘
I．

—、～j (二)新石器时代野猪开始转化为家猪，猪的饲养已遍及全省

在广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较多，有三四百处。其中经过发掘和整理的有=三十

处。一由于遗址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生活条件的差异，野猪也随着生长地域的不同而略有

差异。这时期野猪在广东分布的地区越来越广，是野猪开始转化为家猪的重要阶段。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广东的野猪已被驯化，开始有原始家猪出现。这个时期’距今有

四千至七千年时间，是广东原始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早期的洞穴遗址主要分布在粤北的

始兴、‘英德，连山和粤西的罗定、封开，怀集，阳春等县。这时发现较著名的遗址有英德

的青塘和南海县的西樵山，被发掘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当时人类所制作的石器和陶器，

已经是非常细致了，工具的种类较多，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从这些出土工具中，反映

出广东当时的人类社会经济已比较发达。从贝丘发掘出来的兽骨中，以猪骨和牛骨为多，

可以说当时的原始家畜饲养业已开始出现。用C-。测定当时贝壳的年代，估计距今有六千

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祖先在六千年前已把捕捉回来的野猪驯化为家猪了，但当时的

饲养方式还是非常简陋和原始的。
。

”

’．一。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广东饲养家猪已普及全省各地。这时期属原始氏族的解体阶段，

距今三千至四千年：著名遗址有粤北的石峡，增城的金兰寺和佛山的河岩等地。当时本省

南部近海地区以捕捞、渔猎为主，丘陵地区发展了原始的锄耕农业。同时，在曲江石峡和

坭岭遗址还发现了广东最早的栽培稻(主要是釉稻)。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家畜饲养也有

了显著的发展。在佛山河岩遗址发掘出来许多猪骨和狗颚骨。经鉴定，部分已属于家养的

猪骨和狗骨类了。．
7

事实证明，广东的猪种从IIEI石器时代“马坝野猪”的出现到新石器时代原始家猪的形

成，是经过我省古代先民几万年辛勤劳动饲养才逐步选育出来的。广东把野猪驯化为家猪

已有六千年的历史。而在---1匹I千年前，饲养家畜已成为主要的副业生产。猪、牛、狗等是

主要的家畜，猪的饲养更为普通。 ． 、-

’

(三)青铜器时代，广东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养猪生产

由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犁耕农业，男子逐步代替了女子在生产中的主要地位，于

．
3



是又把社会生产力推进了一大步，使社会财富不断分化，促使原始公社制度B趋解体，逐
步向奴隶社会过渡。此时距今两三千年时间，在广东出土这个时期的古人坟墓随葬品均以

青铜器为主。由于人类已使用青铜器，生产工具进一步完善。这时的广东农业已经发达并

具相当规模。种植业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的生产，养猪业已占人们经济生活中较重要的位

．置，对猪的饲养管理和选育技术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四)封建社会，优良猪种在发展和演变

广东进入封建社会是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五路进军岭南，’设置了南

海、桂林、象郡，使广东成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一部分。南海郡的郡治设在番禺

<即今广州)。解放后，在广东境内清理和发掘出来的秦汉古墓，达七百多座。其中出土的

陶猪、滑石猪和陶屋等模型不少，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广东古代猪种发展的重要文物资料。

如在广州附近出土的西汉时代(公元前206一公元24年)和东汉时代(公元25—220年)的

陶猪的形态已有很大的变化。它们具有华南猪的特点，头型短宽，耳小直立，颈部短阔，

胸背宽广，体型丰满，四肢短小，说明当时的猪种已具有早熟易肥等特点。特别是西汉时

代的母猪，乳房发达，仔猪肥硕，说明在二千年前人们已经很重视母猪的选择(见图6，

7，8)。
．‘ -。

从出土陶屋来看(见图9，10、11)，当时的陶猪都是附在猪圈内外，在屋侧设有斜

梯，供猪上下，进入猪舍，由于猪栏高离地面，便于排水和保持地面干爽。猪栏内有小

洞，便于猪只的进出运动。这一事实说明，当时养猪方法，已采用放牧和舍饲相结合，并

重视养猪积肥了。从广东各地出土的汉代陶猪造型和房屋附设的猪圈来看，证明了二千年

前，广东地区的养猪业已经比较发达，对猪种的培育，猪圈的设计及饲养技术，已达到相

当水平了。 ，

?解放后，在广东出土三国至南朝时代(公元220年至420年)时期的墓葬品很多，而且分

布范围也很广泛，标志着这时广东的人口已大大增加。当时我国古代中原地区，因有群雄

剖踞，战事不息，以后又经常受到外族的入侵。而广东很少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农业生

