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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创建猪人工授精供应可追溯系统，建立长久、健康和可持续的精液质量追溯制度、公猪

血统追溯制度、公猪健康追溯制度，选择适合于北京市的顶级公猪，加大全市京郊农民养猪

生产水平提高，建立遗传联系。帮助农民制定最优配种计划、时时监控全市猪群健康状态、

降低养猪生产成本，提高养猪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尤

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肉类的数量和质量有了较高的要求。为了

适应市场的这种需求，猪场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也加速了猪种的改良工作。在这种情况下，

猪人工授精以其能加大选择强度、提高选择的准确性、缩短遗传间隔、加快遗传进展，扩大

优秀种公猪的利用率，节约饲养成本和减少猪群疾病等优势，越来越受到有关养猪场的重视。 

2 系统建设的必要性 

2.1 选择顶级公猪，提升种猪水平 

良种是养猪业的龙头，其对养猪业发展的贡献率高达 40%，养猪生产水平及所获收益与

种猪质量密切相关。目前国内在提高猪肉生产效率和质量方面普遍采用“洋三元”杂交的模

式。而引进种猪的选育提高方面进展缓慢，因此，为稳定种猪质量，需要不断从国外引进，

而引进种猪需要大量外汇，并有疫病风险存在。因此，加速猪种改良，提高种猪质量，是养

猪生产者共同的期望。 

采用人工授精方法，可以大幅度提高良种猪优秀个体的应用面，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在大

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并在更高程度上免避疫病风险。优良遗传资源迅速扩散，势必导致一

个地区乃至全国猪质量的提高。通过建立猪人工授精供应的可追溯系统可以使优秀公猪脱颖

而出，提高养猪整体水平。 

.2.2 提高养猪生产水平 

    建立以各省大型猪人工授精供应可追溯系统，全部集中各省、区、市养猪技术力量，

以人工授精为纽带，以输送精液为渠道，以专家服务为依托，实施育种技术托管，实施生

产全程监控，实施财务托管，进行完全成本控制与核算。 



2.3 实施全市社会化养猪管理 

2.3.1 帮助农民制定最优配种计划 

    将配种技术进行打包、固化，实施养猪生产程序化、养猪科学技术傻瓜化、养猪组织管

理自动化。通过猪人工授精供应可追溯系统的实施，帮助农民制定配种计划，依据公猪与母

猪间血统、改良、健康、距离等因素，根据母猪个体选择优秀与配公猪个体，从而简化农民

烦琐养猪配种技术、档案管理、育种技术人才缺乏、计算机、B 超、电子称等硬件配备，实

施育种技术托管。 

2.3.2 时时监控生产，提高管理水平 

    通过猪人工授精供应可追溯系统的实施，可以时时监控全市京郊养猪生产，监控系统

内母猪处于空怀、哺乳、发情、复配及发情各种状态，追溯系统中心可以时时采取相应对

策，发现系统内母猪发情立刻采取补救措施，进行适时配种。 

2.3.3 净化猪群，提高京郊猪群健康水平 

采用人工授精技术，一头公猪一年可以配 400 头母猪，而自然交配一头公猪一年只能配

20 头母猪。需要公猪数量大大减少，控制疾病就变得更加容易了，人工授精是净化猪群的

有效途径，把握公猪健康，通过猪人工授精供应可追溯系统，可以实施监控随。 

2.3.4 降低农民养猪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养猪业的快速发展，养猪规模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激烈的竞

争促使养猪生产者不断引进新技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人工授精技术的应用正好满足了

养猪户的这一要求。采用人工授精技术，一头公猪一年可以配 400 头母猪，而自然交配一头

公猪一年只能配 20 头母猪，这就大大地降低了猪场的饲养成本；由于人工授精站的公猪都

是经过测定后被证明为性能最优秀的种公猪，使用这些种猪的精液可以加速养猪户品种改良

的进程，提高猪群的生产水平，增加猪场的效益。这种成本的降低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规

模化猪场表现得更为突出。成立北京浩邦公司成立四年来，北京市猪人工授精普及率由 2001

的 10%提高到 2005 年的 50%。北京市 20 万头母猪按照本交配备公猪 10000 头，现在减少到

4500 头，节省引种费用 1650 万元，节省配种费用 880 万元，降低饲料成本 4500 万元，品

种改良带来社会效益 6000 万元，累计实现经济效益 1.3 亿元。 

2.4 建立遗传联系，推动联合育种 

从引进品种群体看，常用的大白、长白、杜洛克、皮特兰等品种已形成足够选育的规模。

许多猪场已在选育提高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因国内种猪场群体普遍小，在场内进行闭锁选

育，遗传进展缓慢。从 1997 年开始，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开始在全国重点种猪场应用动物模



型 BLUP，并倡导联合育种。这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缺乏有据可查的场间遗传

联系，使用动物模型 BLUP 估计育种值的效果大打折扣。因而在大范围开展人工授精正是建

立场间遗传联系的最佳方案。 

北京市及全国各品种育种协会组在开展联合育种的过程中，已深刻认识到建立场间遗传

联系的紧迫性。为此，北京市建立了小规模的猪人工授精服务中心，为北京及全国大白猪、

杜洛克协作组成员提供精液交换平台，促进场间遗传联系的建立。通过这一途径推动联合育

种，加快遗传进展，与国际养猪育种接轨。 

3 系统建设的可行性 

3.1 市场广阔 

目前南方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推广人工授精技术，但在北方目前暂时还没有一个较好的人

