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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推广的目的、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养猪数量最多的国家，猪的存栏数、出栏数、猪肉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

但养猪水平较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养猪业迅猛

发展，逐渐从从副业生产过渡到畜牧业支柱产业，生产向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发展，生

猪养殖技术水平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生猪人工授精工作滞后，与快速发展

的生猪产业不相适应。

猪人工授精技术可以提高良种利用率，加速遗传改良进程，充分体现公猪的优质性状和

种用价值，是现代养猪生产的一项重要繁殖技术。养猪先进国家均建有大型种公猪站，饲养

优秀种公猪，以满足对优秀种公猪的需求。近几年我省生猪产业快速发展，生猪产业已成为

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手段。为提高我省生猪养殖的科技含量，增加养殖收益，促进养猪业健

康发展，黑龙江省畜牧兽局把“黑龙江省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应用”列为畜牧业技术推广项

目。本项目历时 3 年时间（2007－2009 年），主要推广应用了种公猪站建设标准，猪精液采

集和精液品质的检测技术，猪精液的稀释和保存技术，输精技术，母猪发情鉴定技术，种公

猪饲养管理技术等项内容。本项目在省畜牧兽医局的领导下，经项目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

全面完成了项目推广任务，达到了预期效果。现将项目的推广实施情况总结如下。

2 主要推广内容和技术指标

2.1 推广内容

2.1.1 种公猪站的布局和实验室设计

2.1.2 推广猪精液采集和精液品质的检测技术

2.1.3 推广猪精液的稀释和保存技术

2.1.4 推广输精技术

2.1.5 推广母猪发情诊断技术

2.2 技术指标

2.2.1 输精推广任务

利用 3 年时间将在全省建设猪人工授精精液送中心 100 个，猪人工授精站点 800 个，培

训相关从业人员 1000 人；生产优质种公猪精液 200 万剂，配种 100 万头母猪，受胎率达 85%；

全省猪人工授精覆盖率达 50%以上。

2.2.2 出栏优质商品猪 1000 万头

2.2.3 制定猪人工授精技术操作规程

2.2.4 发表相关论文 5 篇

3 任务完成情况

项目通过三年的实施，现已在全省建立猪人工授精精液配送中心 190 个，猪人工授精站

点 1575 个，生产优质种公猪精液 1498.68 万剂，已配可繁母猪 374.67 万头，受胎率平均达

88.56%；已出栏优质商品猪 3837 万头；制定猪人工授精技术操作规程一个（2008 年 1 月开



始实施）；编制猪人工授精技术挂图一个；建立黑龙江省猪人工授精技术培训基地一处；建

立黑龙江省种公猪精液品质检测中心一个；培训人工授精技术人员 1900 人，通过技能鉴定

人员达到 1216 人，并发放家畜繁殖工职业资格证书，达到从业人员持证上岗。猪人工授精

技术已在推广基地巴彦县、肇东市、望奎县、北林区、讷河市、宁安市、集贤县、勃利县、

龙江县、大庆辖区、伊春辖区、佳木斯辖区等 12 个县（市、区）进行全面推广应用，覆盖

率已达 92%以上，全省人工授精技术覆盖率已经达到 71%以上。超额完成了任务书规定的

全部任务指标。

4 完成任务采取的措施

4.1 政府统一组织、管理协调项目的实施

在项目运行中，省畜牧兽医局负责项目组织管理，定期组织召开技术推广阶段进展和经

验交流会，协调财政等有关部门，明确由多年来一直从事猪人工授精技术研究与推广的省畜

牧研究所作为该项目的主持单位，成立专家组制定以猪人工授精技术为主的系列技术管理规

范、培训猪人工授精员、验收种公猪站、种公猪精液质量监测和选择应用试验、示范场（户）。

基点县负责县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乡镇人工授精站点建设和人工授精员的管理，

规范精液价格和配种服务收费标准，政府的组织协调为项目的推广应用提供了组织保障。

4.2 结合实际制定系列项目管理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

为了统一项目管理、精液生产和人工授精技术服务标准，要求专家组结合黑龙江省实际，

制定以猪人工授精技术为主的系列项目管理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黑龙江省猪供精单位（种