产不断发展，家畜饲养管理技术也不断得到改进。因此，广东的猪种在长期稳定且饲料丰

盛的环境条件下培育，、品质不断提高。同时，由于中原人民南迁定居，不但带进先进养猪

技术，而且也把北方部分较好的猪种带入，这些猪种被带到这个新地区后，·方面受到广

东温暖气候和丰富饲养条件的影响}”另·方面与本地已经培育得很好的南方猪种杂交，这

样在经过了几百年杂交过程中，使广东原来古老的猪种得到外来猪种血液更新的机会，丰

富了它们的遗传基因，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性能，使广东北部地方形成的猪种产生了与原来

不同的新猪种类型。 ‘，．。．， ，．． ，

·一t我们可以从分布在韶关，佛山和广州地区的古墓出土的汉代陶猪及其后出土的滑石猪

的形态，来证明北来猪种与广东原来猪种混杂的过程。在汉朝和南北朝的古墓中发掘出来

的猪只模型，全是小耳直立的猪种(见图12，13)。

从西汉、东汉及南北朝古墓出土的模型说明，在一千五百年前，广东的猪种不论分布

在北部或南部，都是属于小耳猪种形态的，和今天分布在本省南部一带的地方猪种外形差

不多，都是属于典型的华南型猪奄，在粤北始岽县一座东晋古墓中，．发掘出一件大耳猪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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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距今为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见图14)d同时在这些古墓中也出土一些小耳型滑石猪。，啵。

从始兴县东晋古墓出土的小耳及大耳滑石猪，说明了这时期广东的小耳猪种开始与中。

原人民南迁时带来的北方大耳猪种混杂，直到唐朝(公元618—907年)也有这种情况存在

<见图15，。
“’

，t：， 3+ ，i一；，+i“．，一 一 一 。％：

总结上述，我们从汉朝至南北朝的古墓中发掘出来的陶猪形象来看，全是属华南型的

小耳直立的猪种。距今1500多年的时间，由于在东晋时代中原人民大量迁来广东定居，这’

时带来了华中型的大耳猪种。因此，在这时期古墓出土的陶猪，阿时发现有大耳和小耳猪

的模型出现，直到唐朝(公元618—907年)的古墓出土物也有这种情况。说明今天分布在广≯

东一带的大耳猪种，是南北猪种经过了几百年的混杂，以后经过选育才逐步形成的。所以

说，广东大耳猪种的形成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今天分布在广东中部的大花白猪，⋯

广东北部的梅花猪和广东东部的坭陂猪都是本类型的代表猪种。而分布在粤西一带，粤东

和雷州半岛及海南岛的小耳猪种，属于我国的华南型猪种，是由分布在本地的华南野猪驯

化而来的。如现在广东小耳花猪、海南猪，蓝塘猪，粤东黑猪等均属此型。． ’』

。’ ； ．

”

； 。‘
“

，}j：’

三、广东猪种与国外著名猪种育成的关系 √
t．。

中国猪种的优良品质，很早就被国外所重视，并被引进欧溯，以后又引入美i}}f，对当：

地猪种的改良和育成作出了贡献。据《英国大百科全书》载，“现在欧洲的猪种，是当地的

猪种和中国猪种杂交而成的。”在中国猪种条目中又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罗马帝国就弓I

进了中国猪种，改良他们的原有猪种，而育成了罗马猪。”卓越的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说t

。中国猪在改进欧洲品种中，具有高度的价值。辩但是，对国外猪种的改良作出贡献的中国

猪种到底是哪个地方猪种呢?我们根据广东猪种的优良品质及古代广东海外贸易和国外猪

种的育成历史等资料作一些引述，说明广东猪种的育种价值是有悠久历史渊源的。；，《．，?
，

一 ，

．t

， 。； (一)广东古代优良的猪种
‘ 一 一’’一、’’+

：
．’ ． 4：k㈠i j

．从广州古墓出土的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24年)和东汉(公元25—220年)的公，母陶猪．

