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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猪人工授精技术是现代畜牧业的一项重要技术，是加速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2007 年国家开始实施生猪

良种补贴项目，在全国重点县大力推广生猪人工授精技术,使该项技术得到了迅速普及。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部分母猪在配种后出现返情，直接影响了养猪人的经济效益。笔者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简要分析了采用人工授

精后母猪返情的原因及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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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返情的原因

1.1 精液质量不良

1.1.1 精液生产不规范

在精液采集过程中，操作不规范，常造成精子的畸形。稀释过程中，温差起伏较大也会造成

精子死亡率增加。另外，精液稀释过稀，达不到 30亿精子的标准。

1.1.2 精液保存不当

精液保存时恒温箱的温度出现异常、没有及时转动精液、精液保存时间过长等造成精子活力

下降。

1.1.3 精液运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高温和低温季节，通过公共汽车托运时由于保温和防暑措施不当，常造成精子死亡，再加上

部分乡镇道路路况较差，震荡剧烈，易导致精子活力下降或死亡。

1.1.4 影响精子成活的其他因素

水、烟雾、光线和辐射等对精子的成活都有影响。

1.2 配种员操作不当

1.2.1 没有掌握好配种时机

母猪配种的最佳时机应在其排卵前 6～18小时左右，如果过早，要么母猪的子宫颈口没有开

张，精液不能进入子宫内；要么，精子到达受精部位时，离排卵时间尚早，等卵子排出时，精子

已经失去受精能力。如果配种时间过晚，则要么当卵子排出一段时间后，精子尚未获能，待精子

获能后，卵子已经失去了受精能力。过晚的配种，由于子宫颈口封闭，则精液不能进入母猪子宫

内。目前规模化猪场大部分实行人工授精技术，由于配种员麻痹大意，疏于观察个别猪的发情状

况，或个别猪发情症状不明显，造成输精过晚，母猪所排的卵子因长时间不能和精子结合而老化，

致使母猪不孕。农村散养户由于对母猪发情把握不准，导致配种员配种时机亦掌握不好，使得受

胎率不高。

1.2.2 配种前未检查精子活力

如果没有严格按照输精精液质量标准进行配种，其受胎率也不可靠。有些人工授精站没有认

真对精液的品质进行检查，仅凭若干次检查的正常结果而推测之后处理的精液的质量，有时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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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稀释后进行检查，有些精液已经超过了正常的保存期，活力已经很低，仍被用于输精。

1.2.3 不注意配种卫生

配种前，应对母猪的外阴进行清洁，但并不主张用清水冲洗，而应用干的消毒纸巾充分擦拭

干净。但一些猪场对母猪的外阴清洁走过场，没有认真操作。在人工授精时，如果用手接触输精

管的前端及泡沫头，均可能会污染输精管，从而引起子宫炎症。另外配种舍地面卫生状况对保持

母猪外阴的清洁也十分重要。

1.3 母猪的原因

1.3.1 饲养管理不当

配种后不限料：通常母猪配种后 4 周之内，日限食量在 1.5～2.2 ㎏之间。如果喂料过多，

母猪基础能量代谢旺盛，内分泌平衡失调，引起子宫内环境改变，从而干扰受精卵的着床，造成

受孕胎儿减少或返情。

母猪过肥或过瘦：过肥的母猪子宫或卵巢附有较多的脂肪组织，造成卵泡发育停止或子宫机

能受限，不利于受精卵着床。母猪过瘦，受精卵亦不易着床。

饲料霉变:饲喂霉变的饲料，造成胚胎死亡。

管理性应激 :如热应激,高温导致子宫温度升高，不利于受精卵的形成、着床。同时高温下

母猪体表的血流量增加，导致子宫供血不足，引起胚胎死亡，通常 6、7、8三个月份的母猪返情

率为全年最高的月份。咬架、转栏、运输等应激因素可影响到母猪的内分泌状态，如咬架时，会

使母猪的肾上腺素分泌亢进，这类激素会影响胚胎的存活。

1.3.2 母猪疾病

母猪子宫内膜炎: 母猪子宫内膜炎是造成母猪不孕的主要原因。子宫的炎性分泌物阻碍了精

子的运动和生存，使精子达不到受精部位；输卵管炎或水肿、蓄脓症以及卵巢粘连等，均可引起

输卵管闭锁，不能受精。有的母猪由于输精时操作不规范，饲养员把病菌带入母猪子宫，或母猪

发情期间由于后躯卫生不洁，子宫感染病菌，引起子宫炎。还有的母猪由于有生殖疾病常屡配不

孕，配种员要及时掌握情况，此类母猪不宜配种，应尽早淘汰。

母猪繁殖障碍疾病:如猪高致病性蓝耳病、猪瘟、猪伪狂犬病、猪细小病毒病等。

2 处理对策

配种后母猪返情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要减少返情的发生，必须采取综合的处理措施，从配种

员技术水平、疾病控制、饲养管理、环境控制等环节入手。

2.1 精液质量是基础

使用精液标准:精液剂量为 80～100 mL，每头份含有效精子数 30 亿以上，稀释后精子活力

≥0.7。

2.1.1 规范生产

供精单位要加强采精室、精液处理室等设施建设，并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在种公猪的饲养、

