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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养猪业的发展，猪的人工授精技术在养猪场开始快速的推广普及，尤其是大

型的养猪企业和专业养猪场，开始建立专门的公猪站或者人工授精专职服务点。此技术的应

用在新品种的改良、遗传繁育、疫病控制、高效率低成本集约化饲养等方面有绝对的优势，

推动了养猪业的快速发展。但是，笔者在近年来基层养殖场（户）走访过程中也不断发现基

层人工授精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已经给猪场和养猪户经济上带来了巨大损失。

目前万头规模以上的猪场基本上都设有专门的人工授精室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来讲大部分

都经过了专业的培训和操作训练，在人工授精中均能按规范和标准认真的执行和操作，但在

小规模的一些养猪场（户）里基本上是依靠附近供精点和基层的个体公猪精液服务点（有的

是兽医兼职从事），这些基层的供精服务点和从业人员工作的方式灵活，面对的是散养户，

工作的性质是以盈利为目的，大多数在人工授精的整个过程中完全靠经验和自己主观的判断

来执行操作，也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和人工授精操作中必要的硬件和软件，因此在实施人工授

精过程人为因素对受精率影响很大，尤其是以散养为主的农村，有的养殖户对人工授精的效

果产生怀疑，甚至养几头母猪就高价买公猪采用本交模式，造成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

往往辛苦一年收益不好，同时也抱怨猪越来越难养，很多从养母猪效益不好转为外购仔猪回

来育肥。其中笔者观察有很大原因是现代优良母猪在农村中小猪场繁殖成绩一直上不去，其

中不发情、发情后屡配不孕和母猪生殖系统疾病困扰，最后低价淘汰，造成损失巨大。笔者

针对基层工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从以下几方面与同行交流，希望对从事基层人工授精工作者

和养猪场（户）有所借鉴和帮助。

1 本交与人工授精模式问题

目前在农村很多 10～50 头母猪的中小型养殖场，都是由以前的散养发展到现在集中专

业养殖，猪场的标准化程度不高，杂交模式及公母猪没有适宜的公母比例搭配，配种计划安

排随意性大，造成公猪利用率和利用强度不均衡，使得公猪使用年限缩短，母猪的受胎率与

产仔数变化大。因此建议养猪场根据自己猪群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全年计划合理配置公猪与母

猪比例，一般本交采用 1:20～25 公母比例，人工授精采用 1:50～100 左右的公母比例（生

产中实际差异较大），在配种繁忙的时候可以到正规的养猪专业供精点或公猪站取用精液，

采用本交和人工授精两种形式相结合的配种模式，以达到合理的公猪利用率和最佳的母猪配

种效果。

2 公猪饲养方面的问题

猪精液质量要靠公猪在体况最佳状态下才能得到保证，因此合理的饲养是关键。在中小

猪场养猪户均认识到了公猪的重要性，引种基本上都是比较优秀的品种，尽管我国目前拥有

较好的种猪品种，但和养猪业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这些年的生产成绩却没有很大的提高。