形象可见(图6、7．．8)·广东古代猪种是头短宽，耳小而直立，颈短宽，背腰宽广，四j

肢短小，鬃毛柔细，．臀部及大腿发育极为良好。这种优美的体态，说明我国广东古代猪种

早在二千年前，就具备早熟易肥，发育迅速，肉质优良的特性。因此引起西方来广州人士

的注意而被引至欧洲。 。 ’。 ．t． ，j _- ；t

．

(二)．广东猪种对世界著名猪种育成的影响一 ：

。
’

“

●‘ ●，
}、r’’● 一●‘ ，

Briggs在1958年出版的《现代家畜品种》中，论述了巴克夏猪与广东的黑猪和黑白花猪

有血缘关系。据此，广东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李宝澄在1964年指出了广东猪种与英国巴克

夏和美国波中猪育成的关系以及对改良罗马猪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看法，已为有关学

者所承认。如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张仲葛(1978)认为·我国的华南广东猪，自汉代以来，

就以早熟、易肥，繁殖力强而闻名国内外。当时罗马的大奴隶主们，对猪肉和脂肪的质量

要求高，而他们国内的本地猪种晚熟、生长慢，肉质差，不能满足要求。当时古罗马与东

方国家交易频繁，因而特别注意列早熟、易肥的中国猪，所以引入了中国猪特别是华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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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种，并广泛地利用中国猪以改良他们的本地猪种，这就育成了罗马猪。罗马猪对于近代

西方著名猪种的育成起着很大的作用。 。

”十八世纪初英国开始把广东猪种引入本国。当时英国的本地猪种个体较大，骨架较

粗，体躯长而狭窄，四肢直立，背部隆起，成鲤鱼脊型，后躯发育不良，头部较长，额窄

面直，，耳大下垂，皮肤粗厚，被毛密而粗硬，体色有白色、棕红和黑色，成熟很慢，瘦肉

较多，肉质粗糙，每胎产仔5—8头，仍是属于欧洲野猪的后裔。但通过与广东猪种杂交

后，到十八世纪后期，则逐渐失去英国原来猪种的粗野特征，而代之以体躯丰满，早熟易

肥，性情温驯，肉质鲜美的中国猪血统的猪种了。

≮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畜牧专业试用教材《养猪学》中指出。“约克夏猪原产于英国北部的

约克郡及其临近地区。原来当地的猪种体形大而粗糙，毛白色，皮肤具有黑色或淡蓝色酶

斑点。其后引用我国的广东猪和菜塞斯特猪(Leicester亦含有我国猪种的血液)杂交而育

成为优良的白色猪。到1852年，正式确定为新品种，称为约克夏猪。”在这个猪种的育成

过程中，广东猪起了很大的作用。1818年在英国这种猪曾被称为“大中国猪”(Big China)，‘

以示不忘根本，现在则叫大约克夏猪了。

巴克夏猪原产于英国中南部的巴克郡一带地方，于1867年育成，是英国最早的改良猎

种之一。这个猪种的育成，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是用中国猪，暹逻猪、那不勒顿猎

与英国的本地猪种杂交而成的。但据Briggs氏(1980)认为t“早期的巴克夏猪含中国猪血

统比遏逻猪多，中国猪是从广东省引进的黑猪或黑白花猪，这些猪具有体型中等，肉质和

被毛优良，性情温顺和脂肪沉积快的优点。”据此推断，改良巴克夏猪的很可能是分布于

广州口岸附近的广东省的惠阳黑猪和大花白猪。 ．

r．

r切斯特白猪(Chester White)是美国著名的猪种，是在1817年用中国华南白色猪改良

而成的。波中猪又名波兰中国猪。原产美国俄亥俄州(Ohio)，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猪种。这

个猪种育成之前，这里的猪种是相当复杂的，因为当时有大批移民，从欧洲各地不断流

入，于是把欧洲各地所分布的猪种都带入此地。在1816年，有一位名叫华来士(John

Wallace)的人由英国引进了三头母猪，一头公猪，这都是中国猪种(Big China)，他用这

些猪种来同本地猪杂交，所得的后代命名为华伦本地猪。在1835年，他引进两头巴克夏

猪，1940年，他又引进三头爱尔兰猪。上面所引进的原种，都是用来继续不断地同本地的

华伦改良猪进行杂交。由于在杂交过程中，曾经从波兰移民农夫手中买进·头公猪，因而

所得杂种后代，1845年正式命名为波中猪。而从英国引进的中国猪，那就是早期被英国人

从广东带入其本土进行饲养的中国猪后裔，那是毫无疑问的。 、、

张仲葛(1978)认为t“由此可见，英国大白猪(大约克夏猪)以及其他英，美猪种，大

都承受了中国猪的优良血液加以改良而成的，现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猪种，几乎都含有巾

