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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10年集约化、产业化瘦肉型养猪场日异新建，而且我国对洋二元杂种后备母猪饲养培育技

术的研究报道相对较少，许多养猪生产者硬搬国外相关技术，特别是饲粮营养需要量的差异（因我国

原料营养指标数据库和国外许多国家出入较大，尤其是消化能、氨基酸、非植酸磷含量指标的差异较

大）。另外，我国市场上几乎很少有洋二元杂种后备母猪专用预混料，对其饲养的方法因猪场不同而

异，以致其终生的繁殖性能差次不齐，直接影响养猪场的整体经济效益。笔者结合养猪场技术服务18

年的经验及整理手中有限的技术资料，从饲养与营养角度来谈谈适合我国洋二元杂种后备母猪配种前

的培育技术，以供养猪场技术人员及业界人士共勉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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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备母猪培育 

后备母猪培育的营养策略：体成熟（体重变化）与性成熟（激素变化）同时完成，初情

期才能启动。那怎样确定您猪场中哪些母猪是最优秀的呢？许多猪场主只是看窝产活仔数以

及（或者）每窝的断奶仔数，但可能并不注意年产断奶仔猪数，这是非常错误的；最好的方

法是测定“非生产天数”，即母猪不工作的天数或称母猪“空闲”的天数。母猪非生产天数

就是指一头母猪既不怀孕也不哺乳的天数。这包括了从断奶到配种的“断奶-配种间隔天数”，

加上没配上种的天数（即没配上种到下次再配种的天数）。而这就决定着一头母猪一年内究

竟可产多少窝仔猪。每头母猪年产窝数=（365-母猪非生产天数）÷（妊娠天数+泌乳天数）

或年产窝数×窝断奶仔猪数=年产断奶仔猪数；所有的猪场主都看得见每窝产仔数的差别和

母猪年产仔猪数的差别，而看不见的是母猪非生产天数以及每一头母猪的年产窝数，除非他

们拥有优秀的记录系统并且用好这一系统。母猪在猪群中的利用年限与第一胎断奶-配种间

隔天数直接有关。初产母猪断奶后 5d 内发情者——利用年限最长；甚至只延迟 1d（断奶后

6d）发情者——利用年限就趋向于断奶后 5d 发情的母猪；然而，在断奶后 7d 或更久发情的

母猪，差别就大了，尤其是间隔 30d 以上的母猪，断奶到配种间隔 7～9d 的母猪和间隔 10～

30d 的母猪之间，基本上没有差别；母猪通常在第 4 胎到第 6 胎时窝产仔数最多。母猪断奶

到配种间隔少于或等于 5d 的母猪，分娩和断奶的仔猪数比断奶-配种间隔 6d 的母猪多 2 头

仔，比断奶-配种间隔 7～10d 的母猪多 3 头仔猪。头胎母猪断奶到配种间隔天数在 10～30d

之间时，活产仔数和断奶仔数确实略有恢复，但间隔天数多于 30d 时又显著减少。活产仔数

和断奶仔数这样的变化情况也见于经产母猪。 

后备母猪的培育要开始于猪还幼小（出生）的时候，但主要还是取决于其后的一贯培育



方法。这需要密切观测小母猪在一定日龄时的体重和体况（体况意味着机体的蛋白质和脂肪

储备）。还需要对后备小母猪群实施优良的管理，这包括诱导其较早达到初情期、在适当的

日龄及时地给予配种、注意其体重和体况。小母猪培育的最低标准：145～150 日龄时的体

重：95～100kg；145～150 日龄时 P2（最后肋处）背膘厚：12～14mm（最佳 14mm）；初情

期日龄：150～165 日龄；初情期前逗留于后备母猪群内的最长时间：3～4 周。 

在中国，许多猪场在小母猪体重 50kg 时（有时候更早些）开始限制其采食，因而实际

生产上小母猪不可能在 150 日龄达到 100kg 的体重。后备小母猪不是要上市的肉猪，因而不

应该对其像上市肉猪那样饲喂，其饲喂方法必须能使其成为具有高繁殖率的母猪。 

要给小母猪饲喂以玉米-豆粕为基础的日粮，并且令其自由采食到 135 日龄，以使其沉

积瘦肉组织。只要小母猪有优良的遗传素质，它就不会过于肥胖。如果小母猪是高瘦肉型的，

那么从 135 日龄开始的饲喂就要让它能够积聚背膘。限制蛋白质会增加机体脂肪而降低肌肉

生长，还可延迟初情期、降低首次发情时的排卵率以及降低小母猪自发地正常发情的能力。 

在中国，小母猪体重过低而未能较早达到初情期是小母猪培育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较