笔者在基层看到，我国的品种改良或者提高了，但品种需要的营养标准和饲养管理却没有跟

上，也是造成巨大隐性损失的关键。现代优良公猪对营养的标准和品质都较高，尤其是进入

成年期的公猪，更是尤为重要。一般生产公猪日粮粗蛋白水平以 18％～20%为宜，日粮中可



消化能以 3.0～3.1 兆卡/㎏，使公猪不肥不瘦，保证正常种用体况，公猪体况过肥过瘦都会

使公猪性欲下降，且易产生肢蹄病，每天只喂 2～3次即可，喂量限制在于 2～3㎏以内。笔

者从生产中看到目前在国内仅有几家企业生产公猪饲料，饲料企业因为利益因素，很多时候

推荐猪场用哺乳母猪料代替，或者直接换个包装迎合市场而已，因为公猪数量少，用料量也

较小，很多猪场也是为方便就用其他阶段的饲料代替，不同用途的猪营养标准不同的，长此

下去，公猪会因营养不平衡造成精液质量下降或降低公猪使用寿命。因此建议猪场根据实际

情况采用合理的公猪料，在配种强度大或气温变化大的时段要特别额外添加功能性的营养元

素，如公猪利用率高或高温季节时可适当添加优质动物蛋白原料，提高氨基酸标准，增加维

生素 C等抗应激营养元素，矿物质方面增加钙、磷、锌、铁的用量等，以保证高温应激与高

温时猪对营养元素的需求量的增加等。饲喂的程序要根据季节特点与配种采精计划，夏天避

开温度高的中午前后饲喂，同时注意及时清除残余的剩料，避免湿料沾水后酸败或霉变。

在做好营养管理后要根据猪种的生长速度快，对疫病免疫低的特点做好预防接种工作，

尤其是做好与繁殖有关的传染性疫病的预防工作，如猪瘟、繁殖呼吸障碍综合征、细小病毒、

乙脑等，并且要根据品种特点做好环境管理，对公猪要做到圈净、体净、槽净、饮水新鲜洁

净等，创造公猪适宜的气温环境，并定期检测公猪精液质量，使公猪始终处于最佳健康状态；

同时公猪要保持每周适当的运动时间，促进肢体健康，保持旺盛精力，在每年春秋两季定期

驱虫，夏季高温季节注意降温防暑，有条件的要适当补充青绿饲料。

3 人工采精的问题

采精方面主要是采精员的技术熟练程度对采集精液的数量与质量都有很大影响，采精时

手法技巧不对时公猪射精量少，且公猪有痛苦反应；操作不当或程序不严谨易污染精液或有

效精液量不够，作为采精人员首先要从思想上认识到，人工授精是一门严谨、科学、规范操

作的系统工作。优秀的采精员的采精方法对公猪的健康有很大影响，科学的方法会减少公猪

的痛苦与感染发病几率，因此要注意采精的消毒与采精过程的手法与接精的时机等关键点，

做到在不影响公猪健康的情况下采集最大量、有效的精液量。一般采精次数是：猪龄 8～10

个月，7天采 1次；猪龄 10～12个月，14 天采 3次；猪龄 12个月以上，7天采 2次。尤其

是基层从业者，要注意采精频率和技术操作的规范性，将公猪损害减少到最小，提高公猪的

使用年限。

4 精液的稀释、保存、运输问题

采集精液后要及时的送到实验室进行精液质量检查，根据精液质量按操作规程做好稀释

分装，经过专业培训学习的技术人员一般按流程操作即可。笔者需要提的是在基层很多服务

散户的个人精液配送站，在精液质量控制方面缺乏严格操作程序与卫生条件，为降低费用节

约成本，不设专门采精室和实验室，采购劣质稀释液（或稀释粉）或者自己配置稀释剂，造

成正常的精液因稀释液不合格影响精子存活率，最终影响配种效果；另外就精液的保存，专

业的公猪站和机构一般都是按要求配置送精储存设备及车辆。在基层很多配种员一般骑摩托

车根据客户电话预约后采精、送精、授精，往往是走街串户，早上采精稀释分装后出来工作

就是半天，精液就用普通的药箱子代替，其实在送精过程中摩托车的颠簸震动对精液影响很

大，同时不同的季节，温度的变化对精液质量也是影响很大，这些问题在基层个体公猪精液

配送中存在是很普遍的，终端养殖户只是看到采取了人工授精，但受精质量如何可能 3周后



或者产子后才知道，但发现问题时已经耽误了一个繁殖周期，有的因长时间不知道原因而造

成对人工授精存在偏见。因此建议国家对人工授精从业者在政策与制度上给予支持与监督，

同时加强职业道德与职业技能培训，从根本上提高人工授精的普及率与推广率。

5 人工授精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基层开展人工授精方面操作主要存在人工授精时的操作程序不规范、不严格，很多时

候笔者看到有的没有消毒只要简单看下母猪反应迟钝就直接实施人工授精。农村散养户猪场

的卫生条件比较差，母猪的后驱往往沾有粪尿或者赃物，需要在人工授精前将母猪外阴部进

行清水冲洗，冬天要注意用温水，清洗后用 200ml生理盐水再冲洗外阴部，尤其是猪舍卫生

较差的母猪。另外采取人工授精的时候要根据猪只的情况在插入输精管的时候缓慢、旋转、

试探插入，严禁直接插入，避免造成生殖损伤，选择输精管的时候要用规格的一次性输精管，

输精前检查整个输精管的外部是否有塑料“毛边”外凸，最大限度减少或避免输精管给母猪

造成的输精过程伤害。最后就是输精的时候要根据母猪的生理反应，可二人配合，一人在猪

背部倒骑或者背部搭一适当重量麻袋（10～20㎏左右），以提高人工授精效果。在人工授精

操作结束后切记不要马上驱赶猪只。

6 母猪的管理问题

在基层，中小猪场管理人员看问题有时比较片面，实际上养猪是一个系统工程，母猪整

个饲养周期中各个阶段都对母猪的繁殖性能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配种前后和妊娠哺乳期间

尤为重要，笔者建议中小猪场母猪的饲养管理要从后备期间开始，从体况控制到体成熟与性

成熟以及第一、二次发情观察与记录，只有在这些细小环节都做好做细致，母猪的利用率才

能提高，尤其是前期的体况控制，根据品种特点而进行合理的营养管理，是母猪在配种前达

到适合的体况。在母猪首次发情后要注意作好记录注意观察，根据综合情况判断何时是最佳

配种时机。配种后要根据体况与管理条件分前期、中期和后期，对每个不同时期阶段都要进

行重点管理，最终使母猪生产性能发挥最大化。

7 公母猪的疫病防治

疫病是近年来主要危害养猪业利润的主要因素，在人工授精过程中猪群的健康状况是至

关重要的，人工授精公母的比例是 1:80 左右，由此可见，若公猪带病期间使用造成的后果

将是十分严重的，所以在种公猪发病期间、疫苗注射后的一些关键时间段，应停止采精使用。

以上是笔者工作中的一点体会总结，不足之处请同行多指点，总之，笔者认为猪的人工

授精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在大型养猪公司和散户中都是很关键的，不仅需要丰富的理论

作基础，还要有丰富的实践做指导，需不断地探索人工授精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地总结来提

高人工授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使这项技术为我们的畜牧养殖业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