国猪的血液。， 一

“-!我国畜牧学家郑丕留(1980)指出。我国猪种资源(或种质资源，基因库)十分丰富，不

仅在国内，而且对世界猪种也具有一定影响。远在二千多年前，罗马帝国即已引进我国猪

种，育成罗马猪|o．t十八世纪英国引进我国华南猪改良当地猪而育成了大约克夏，巴克夏

貉，美国在1816----1817年引进中国猪而育成了波中猪和切斯特白猪。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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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t：一(三)引入猪种对广东猪种杂交改良的影响 一
～、、

约克复猪和巴克夏猪育成以后，又引进到我国，．对我国猪种的改良亦作出很大贡献。’

这两个猪种都是我国引入外国猪种中较早的品种之一。大约克夏猪、巴克夏猪和波中猪是

我省在1919年由广州岭南大学最早引入，引入后主要在岭南大学校内农场饲养繁殖和开展

杂交等试验。1954年开始，巴克夏和约克夏品种的少量公猪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南海等地

与广东地方猪进行杂交观察。1957年农垦部门又从澳大利亚引入一些约克夏和巴克夏种

猪，其后陆续引入苏联大白猪及克米洛夫猪，在珠江三角溯及海南岛的垦殖场进行饲养和

对地方猪种的杂交试验。但是，一在1959--1962年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由于饲料严重缺

乏，除巴克夏猪及某杂种仍受群众欢迎外，其余大多数被淘汰0 1964年随着农业生产的恢

复和发展，养猪业亦得到很大的发展。港澳市场要求供应肉用型猪，省内大、中城市亦要

、．求提高猪肉的质量。省农业部门开始从日本引入巴克夏猪及从瑞典引入长白猪。1965年至

1970年分别从英国、瑞典、法国引入长白猪，1973年从朝鲜引入平壤白猪，1978年至1981

年分别从丹麦引入长自猪，从比利时引入斯格杂优猪(Segher)，从美国引入杜洛克猪和

汉普夏猪等，并与广东猪种进行了杂交。 ，7

引入的国外猪种与广东地方猪进行经济杂交，在广东养猪业生产上起到非常重要的作

用。目前，比较广泛使用的有长白猪、巴克夏猪，大约克猪、+杜洛克猪和汉普夏猪等。甩

这些猪与广东的地方猪种进行杂交，其杂交后代无论在出生个体重、断乳窝重和个体重，

肥育猪日增重、饲料利用率、屠宰体重和胴体瘦肉率等方面都比本地肉猪为优。但有的杂

交后代抗病力及耐粗饲性却比地方品种差。．4 t
，’

解放以后，从国内其他省区引入的猪种有荣昌猪、内江猪、太湖猪、宁乡猪、锦州黑

猪、新金猪，金华猪、上海白猪和北京黑猪等。这些国内猪种都局限在少数地方饲养和进

行杂交观察。 ’ ’

。．

总结上述，英国在十八世纪引入我国广东的猪种后，育成了约克夏猪和巴克夏猪。

十九世纪初，美国的波中猪和切斯特白猪都是用中国广东猪改良育成的o~‘英、美育成的含

‘有中国广东猪血统的猪种，对以后国外一些猪的新品种育成甚至我国猪种的改良均起了寸

定的作用。可见，广东猪种品质优良，对世界养猪业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t

、 、

‘

一
?

四，广东地方猪种类型的划分。
， ‘

，

、 ，

广东省的猪种资源极为丰富，根据本省的佛山、惠阳、汕头、韶关：梅县，肇庆、湛

江、海南和广州等地区的猪种调查资料，在面积二十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各地提

出的地方猪种就有67个之多，它们分别分布在47个县。 ， 7j

‘本省的猪种名目繁多d其原因是绝大部分以猪种的原产地或猪苗的集散地来定名，个

别也有以体型或毛色来命名的。例如粤北的梅花猪原产于乐昌县梅花公社附近一带，但邻

近乳源县所产的猪苗，亦以该县的梅花圩为集散地，故此，凡在此圩买到的猪苗，均称为

梅花猪，梅花猪因而得名。又如，产于临高县的命名为临高猪，产于郁南县桂圩公社的命

名为桂圩猪’产于惠阳的黑猪称为惠阳黑猪。上述几种猪种中，在体型外貌，生产性能方

面。彼此间差异是很大的。它们均属于不同的品种，但其中有不少的猪种，根本就是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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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名，彼此间没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情况，不但在一个县内存在，就是在县与县、省与省