早诱导小母猪的初情期有 5 大好处：（1）可形成一个发情的小母猪群（这样就可选择很可能

具有高性能的小母猪）；（2）小母猪较早达到初情期，就可在猪群中有较长的利用年限，可

在其繁殖年限内产出较多的猪崽；（3）小母猪较早达到初情期，有助于防止其在淘汰时体重

过大。对任何未在进入后备母猪群后 3 周（最多 4 周）内达到初情期小母猪，都应将其淘汰；

（4）小母猪较早达到初情期可节约饲料；（5）小母猪较早达到初情期，就可有较多的小母

猪在 250 日龄前就第 2 或第 3 次发情而配种。 

2 后备母猪培育阶段的误区  

一个具有优秀繁殖能力的基础母猪群，始于后备母猪的培育。而很多猪场对后备母猪的

培育重视程度远远不够（模糊），后备母猪培育结果对繁殖母猪一生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2.1 后备母猪“种用使命”不同于育肥猪的“肉用使命”，决定其营养与饲养有

别于生长育肥猪 

而有很多猪场后备母猪不使用后备母猪生长培育期专用的饲粮，与生长育肥猪养在一起

吃在一起，有的甚至用经产母猪妊娠日粮饲喂配种前的后备母猪，等体重够了就开始配种，

这样的母猪怎么能高产呢？现在的瘦肉型母猪在后备阶段对微量元素、常量元素、维生素的

要求一般都会比生长育肥猪高30%～40%，有的营养素甚至高1倍。我们希望后备母猪配种

时骨骼能够充分的矿化，为未来的高繁殖性能奠定良好的基础，减少腿病淘汰率。  

2.2 很多猪场后备母猪生长培育阶段过量限饲 

导致配种时体重偏小，配种时P2背膘厚度低于要求标准（最后一根肋骨处，距背中线



6cm处的背膘厚度，配种时要求达到18～20ml），国内很少有猪场测量后备母猪100kg体重

时P2背膘厚度（实际生产为12～14ml），这个指标对猪场营养师很重要，因为营养师要根

据这个指标调整后备母猪饲料配方中各种营养素的供给量，以确保后备母猪配种时P2背膘厚

度能够达到18～20mm。  

测量P2背膘厚度的意义是能够清楚的知道母猪的储备能力。大量的试验研究已经证实，

配种时母猪P2背膘厚度如果能够达到18～20mm，母猪使用年限会延长，初产时泌乳能力强，

这个指标几乎可以影响母猪的一生。而我国大多数猪场不具备测量P2背膘厚度的能力，这些

猪场可以参照另外一个简单的指标，就是让后备母猪能在150～160日龄达到100～110kg体重。

有很多猪场的育肥猪生长速度都很难达到这么快；在100kg后适宜限食（提高饲粮的氨基酸\

矿物质\微量元素的含量，并补充青绿饲料以致有一定的饱感，适度户外运动锻炼四肢的强

度），到210～240日龄表现第二、三次发情配种时体重能够达到135～145kg。配种时体重大

的母猪繁殖能力表现好，而很多猪场母猪初产时在限位栏中还能转身，这样的母猪没有办法

高产，因为储备很快就会消耗殆尽而表现出泌乳能力不足，而且二产以后的生产指标均会受

到影响。出生-初情期的生长速度550-650g/d时，有利于缩短达到初情期的日龄；用另一种方

式表示：即后备母猪达100～110kg体重日龄为150～165d为宜。保证后备猪培育期正常生长

但不“超速”生长。 

2.3 后备母猪培育成功率低下-初情期日龄不太关注 

有很多后备母猪是因为不发情而被淘汰。后备母猪不发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后

备母猪饲养管理过程中忽略了让150日龄的小母猪每天与成熟的公猪接触（15min/次，2次/d，

早晚喂食后进行，将性欲旺盛的公猪赶进后备母猪栏面对面的接触更有效，因为公猪的气味

只能在距母猪1米内有刺激的作用）。欧、美的猪场对这个管理程序做得非常认真到位，这

样做不仅能够提高后备母猪的发情率，更重要的是初产产仔数也会提高。 

2.4 育成期合理的阶段性限食对青年母猪繁殖性能潜在性意义 

青年母猪在85 kg（大约135日龄左右）以前自由采食（日喂三次湿拌饲料，其中晚上10

点喂1次），使其生长速度和背膘的遗传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此时可以在后备母猪群中挑选一

