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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非洲猪瘟全国性传播的影响，种猪供应受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

第 一 节   种猪供应方式多样化

采用多种方式保障种源供给，这是生猪复产的关键前提。

基于当前实际，重点从以下六个方面来优化种猪供应模式。

一、轮回杂交和终端轮回杂交

采用轮回杂交方式或商品代母猪留种成为当前供应母猪主

要方式之一。为了避免后备母猪的持续引进导致非洲猪瘟等疫

病的传播风险，建议商品猪场在商品猪群中选留后备母猪，有

计划地引入优秀种公猪（精液）实施配种，通过轮回杂交或者

终端轮回杂交方法来开展商品猪的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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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轮回杂交或者终

端轮回杂交时，需要注意以

下几个关键技术点。

（1）种公猪（精液）

挑选要严格把关。注意挑选

健康的种公猪；挑选遗传性

能优秀的种公猪，特别强调

长白、大白的繁殖性能优秀；

对于各世代后备母猪，轮回

使用不同背景（品种、品系）

的种公猪（精液）配种；实施人工授精或者冷冻精液人工授精。

（2）后备母猪的挑选（图 8-1）。大窝里挑大个的初生

仔猪作为后备母猪；从健康的窝里挑后备母猪，不从出现疫病

或遗传缺陷的窝里挑后备猪；后备母猪单独饲养；对后备母猪

进行体型外貌评定。

（3）后备母猪的标识。做好配种和产仔记录，避免混精

配种；大白公猪（精液）配种后生产的后备母猪左耳打缺口；

长白公猪（精液）配种后生产的后备母猪右耳打缺口；其他小

母猪、小公猪不打缺口；杜洛克公猪（精液）配种的后代不打

缺口。

（4）配种管理。需要繁殖后备母猪时，左耳缺口母猪必

须用长白公猪（精液）配种 ，右耳缺口母猪必须用大白公猪（精

液）配种；不需要繁殖后备母猪时，用杜洛克（精液）配种，

生产后代不打耳缺，全部育肥出栏。

图 8-1  后备母猪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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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当调整生产母猪的品种结构

传统商品猪场通常需要常年引进大量的长大、大长二元杂

母猪补充淘汰的生产母猪。为最大程度减少引种次数，可以引

进纯种长白或者大白，通过场内扩繁，生产二元杂母猪，减少

引种风险。

三、灵活应用品种配套模式

有效提高养猪生产效率的品种配套模式是充分利用杂交优

势，目前我国养猪业中主要有杜长大、杜大长纯种配套生产模

式和配套系生产模式。出于生产安全暂时封场的现象，为实现

满负荷生产，必要时可以采取回交的方式补充生产母猪，亦即

早期挑选体型外貌符合要求的杜长大、杜大长青年母猪，按照

后备母猪要求培育为优质父母代母猪。为尽量减少生产效率的

降低，终端父本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最好的模式是用父系大

白作为终端父本，其次长白，而尽量避免使用杜洛克作终端父本。

四、采用商品化公猪精液

终端父本的遗传性能影响商品猪生产性能的一半，所以优

良公猪在养猪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按上述方法

改变了生产母猪的品种结构或品种配套模式的情况下，可以购

买符合生物安全要求的优良公猪精液（要确保进行过非洲猪瘟

检测），而场内则只饲养在商品猪中挑选合适的公猪作为试情

公猪。此外，使用冷冻精液可以较常温精液更好地适应生产节

律，减少物流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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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应用生物技术保存优良遗传资源（详见第九章）

六、应用基因组选择技术，保障持续选育

品种的持续改良则关乎企业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基因组选

择技术的应用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种猪育种工作的持续进行。

基因组选择（GS）是一种利用覆盖全基因组的 SNP 标记而进

行的标记辅助选择技术，它可以提高选择的准确性，同时还能

够实现早期选择，因此当建立了参考群后，可以大量减少现场

测定的个体数，从而有利于 ASF 防控。

七、强化引种隔离

养猪生产中，根据生物安全的需要，对新引进的种猪都

需要采取隔离的措施来降低新引进种猪携带 ASFV 而污染原生

产群的可能性，同时也避免新引进种猪直接暴露于大量原猪群

的病原微生物之下。应对拟引进的种猪进行逐头检测，确认

ASFV 阴性，并在隔离舍隔离 30d，其间进行临床监测和随机

抽样检测。

第 二 节  良种猪繁育体系重构方案

结合非洲猪瘟综合防控要求，构建以种公猪站为纽带、以

省为单位的区域性联合育种体系，跨场间联合遗传评估迈入实

质开展阶段，并逐步推动跨省间遗传联系的建立。区域性的种

猪遗传评估和联合育种工作，是解决长期以来我国猪育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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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产生的问题，提高猪及其产品的质量，逐步减少活体引种

数量，提高我国种猪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的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金字塔育种体系中，育种不再仅仅局限于核心群，需要

源自核心群，立足于终端消费，整合全繁育体系的大数据支撑；

育种不再仅仅局限育种场，需要全产业链的全局利益最大化；

育种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点技术应用，需要跨领域、跨学科技术

方法的整合；种业系统工程需要体制机制创新驱动，产学研深

度融合。未来猪繁育体系的群体遗传改进将基本依赖于父本高

强度选择，快速大范围传递。无论是终端父系、第一母系、第

一父系等均实现猪场封闭运行，5000 头以上大规模母猪场更

加必须实施全封闭运行。区域性高度集中的核心育种场和繁育

体系全覆盖公猪站是育种改良的基石。

图 8-2  下一代良种猪繁育体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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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为重构下一代良种繁育模式（图 8-2），一是以种

公猪站为纽带，加快构建下一代良种猪繁育体系。规划布局一

批核心或社会化服务种公猪站，建立以种公猪精液为核心的基

因传递模式，建立核心群、扩繁群（公猪或母猪相结合）、商

品生产群金字塔式良种猪繁育模式。二是构建现代生猪种业发

展政策体系。农以种为先，生猪种业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公

益性，加快编制现代生猪种业发展规划，落实好现代种业提升

工程、良种补贴、种质资源保护等各项扶持政策，加大对生产

性能测定、遗传评估与全基因组选择等育种基础工作的支持力

度。三是构建现代种业评价与管理体系。加强第三方测定机构

条件能力建设，提高集中测定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加快建立良

种优质优价机制，引导广大养殖场户选良种、用良种。加强种

猪市场监管与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无证经营等违法违规行

为。四是构建地方品种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体系。完善国

家、省、市多层次地方品种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

的建设，实施地方品种登记，建立畜禽遗传资源动态监测预警

体系。开展地方畜禽品种种质特性评估与分析，挖掘优良特性

和优异基因。

下一个 10 年，我国育种体系将围绕以下关键任务来驱动：

一是全基因组与常规育种融合，繁育体系全功能群数据整合；

二是区域性种猪联合育种体系建设对生猪产业整体水平提升；

三是推动千万级集团化生猪繁育体系建设；四是大规模终端父

系猪核心育种群建设，实现社会化认证优质种公猪的全覆盖；

五是地方猪种资源开发利用，满足未来差异化的市场需求；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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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动育种第三方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实现行业公认的种猪（公

猪、母猪）质量认证（图 8-3）。

图 8-3  全产业链数字化全覆盖的良种猪繁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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