工授精站。如果项目能及时完成，我们将率先在北方地区填补人工授精市场空白。 

3.2 技术成熟 

北京浩邦猪人工授精服务中心是国内最早研究和推广猪的人工授精技术的单位之一。早

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取得成功，情期受胎率达到 86%，当时为国际先进水平，但因当时以农

户分散养猪为主要形式，推广应用难度较大，未得到广泛运用。 

3.3 经济效益显著 

300 头公猪年生产精液 45 万头份，每份精液利润约 8 元，年平均利润为 100 万元。 

3.4 社会效益显著 

300 头公猪的人工授精站可以满足 20 万头母猪的配种需要，如实行本交，12 万头母猪需

公猪 6000 头，仅此一项每年可节约费用 22800 万元。优质公猪精液的使用，可以大大增加

遗传进展，每头商品猪上市时间至少能减少 5 天，12 万头母猪以每年提供商品猪 240 万头

计算，每年至少可以节约粮食 24000 吨。此外，通过快速的品种的改良，为中国猪肉进入国

际市场创造条件。 

4 系统成效评估 

4.1 彻底种猪资源共享问题 

将联合测定的优秀公猪集中到人工授精中心，将优秀公猪精液分配各场，解决了优秀种

公猪的资源共享问题。这样从几个方面提高育种效率：形成体系内各选育场种猪群的遗传联

系，从而为联合遗传评估充分利用各场的测定记录，有效提高育种值估计的准确度；减少整

个体系的种公猪数量，提高后备公猪的选择强度；提高青年公猪的使用频率，降低整个体系



选育群的世代间隔。 

4.2 彻底解决种猪精液高效生产问题 

由于优秀公猪集中饲养，提高优秀种公猪的使用效率，提高单位种猪的供精次数，满足

联合育种体系的资源共享，使联合育种体系选育群的公母比例从目前的 1：30 提高到 1：400

以上，同时形成一套标准化的种猪精液产品生产及人工授精操作技术规范。 

4.3 彻底解决 AI 产业化推广配套技术问题 

以北京浩邦为例，建立了 88 个人工授精技术推广基地，建立了 4 个省外公猪站，全部

采用“浩邦”，同时，研究开发具有知识产权的“浩邦”的精液稀释粉，通过配套技术落实，

在全国形成具有良好信誉的“浩邦”品牌的人工授精产业化产业链。为了提高我国养猪及猪

育种水平，提高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普及程度，需要研究解决综合配套技术和设备，提高受

胎率和产仔数，降低了配种成本。通过增加市场透明度，扩大宣传，使育种场、商品猪场和

农村养猪专业户认同、应用人工授精并从中获得效益，从而促进我国养猪业人工授精的应用

水平。 

4.4 真正建立遗传联系 

由于北京浩邦公猪来自北京市优秀种猪的测定公猪，结合种猪测定和联合遗传评估，推

广经测定评估最优秀的精液，使北京市种猪场间建立了遗传联系，实现种公猪资源共享。 

5 投资分析 

每个省建立一个大型公猪站，承担全省品种改良任务，总投资 360 万元。国外引进公猪

100 头，约折合人民币 200 万元，60 个规模化猪场，每个场设备投资 2 万元，即 120 万元，

可追溯系统中心建设 40 万元（实验室装备、计算机网络建设费），年提供精液 45 万份，每

年实现配种任务 20 万头，三年将把全省全部种猪更新一遍。 

6 操作方式 

6.1 经济核算  

以省公猪站作为载体，每份精液成本 8 元，销售给本省 60 家种猪场 5 万头母猪，25 万

份，按 10 元/份（现行价格 20 元），AI 站每份精液有 2 元利润，全年利润 50 万元，使用场

家每份精液补贴 10 元。对于其他 15 万头条件较差的商品场按照成本 8 元销售，使用场家每

份精液补贴 12 元。 

6.2 质量体系   

以省公猪站作为载体采取（1）种猪系谱公开制度，本省 60 家种猪场根据配种计划选泽



其中种猪精液；（2）精液质量报告制度，本省 60 家种猪场可以对精液质量进行监督；（3）

配种跟踪制度，省公猪站对使用精液场家配种分娩率、产仔数进行跟。 

7 未来发展 

7.1 创建省 AI 中心品牌 

在专家的统一指导下，制定统一的育种方案，统一测定口径、统一计量单位、统一标准

组织测定；共创品牌。联合开拓市场。联合培训、共同发展。组织技术研讨与交流，组织技

术培训和专题讲座，提高整体素质；资源共享。让我们携起手来，充分利用本省人才、技术、

品种、信息、设施以及首都的资源，共同发展，开创本省种猪业新局面。 

7.2 全部取消公猪 

每个省除几家原种猪场外，全部取消公猪，品种改良速度大大提高，引种费用减少到最

低限度。 

7.3 实施最优配种 

全市开展以省 AI 中心的育种计划实施工作，AI 中心按照全省的育种计划统一应用计算

机网络选配，实施最优育种计划。 

7.4 拉动本省养猪发展 

通过改良本省 60 家种猪场，拉动农村养猪水平提高和品种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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