次，将体格不达标者作育肥猪处理。在85kg以后为了不妨碍繁殖性能，通常消化能摄入量限

制在30 MJ/d，并增加日粮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粗纤维的含量。限食的目的是限制其成熟体

重、减少因过肥或体重过大而发生肢蹄疾病、防止母猪泌乳期发生“肥母猪综合征”、控制

对乳腺发育产生的负面影响、延长利用年限。配种前两周应采取补饲催情，增加排卵数，补

饲通过改变血浆胰岛素和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GF）含量来间接增加促黄体素的分泌，从而

加速卵泡生长。如果饲养后备母猪的目的是保证最多的产卵数和最高的胚胎成活率，那么最

明智的营养策略应是配种前两周采取高营养（高能量）饲养（考虑饲喂哺乳母猪饲料加植物



油脂的办法来实现），配种后至少21d内采取低饲养水平（日采食消化能不得超过25 MJ，饲

养体重85 kg以后的后备母猪饲粮，从而保证胚胎成活率最大化）。青年母猪过肥会影响性成

熟的正常到来，有些虽然体况正常，但由于饲料中长期缺乏维生素E、生物素等，致使性腺

的发育受到抑制，任何一种营养元素的缺乏或失调都会导致发情推迟或不发情（如饲料中钙

含量偏高阻碍锌的吸收，易造成母猪不孕和蹄壳裂口而导致跛腿）。 

非常清楚的事实是严重限饲或供给不平衡饲粮将推迟初情期，但当饲粮水平和摄入能量、

蛋白质和氨基酸能足以支持商业化生产速度和蛋白质增重水平的时候，似乎还不能影响到后

备母猪的初情日龄。接近初情期的后备母猪采用限制饲喂会抑制黄体酮激素（LH，调节排

卵）的分泌，当重新采用自由采食时，LH分娩立即重新启动。 

初情期的后备母猪饲喂水平等于或高于2.5倍维持需要能量时会降低繁殖性能（自由采

食的后备母猪其后所产仔猪窝数低于适度限食的后备母猪），13～25周龄期间的后备母猪能

量摄入量为自由采食的90%或75%时可提高怀孕后头30d的活胚胎数，120～180日龄期间适

度限食的后备母猪头4胎的分娩率最高，自由采食高能低蛋白质日粮则头4胎的淘汰率最高。 

 