公猪站）建设/验收标准》、《猪人工授精技术操作规程》、《种公猪饲养管理技术手册》和《猪

饲养管理操作规程》。为了学员便于掌握和提高教学效果，还印制了图文并茂的《猪人工授

精技术挂图》，免费发放 5000 套。为了让猪人工授精技术人员能够快速、准确的判断精液密

度，提供优质精液产品，项目组成员精心研究制作出不同品种公猪精子密度图片共 2000 张。

4.3 重点建设县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和乡镇服务站点

标准化的县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和乡镇服务站点建设，实现种公猪精液生产、

精液质量检测和精液配送设备标准化，是该项技术推广应用成败的两个必要条件。为了适应

广大养猪场（户）对猪人工授精技术的迫切需求，各基点县自筹资金按照要求建设县级精液

配送中心（种公猪站）和人工授精服务站点。三年来，省级财政共投入专项资金 1437 万元，

其中，标准化县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建设 437 万元，县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

和乡镇人工授精服务站点的种公猪精液生产、精液质量检测和精液配送设备 1000 万元。

4.4 强化县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和乡镇服务站点管理

为了强化对县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和乡镇服务站点的管理，专家组制定了《黑

龙江省猪供精单位（种公猪站）建设/验收标准》，按照标准对基点县的县级精液配送中心（种

公猪站）逐个进行检查，合格的省畜牧兽医局给予颁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不定期的监

督检查供精单位（种公猪站）种公猪的健康状况、精液生产技术、精液质量和售后服务。制

定了《黑龙江省猪人工授精员管理办法》，其中要求人工授精员必须经过培训和鉴定持证上

岗，配种服务设备标准、齐全，同时，根据养猪场（户）的服务反馈情况做考绩考评。

4.5 建设标准化培训基地提高猪人工授精员的技能

为了全面提高繁殖工的理论和技能，为项目的推广应用提供了人才保障，筹措资金 350



多万元，在省畜牧研究所的中试基地，建设标准化的全省猪人工授精技术培训基地。新建标

准化种公猪舍、采精室和化验室，为学员提供一个既学理论、又学实际技能的标准化环境，

学员一边学一边做，老师手把手教、学会为止。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省财政补助了 60 万元。

在培训上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把国内知名的、有实践经验的专家请到培训基

地，同时，把自己的技术人员送到猪人工授精技术开展好的省市区去学习。

5 推广效果

5.1 猪人工授精技术普及率大幅度提高

2005 年，猪人工授精技术在我省大规模猪场开始应用，据调查，全省猪人工授精技术

应用普及率仅为 3.25%。2007—2009 年间，结合国家生猪良种补贴项目，猪人工授精技术

在巴彦、肇东、望奎、北林、讷河、宁安、集贤、勃利、龙江、大庆、伊春、佳木斯 12 个

基点县（市、区）全面推进，到 2009 年末 12 个基点县（市、区）人工授精技术普及率达

92%。在基地县的引领、示范下，猪人工授精技术在全省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到 2009

年末，全省已推广到 72 个县（市）和辖区，普及率达到 71.67%。

表 1 2005—2009 年全省猪人工授精技术（AI）应用普及情况

年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调查母猪数（头） 5476 7765 12672 14974 15030

普及率（%） 3.25 5.30 16.28 37.30 71.67

黑龙江省猪人工授精
普及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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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题目下移，单位侧移）

5.2 繁殖性能明显提高

5.2.1 情期受胎率

在 12 个基地县中按其猪群状况及管理水平，选取有代表性的 12 个示范猪场（户）的

4543 头大白、长白和长大二元母猪配种记录分析，情期受胎率在 87.4%～97.5%之间，平均



受胎率 92.0%，比黑龙江省规模猪场本交受胎率指标高 7 个百分点以上。由于猪人工授精技

术可及时剔除不适合配种的母猪个体，从而保证了配种的准确率。猪人工授精对精液质量的

保证率高于本交，在采精后和配种前各进行一次精液检查，可有效避免使用劣质精液。

5.2.2 窝产仔数

据对肇东、绥化、讷河、望奎、巴彦等县养猪户（场）的产仔记录分析，结果显示应用

猪人工授精技术可提高母猪窝产仔数。367 窝平均窝产仔数 9.80 头，产活仔 9.72 头。实施

人工授精技术后，窝产仔和窝产活仔数分别为 10.23 头和 10.07 头，分别提高 0.43 头和 0.35

头。以每年产仔 2 窝计，可增产 0.7 头活仔。由于采用猪人工授精的种公猪具有优秀的遗传

品质，并适时配种，因此，在产仔性能方面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对种公猪质量较差，母猪生