之间也存在。例如，在湛江地区的化州县，在县内就有几种猪的名称一中垌猪、文楼猪，

宝圩猪0÷平定猪，郧务猪，林尘猪≯这本来就是同一种猪，只不过是在不同猪圩出售而得

名不同而已0因此，使该县的猪种名称复杂化了。又如，高州县的黄塘猪、化州县的中垌

．猪和毗邻广西自治区的陆川猪，都是同出一辙。从地理环境来看，化州县的文楼，平定

’公社与广西的陆川县交界，宝圩公社与广西的北流县邻接，而且猪种在体型外貌，毛色及 ：

生产性能等方面都非常相似，并且在血缘上也有密切的关系。因此，黄塘猪，中垌猪与陆 ＼

功I猪都是属于同种异名。， 一，
·， ．．： ＼

，j广东猪种名目繁多，除了由于过去没有对猪种进行全面普查分类以外，还因为有些地 ＼
方片面强调当地猪种的价值，只按猪的集散地和群众的喜爱与习惯来命名，没有从历史上 f
4去研究猪种的起源与形成，从生态条件与性状的关系去研究猪种的现状，而造成人们对猪 ＼
种的片面认识。如果这种各自定名、分散选育的情况不改变，将对本省地方猪种的选育提 ，．，：．
高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和不利。 ：．’∥一| ．．·

p：’所以，及时把这些同种异名的地方优良猪种进行归类合并，则可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办好保种场，扩大种群数量，建立育种场和育种网，制定统一的育种计划，利用种猪

的优良遗传因子l进行品种内或品系间的杂交，防止近亲繁殖，加强协作，培育出更高产

．的品种。这对猪的育种工作，可能起到我们目前还不能预测的效果。

j t．当然，由于我省尚未做好对地方猪种进行全面、严格的选育工作，同一品种中的个体

仍存在外形及其他性状的差异。如大花白猪，中心产区在珠江三角洲附近十多个县的地

方，母猪有近十八万头，与它同种异名的猪种很多，如南海县的大沥猪，番禺县的大花乌

猪(沙圩猪>，中山县的小榄花白猪，高要县的金利猪等。这是由于人们的不同喜爱和人工 ，一

选择的影响，使品种内个体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本省猪育种工作中的一个丰富的基

因库，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后，必须在系统的育种工作中，通过严格的选种

选配；使同·品种的猪只在外形及性状上趋于一致，达到品种规格化。 、：

。。；关于广东猪种的类型，在广东省农科院畜医系1963年编写的《广东猪种资源》资料中提

出·广东地方猪种分为四个类型，即广东大耳花猪，广东小耳花猪，广东小耳黑背猪和广．

东黑猪四种。．》，’
；

，．
．

’

．，，。， ．，
；

广东大耳花猪分布面积很广，在本省北部和中部地区普遍饲养，韶关、梅县、佛山，

广州等地区共42个县市约有母猪44万头，为我省猪只数量最多的种群。广东大耳花猪是接

受汉人南迁时带来的北方猪种影响的，属我国华中型猪种之一。著名的地方猪种有粤北的．

梅花猪、‘粤中的大花白猪和粤东的坭陂猪等。广东大耳花猪类型的特点是生长较快，成熟

较早≯肉质细嫩，i毛色为黑白花，头部和臀部有大块黑斑，腹部、细肢为白色，背腰部及。

体侧有大小不等的黑块，耳稍大下垂，背腰较宽，多下凹，腹较丸额部多有横行皱纹。
，广东小耳花猪分布在本省西江以南和粤西一带，包括湛江，肇庆、佛山，汕头四个地

馐共33个县市0约占全省土地面积的1／3。母猪头数约占全省母猪头数的38％，约有母猪

．11万头。著名的地方猪种有。高州县的黄塘猪，吴川县的塘缀猪和郁南县的桂圩猪。这种

猪的主要特点是。头短，颈短，耳短，身短和脚短，头耳黑色，嘴筒白色，背、腰，臀部

黑色联成1-片，一胸、腹、四肢是白色，全身丰满，背腰较软，腹大垂地，早熟易肥。 ．

·一．广东小耳黑背猪主要分布在本省中南部和海南岛，介于北部的大耳花猪和东部黑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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