表1 后备母猪给饲水平对母猪窝仔数和窝重的影响（第1～4胎平均值） 

 饲喂水平 

 低 中 高 

窝产活仔数（头/窝） 9.1 10.1 9.9 

初生窝重（kg/窝）  15.4 17.3 16.6 

窝断奶仔猪数（头/窝） 8.6 9.4 9.3 

断奶窝重（kg/窝）  72.2 75.6 75.8 

 表2 小母猪在初情期以前有很强的存积脂肪的能力 

体重（kg）  躯体脂肪比例（%） 躯体瘦肉组织比例（%） 

23 25  62  

68 32 58 

91 34 56 

114 38 52 

后备母猪体况差可导致的后果：（1）第一次发情周期延迟；（2）返情率高；（3）寒

冷天气流产机会增加；（4）利用年限变短；（5）窝产仔数减少；（6）泌乳准备的贮存降

低。第一次产仔的母猪在泌乳期如果损失了7.5%以上的体重，则从断奶到再次发情的时间

间隔延长，但经产母猪体重的损失情况对此影响很小。当后备母猪配种和分娩时如果体重较

轻、背膘脂肪较少，其泌乳期进食量也下降，这就提示我们，选种和配种时后备母猪的体况



对长远的生产性能是最基本的影响因素。在最初2胎被淘汰的母猪中，50%是由于不能发情

和不受胎，另外10%是由于腿病。 

达到初情期的年龄、体重以及初配日龄对母猪终生的生产性能至关重要。严格限食会推

迟初情期之原因在于：限饲时所有的体组织发育都受阻，但由于生殖系统在营养分配的优先

权方面弱于其他器官，故生殖系统所受影响更大。即后备母猪必须达到最基本的日龄水平、

体重水平、瘦肉水平以及体脂水平，才能进入初情期。配种前催情补饲11～14d（哺乳母猪

饲料加植物油相结合）排卵数增加最多。补饲通过改变血浆胰岛素和类胰岛素生长因子（IGF）

含量来间接增加促黄体素的分泌，从而加速卵泡生长。卵泡期补充外源胰岛素增加了后备母

猪的排卵数和促黄体素的阵发性分泌。在配种前和配种后不同的营养水平对妊娠第21d胚胎

存活率的影响研究表明：配种前的饲养水平比配种后的饲养水平影响更大，配种前高营养和

配种后低营养的后备母猪，其胚胎存活率最高（关键时期似乎是配种后的3～15d）。          

后备母猪的营养水平越高，其雌二醇和孕酮的循环浓度越低，这些激素的低浓度可能使

排卵数增加，但是配种后可能对胚胎存活率和循环的孕酮浓度有不利影响。增加外源孕酮浓

度的营养策略加速了子宫内组织营养素的分泌，结果使胚胎存活率提高。如果饲养后备母猪

的目的是保证最多的产卵数和最高的胚胎成活率，那么最实用的营养策略是：配种前高营养

饲养。 

2.5 环境、公猪刺激、转运等对在低日龄时诱导初情出现的积极作用 

比如，猪舍氨气浓度低于 20mg/m
3（氨气能使动物达到性成熟时间延迟、它还会干扰母

猪对来自公猪气味刺激的嗅觉判别）、从 150 日龄（体重约为 100kg 左右）起应接受成熟的、

高性欲的公猪对其进行性刺激，令其每天接受刺激 2 次，每次至少 15 min。在交配之前，

让后备母猪与成年公猪持续接触至少 3 周是极为有益的，这将会减少后备母猪由于害怕公猪

而静立反应表现不充分的发生机率。为了提高夏季高温时初情期母猪比例，在夏季高温时让

这些青年母猪与成年公猪相接触是非常必要的。青年母猪在夏季（高温季节）达到初情期的

年龄要比冬季（温暖季节）晚 2～3 周，按 3～4 m
2
/头且每栏饲养 4～6 头为宜（母猪间适当

的争斗与爬跨对促进群养发情有益，另外也能增强腿部强度）。但若每栏多于 6 头，则较为

拥挤且打斗频繁，不利于发情，过份拥挤及格斗可导致初情期延迟。把临近初情期的后备母

猪运输或转移到其他的圈舍（或异地）可以加快初情期的开始，此效果通常与公猪的接触、

生存空间的增大及每圈母猪数量的减少等应激因素相关。舍内饲养造成初情日龄延长，发情

周期无规律的发生增多，行为乏情（排卵但不伴随静立发情反应）发生增多。舍内圈养的青

年母猪达到初情期的年龄要比舍外圈养的晚些，室内饲养的后备母猪要比室外饲养更易引起

初情期延迟、发情周期没有规律和不发情（排卵但无站立反应），独自圈养的后备母猪达到

初情期的年龄要比 4～6 头一栏圈养的晚些。舍内培育的青年母猪在它们接近初情期发生日

龄（150～200 日龄）时对调换圈栏和接触公猪的性刺激反应很敏感。185～200 日龄的后备

母猪从接触公猪到初发情的时间间隔最短。外激素和身体接触是公猪刺激后备母猪发情的主



要手段，外激素主要是由下颚部唾液腺分泌的，且要到公猪 6 月龄时才能分泌。性欲强的公

猪比性欲弱的公猪刺激后备母猪达到初情期的时间要早 14～30d，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公猪