产水平较低的猪场，群体产仔性能的改进作用更为明显。

5.2.3 种公猪利用率

由于优秀种公猪在县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集中饲养，可以统一应用科学的饲养

管理技术，提高单位种公猪的精液产量和供应量，提高优秀种公猪的使用效率。把优秀种公

猪精液分配给各场、乡镇养猪户，解决优秀种公猪的资源共享问题。可以提高育种效率和遗

传改良进程，形成体系内各选育场种猪群的遗传联系，从而提高遗传评估和育种值估计的准

确度。还可以大幅度降低整个体系的种公猪数量，提高后备公猪的选择强度。在生产群中公

猪、母猪比例从目前的 1:25 提高到 1:400 以上（每头成年种公猪一周可以采精二次，采精

量在 395 mL 左右，密度在 3.0 亿，活力在 0.8，畸形率在 10%，可分装 36 瓶，每剂精液有

效精子数 25 亿。一头优秀种公猪每年可生产 1000 多剂精液）。同时，为今后开展全省或更

大区域范围内的生猪联合育种提供了必要条件。

5.3 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显著提高

通过猪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可大大提高母猪产活仔和健仔数量，增加全省优质商品猪

的生产量，并提高全省猪肉产品的质量，增加养猪生产者的经济效益，同时也深受加工企业

和消费者欢迎。

使用人工授精技术，1 头公猪可配母猪 200 头以上（即 1 头母猪需公猪 0.5%），本交 1

头可配母猪 25 头（即 1 头母猪需公猪 4%），节省了公猪 3.5%，每头公猪饲养费和引种费

9000 元。每头母猪节约公猪价格= 3.5%×9000 元=315 元；每头母猪每年提供商品猪 18 头，

增加的销售利润=18 头×40 元=720 元，提前出栏降低饲料成本费=18 头×20 元=360 元；每

头母猪每年减少用药费 10 元。四项合计每头母猪采用人工授精技术配种共增收 1405 元。通

过本项目实施三年配种母猪 374.67 万头，新增经济效益 374.67 万头×1405 元=52.64 亿元。

使用人工授精技术后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我省养猪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

作用。

6 推广应用取得的主要成效

6.1 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网络建设成效显著

2005 年前，黑龙江省猪人工授精技术的应用几乎是空白，推广工作是在零起点上进行

的，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建立了目前覆盖 72 个县市区较为完善的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网络。

三年来，全省建立种公猪精液品质检测中心一个，中心每年定期对全省 190 个精液配送中心

（种公猪站）的种公猪的精液品质进行检测，及时淘汰劣质种公猪，三年来共检测种公猪



2543 头，为全省生产优质商品猪提供了技术保障。建立县市级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

190 个，存栏种公猪 7480 头，三年累计配种母猪 374.67 万头。其中，12 个基点县建设县级

精液配送中心（种公猪站）42 个，存栏种公猪 1760 头，三年累计配种母猪 121 万头；全省

建立猪人工授精服务站点 1575 个，其中，12 个基点县建立猪人工授精服务站点 570 个。

6.2 人工授精技术员职业技能得到明显提高

在国家和省的共同支持下，项目在省畜牧研究所中试基地建立了标准化的全省猪人工授

精技术培训基地和省种公猪精液品质检测中心新，建标准化种公猪舍 4 栋 2000 平方米，采

精室 2 个 150 平方米，化验室 2 个 300 平方米。建成后的培训基地存栏种公猪 60 头，采用

限喂栏单栏饲养。利用中试基地的旧办公楼改建学员招待所 2000 平方米，一次可容纳学员

70 人，全年可培训 2000 人次。采取小班授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员学会为止。自 2007

年到 2009 年为项目培训了 1900 多人次。为全省生产优质商品猪提供了人才保障。

6.3 制定了系列项目管理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

项目组按照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了一系列项目管理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为实现总