采精、精液品质检查、精液的稀释、分装、贮存与运输等环节上下功夫，严格按照精液生产规程

操作，确保生产出高品质的精液供应给养殖户。

2.1.2 合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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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置于室温(25℃)1～2 h 后，放入 17℃恒温箱贮存，也可将精液瓶用毛巾包严直接放入

17℃恒温箱内。

短效稀释液可保存 3天、中效稀释液可保存 4～6天、常效稀释液可保存 7～9天，无论何种

稀释液保存精液，应尽快用完。

每隔 12 h轻轻翻动一次，防止精子因沉淀而引起死亡。

切实注意恒温箱的温度变化，尽量减少恒温箱的开关次数。

2.1.3 运输防震荡

精液运输应置于保温较好的装置内，高温的夏天在双层泡沫箱内加入冰块，再放精液进行运

输，以防止天气过热，死精太多，严寒的季节，要用保温效果好的棉花等在保温箱内保温，保持

温度在 16～18℃。精子运输过程中还要避免强烈震动。

2.1.4 精子活力需镜检

要坚持精液的品质进行检查，包括精液量、颜色、气味、精子密度、活力、畸形率等，确保

精液质量合格。采精后要进行精子活力检查，鲜精活力要求≥0.7，检查活力时要求载玻片和盖

玻片都应 37℃预热。稀释后要求静置片刻再作精子活力检查，如果稀释前后活力无太大变化，即

可进行分装与保存；如果活力显著下降，则不可使用。配种前尤其需要检查精子活力，从 17℃恒

温箱中取出精液，轻轻摇匀，用已灭菌的滴管取 1滴放于预热的载玻片，置于 37℃的恒温箱上片

刻，用显微镜检查活力，精液活力≥0.7，方可使用。

2.1.5 器械需消毒

实验室要求整洁、干净、卫生。所有器皿应以洗洁精或洗衣粉清洗干净，再以蒸馏水漂洗，

60℃干燥(玻璃用品干燥温度可高于100℃)后,以锡纸包扎器皿开口,玻璃器皿180℃1 h进行干热

灭菌,非耐热器皿、用具以高压灭菌器 121℃20 min 湿热灭菌。

2.2 苦练内功 掌握过硬的配种技术

2.2.1 鉴定发情 适时配种是关键

发情鉴定是适时配种的前提,是提高受胎率的主要环节,其关键是准确估计排卵时间。母猪发

情周期可分为发情前期、发情期、发情后期和间情期，母猪只有在发情才允许公猪爬跨或称之为

站立反应，此性行为表现可作为母猪适时输精的指标。发情母猪出现静立反射后 8～12 h 进行第

一次输精，之后每间隔 8～12 h 进行第 2或第 3次输精。

2.2.2 熟练掌握输精技术是手段

配种技术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受胎率，凡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在实践中必须严格按照输精程

序操作。输精程序如下：

① 输精人员消毒清洁双手。

②清洁母猪外阴、尾根及臀部周围，再用温水浸湿毛巾，擦干外阴部。

③从密封袋中取出灭菌后的输精管，手不应接触输精管前 2/3 部分，在其前端涂上润滑液。

④将输精管 45 度角向上插入母猪生殖道内，当感觉有阻力时，缓慢逆时针旋转同时前后移

动，直到感觉输精管前端被锁定(轻轻回拉不动)，并且确认被子宫颈锁定。

⑤从精液贮存箱取出品质合格的精液，确认公猪品种、耳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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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缓慢颠倒摇匀精液，用剪刀剪去瓶(管)嘴(或撕开袋口)，接到输精管上，轻轻压确保精液

能够流出输精瓶(管、袋)。

⑦控制输精瓶(管、袋)的高低(或进入空气的量)来调节输精时间，输精时间要求 3～10min。

⑧当输精瓶(管、袋)内精液排空后，放低输精瓶(管、袋)约 15 秒，观察精液是否回流到输

精瓶，若有倒流，再将其输入。

⑨在防止空气进入母猪生殖道的情况下，把输精瓶(管、袋)后端一小段折起，放在输精瓶(管、

袋)中，使其滞留在生殖道内 5min 以上，让输精管慢慢滑落。

⑩登记输精记录表。

2.3 加强母猪的饲养管理 防治母猪生殖道疾病

2.3.1 给母猪创造安静舒适的环境

  母猪配种后4周是胚胎在子宫着床的关键时期,所以在此期间一定限料饲喂, 控制母猪的饲

喂量，不宜过瘦或过肥，保证母猪体态。不允许转群,不要惊扰母猪,饲喂其适口的饲料,充足的

饮水,提供干燥舒适的环境。冬季防寒保暖，夏季各配种妊娠舍安装降温设备。比如淋浴降温风

机、湿帘降温。同时夏季应经常检查饮水器的水流量，应保持在 1L/min 以上，供给充足清洁的

饮水，以利于母猪自身降温。

2.3.2 严防饲料霉变

在购买原料时，把好质量关，购买大宗原料做好检验工作。贮存饲料的仓库应确保密闭良好。

在炎热的夏季，空气潮湿，特别适应一些仓贮霉菌的生长，在短期内分泌大量毒素。所以夏季饲

料不宜贮存过多，最好短期内用完，以免对猪群造成危害。

2.3.3 防治母猪生殖道疾病

首先母猪要做好各种疫苗的免疫接种工作，其次是积极治疗子宫疾病，可采用子宫灌注宫炎

净等药物治疗，待病好后下一个发情期时再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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