产生的外激素水平和给予后备母猪的感官刺激不同而引起的，与公猪直接的身体接触比隔着

栅栏接触刺激更为有效，若将青年母猪带到公猪栏内试情则发情的比例可能会更大。正常情

况下，大多数对“迁移现象”有反应的青年母猪（15%～30%）在迁移后 4～6d 发情，迁移

应定于 160 日龄以后，并与公猪刺激相结合，以获得最佳效果，迁移和公猪刺激应在配种前

约 3 周时进行。但每天提供 2～3 次（每次为 5～15min 机会让后备母猪与公猪接触性刺激

促进初情期更为有益，而隔天让青年母猪与公猪接触性刺激反而会延长发情。研究表明，发

情后备母猪早上 6 时表现发情静立反应的比例约为 60%，高于中午（24%）或下午（16%）

的比例。笔者建议养猪生产者应对那些迟迟不发情的后备母猪采取运输应激（即用车运输至

2km 外再运回）、再给予成年公猪接触刺激、更换饲养场地或混群饲养等措施，常常能使某

些后备母猪开始发情，但是最大的反应出现在接受了公猪刺激之后。最大限度地获得公猪催

情效果，应使后备母猪每天有两次与公猪同栏的机会。每次有 10～15min 的充分同栏接触，

就能充分促进后备母猪的发情。为使每头后备母猪都能从公猪那里得到良好的催情效果，必

须做到以下两点：（1）保证公猪与每头母猪都有充分的接触时间；（2）保证公猪有充分的空

间与母猪接触。笔者认为在 150 日龄后就要跟踪观察发情，杂种后备母猪开始与公猪接触的

最佳时间为 150～170 日龄。纯种及晚熟的母猪开始接触公猪的最佳时间大致为 170～190

日龄。如果在后备母猪预期初情期的前 2～3 周使其开始与公猪接触，会有较高比例的母猪

发情，并且发情日期较为一致。因此，养猪生产者应当知道后备母猪群的平均初情期。但猪

群内后备母猪达到初情期的日龄差异非常大。对发育中的后备母猪最经济的光照计划是每天

提供 10～12h 的广谱光源（强度为 270～500 lx）。 

 

 

 

 

 

 

 

 

图 1 通风、干燥、关照良好的后备母猪饲养           图 2 后备母猪 150～165 日龄开始通过性欲旺

盛 

（低于 10头/栏）                                  的成年公猪出现进行发情刺激（2次/d，15min/

次） 

母猪安静发情是未被养猪者发觉发情的主要原因，一般情况国外引进猪种和培育猪种尤

其是后备母猪，其发情表现不如本地种猪明显，部分表现为安静发情。7 月龄仍不发情就要



着手人工综合处理，处理后达 270 日龄仍不发情的母猪（多为生殖器发育幼稚）即可淘汰，

时间太久则会造成饲料浪费。生产中有的青年母猪出现“安静发情”，即偶尔可以开始卵巢

正常活动，但却不表现出发情症状或在公猪存在时不表现出站立反射。若设法给“安静发情”

的后备母猪配种可以受孕，但往往养猪者因观察不到发情而不幸被淘汰。由于现代培育的外

二元杂种后备母猪发情没有国内的地方品种发情症状明显，如果不仔细观察就可能被忽视

（许多猪场误认为外种猪发情时间短的根本原因），发情几次不予配种的青年母猪以后则很

难发情。 

转运效应：通过混群、换圈、转运及这些方法联用，即所谓非公猪处理“应激源”的刺

激，也可促进后备母猪性成熟。这些方法单用或合用的效果差异很大。法国的研究人员发现，

把 500 头后备母猪转运 50km，由于运输效应加上公猪刺激作用再加上新环境效应。7d 内后

备母猪发情率达 72.6%（363/500）。同时还发现转运时后备母猪的年龄（130～194d）或季

节对其性成熟的作用不大。但这种效应受父系影响较大（公猪 151.0%；公猪 259.1%；公猪

368.9%，公猪 473.5%），这是因为性成熟的遗传力为 0.29～0.32。来自澳大利亚的研究发现，

仅靠运输效应的催情效果并不明显（连续运输 10d，每天 20min），但是如果运输效应和公

猪多次催情（每天三次）结合起来会促进母猪早发情，其效果比仅靠公猪诱情还好（初次接

触公猪到发情的时间分别为 24.7d 和 37.4d。 

发情母猪与后备母猪的作用：通过对成年母猪能否促进后备母猪性成熟的研究发现：发

情母猪能促进后备母猪性成熟，但其效果不如成年公猪，需要的时间长。研究表明，后备母

猪第一次发情后留在原圈或到第二次发情才移走，比一旦发现发情就将后备猪移走，可显著

提高同栏猪发情的同期性。 

每栏饲养 10～30 头后备母猪似乎不会影响性成熟。如果把 50～60 头以上的发育阶段后

备母猪完全放在相对拥挤的一个栏内饲养会推迟性成熟。如果母猪大群饲养，最重要的是要

保证有优秀的公猪诱情。 

 

 

 

 

 

 

 

 

图 3  对公猪刺激 3周仍然未发情的后备母猪进行重并栏组饲养 

2.6 肢蹄培育不够重视的严重后果 

在最初两胎被淘汰的母猪中，50%是由于不能发情和受胎，另外 10%是由于腿病。如果

母猪发生跛腿，母猪的淘汰率就会提高。还发现，虽然母猪不是由于跛腿问题彼淘汰。而是



因为繁殖问题被淘汰，但是，一部分发生跛腿的母猪是引起其繁殖问题的基础。养猪场跛腿

母猪的增多，就要遭受母猪更新率上升、繁殖力下降的损失，淘汰母猪的残值也降低，对其

动物福利也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瘦肉型优良种猪特别是青年长白猪多发。瘦肉型优良品