目标提供了保障。主要完成了《黑龙江省猪供精单位（种公猪站）建设/验收标准》、《猪人

工授精技术操作规程》、《猪人工授精技术挂图》、《种公猪精子密度图片》、《种公猪饲养管理

技术手册》、《种公猪站实用手册》、《猪标准化生产技术周记》、《无公害猪肉生产技术规程》

和《猪饲养管理操作规程》等。

6.4 推广应用了以猪人工授精技术为核心的配套技术

6.4.1 标准化种公猪站的布局和实验室设计

6.4.2 猪精液采集技术

6.4.3 精液品质检测技术

6.4.4 猪精液的稀释和保存

6.4.5 母猪发情鉴定技术

6.5 发表论文、获得奖项及人才培养

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除组织人力编写培训教材外，还参与主编了《猪人授精技术系列

丛书》一套共 5 本书、8 张挂图、2 张光碟。《猪标准化生产技术周记》、《猪人工授技术操作

规程》等，在国家、省级畜牧刊物上发表多篇相关论文《利用猪人工人工授精技术提高母猪

繁殖效率的研究》、《猪人工授精中采集公猪精液的正确方法》、《推广猪人工授精的意义》、

《开展猪人工授精工作的注意事项》、《猪鲜精生产的实验室操作规范》等 10 篇。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申报的《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与应用》2009 年获齐齐哈尔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优

质安全猪肉生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2008 年获齐齐哈尔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同时，还培养

了 7 名在职研究生。

7 创新推广机制

7.1 政府组织管理和协调，保证项目的有效实施

在该项目推广应用中，省畜牧兽医局组织推广单位和基地县共同实施，定期召开技术推

广进展和经验交流会，为项目的有效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根据《畜牧法》要求，猪人工授

精技术员应持人劳部颁发的繁殖工职业技能资格证上岗，省畜牧兽医局把职业技能鉴定单位

——省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也吸纳进来，把培训和鉴定结合起来，使经过培训并鉴定合格的人



工授精员都持证上岗；经过积极协调，征得了省级财政的大力支持，设立了连续三年的生猪

人工授精繁育体系建设专项和繁殖工培训专项，为供精单位（种公猪站）和人工授精服务站

点提供了标准化的生产服务设备，保证了人工授精员职业技能培训的顺利开展。

7.2 探索和总结推广模式，使项目迅速的得以推广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探索和总结出以下四种模式在各地推广。一是规模猪场自己成立猪

人工授精站，为本场服务。减少了猪场的公猪饲养量，效益显著；二是专业种公猪站+规模

化猪场，即把优秀种公猪集中饲养，专为中、小规模化猪场提供精液，由规模化猪场的技术

人员完成配种工作；三是种猪场+人工授精服务站+养猪场（户），即种猪场在为本场服务的

同时，还为规模化猪场或养猪户开展猪人工授精技术服务；四是专业种公猪站+人工授精服

务站+养猪户，即种公猪站按照各人工授精服务站对猪精液的需求，为各人工授精服务站配

送公猪精液，由各人工授精服务站的繁殖工为养猪户进行配种服务。

7.3 强化人员的技能培训，采用绩效考核管理机制

猪人工授精员的实用技能是决定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培训

地点选择在远离城市的猪场里，授课老师来自于省内外从事人工授精技术的资深专家，培训

内容更偏重于种公猪饲养管理、优秀种公猪的选择标准、公猪调教、采精、精液质量检测、

稀释、分装、保存、母猪发情鉴定、输精等实用技术，讲课方式是边学边讲、边学边做、学

会为止，与实际相结合，使猪人工授精员经过培训后回去就能上岗，按照标准进行操作，这

种培训方式受到了学员的欢迎和好评。同时，为了调动和鼓励猪人工授精员的积极性，在管

理上实施了绩效考核管理机制，省畜牧兽医局制定了《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应用人工授精员

绩效考核方案》，由各县制定猪人工授精员的绩效考核奖惩办法。管理办法出台后每个配种

员的工作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据调查参加生猪良种补贴的项目县，配准一头母猪可收取配

种费 60 元，没有参加生猪良种补贴的项目县，配准一头母猪收取配种费 100 元，每个授精

员每年负责配种母猪数量在 1000 头以上，优秀的配种员可配种母猪数量在 3000 头以上，月

收入达到万元以上。

8 经济效益分析

8.1 直接经济效益

本项目通过三年的实施，190 个猪精液配送中心共推广优质种公猪精液 1498.68 万剂，

每剂按 20 元出售，扣除成本费 8 元，每剂精液获得的直接效益为 12 元，共获效益为 17984.16

万元；全省三年采用人工授精配种的可繁母猪共计 374.67 万头，采精公猪为 18733 头，公

母猪比例为 1:200，如采用本交配则需要种公猪数量为 149868 头，公母猪比例为 1:25，共

节省种公猪 131135 头，节省引种费 65567.5 万元（5000 元/头×131135 头）；节省种公猪饲

养费用 52454 万元（4000 元/头×131135 头）；品种改良带来经济效益 404643.6 万元（改良

后商品猪售价比改良高 0.4 元/kg×100 kg=40 元，节省饲料费 20 元，（40+20）×374.67 万

头×18 头/年，）；减少疾病节省药费 3746.7 万元（374.67 万头×10 元/头）。三年累计实现经

济效益 54.0649 亿元。

8.2 社会效益

本项目所推广的猪人工授精技术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适用于大、中型规模化

养猪场和散养户，采用人工授精技术，一头公猪可负担 200 头母猪的配种任务，繁殖仔猪几



千头。通过应用人工授精技术，可以大范围的快速推广优良种公猪的优质基因，加快生猪遗

传改良进程，提高商品猪生产性能。同时，淘汰差的公猪，留优汰劣，减少公猪的饲养量，

减少疾病的传播，从而降低养猪成本，给养猪生产者和经营者带来显著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我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省猪人工授精普及率由 2006 年的 10%提高到 2009 年

的 71%，随着生猪产业的发展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我省生猪产业人工授精技术的普及率

也将越来越高，对于实施《全国生猪遗传改良计（2009—2020）》以及实现我省生猪产业可

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推广猪人工授精技术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

8.3 生态效益

通过猪人工授精技术可加大优质安全商品猪的生产。无公害、无污染、低残留对人体健

康无害，对环境保护有利，可改善生态条件，提高环境质量，加快生态农业的建设。优质安

全猪产生大量的有机肥料施于农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的含量，改良土壤结构，提高粮食产

量和质量，有利于绿色食品生产和生态农业的形成。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效果明显。

9 存在问题与建议

9.1 存在问题

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和实际问题，虽然猪人工授精技术是比较成熟的技

术，但是本项目实施是在黑龙江省几乎是空白的基础上进行推广应用，有些养猪户从思想认

识和观念上转变较慢，从而影响了猪人工授精的推广速度。还有一些个别种公猪站和人工授

精技术人员不遵守操作规程。因此，出现一些问题，如精液质量不达标、精液污染、人工授

精技术不规范、公猪健康问题等。

9.2 对策与建议

9.2.1 加大宣传和资金投入力度，加快品种改良步伐

通过猪人工授精技术增加市场透明度，扩大宣传力度，使养猪场和养猪户认同，应用人

工授精技术并从中获得经济效益。应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突出优良品种的引进和应用，制

定生猪品种改良计划，利用国家和省支持生猪生产的大好机遇，加快黑龙江省生猪改良步伐，

从而促进我省养猪业人工授精的应用水平。

9.2.2 强化和完善技术，不断提高应用效果

积极引进、推广和应用先进技术，完善黑龙江省生猪饲养管理配套技术，扩大猪人工授

精技术服务区域和范围，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9.2.3 严把公猪准入关，确保精液生产质量

认真做好种公猪鉴定，按照《黑龙江省良种补贴项目供种单位（种公猪站）建设/验收

标准》规定对现有种公猪逐头进行审核，坚决淘汰不符合种用条件的公猪。

9.2.4 完善猪良种繁育体系，提高三元杂交猪比例

引导养猪户饲养二元母猪，应用优良种猪精液进行人工授精，生产优质三元杂交商品猪，

减少疫病传播流行，提高饲养效益，增加农民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