种生长速度快，体重增加和肢蹄发育失调使肢蹄承受压力增大，而后备母猪和青年母猪蹄垫

娇嫩容易磨损龟裂，蹄壳较薄容易破裂，易发生继发感染。老母猪由于蹄垫和蹄壳发育相对

成熟，抗继发感染能力也比较强，虽然发生蹄角质增生龟裂和蹄壳破裂的比例也很大，但症

状较轻，跛腿也较少。在有部分条缝水泥地板猪栏中散放饲养的母猪可以发生严重的蹄部问

题，而在铺有厚稿杆垫料的猪床上饲养的母猪发生蹄部问题不严重。蹄踵病变或蹄踵畸形以

及与蹄踵-蹄趾交界处有关的病变可以影响猪的活动能力。地面经常处于湿滑状态可以导致

蹄软化（我国南方许多猪场天天给的母猪冲洗栏舍而被迫处于坐水牢的生存环境），诱发蹄

踵和蹄底发生创伤。近几年来，母猪限位栏对动物福利以及引起母猪跛腿的影响受到越来越

普遍的重视。生物素在维持蹄的结构完整性和蹄的硬度方面起重要作用。钙、磷等营养不平

衡或哺乳期间缺乏可导致骨密度降低，母猪容易发生病理性骨折。如果蹄部开裂和损伤的发

生率非常高，那么就可能说明地板的条件太差。矿物质元素的营养对于改善蹄部的健康也有

重要影响。丹麦的研究数据显示，与无机矿物质元素添加剂相比，向饲料中添加有机矿物质

元素，包括铜、锌、锰，可以大幅度减少蹄部问题。为了说明在养猪场中一个猪群由于跛腿

而造成的生产力损失，考虑了一些变量，包括更新母猪的费用、各种与跛腿有关的折扣、生

产的仔猪数及减少的产量等。这种计算器可以显示出与猪群中减少跛腿流行相关的收入机会。

跛腿是母猪群中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模型可以帮助将跛腿的问题量化。跛腿的发生即使只

降低几个百分点都会使收入大幅度增加。近年来，规模化养猪场使用限位栏饲养母猪较多，

不仅引起跛腿等动物福利问题，而且使跛腿成为母猪淘汰和繁殖能力降低的第二位重要原因，

因跛腿而淘汰的母猪占所有淘汰母猪的 10%～20%。由于母猪限位栏只比母猪的身体略大，

母猪在限位栏里不能转身和活动，限位栏里的非天然地板可能会造成关节的损伤、跛腿和蹄

部病变。有报告指出，有 80%饲养在限位栏里的母猪受此折磨。当调查母猪死亡率升高的

原因时，关节异常排在第一位，占 37%；骨折排在第二位，占 17%。许多母猪由于损伤不

能站立和行走，损伤发生在其蹄部的承重区——蹄踵部。目前，人们一致认为，蹄踵增生或

破损是各国养猪生产中最常见的蹄部疾病，群饲的妊娠母猪出现的蹄部问题多于单栏饲养的

妊娠母猪。研究表明，漏缝地板成为蹄部问题的另一个致病风险。饲养于限位栏中的母猪比

采用其他方式饲养的母猪更有可能发生蹄侧壁破裂。在限位栏中的母猪蒙受了许多严重的动

物福利问题，特别是骨骼强度减弱、蹄过度生长、跛腿，行为障碍。养猪场饲养母猪群的目

的是利用其生产能力并且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发展。跛腿是一种可以阻碍这种发展能力的疾

病。性能原则认为，如果某种事物（如跛腿）对动物福利有严重的影响就可能在性能指标上



反映出来。跛腿是母猪最常见的问题之一（猪场饲养者能眼观得到的症状或现象）。虽然并

非所有的跛腿都可以预防，但可以采取措施防止或减少母猪发生跛腿问题。 

 

 

 

 

 

 

 

 

图 4 当今母猪的蹄部严重损伤                             图 5 当今母猪的蹄底部严重损伤 

 

 

 

 

 

 

 

 

图 6 分娩前产床上母猪蹄部损伤 

2.7 骨骼结构、损伤、细菌感染对后备母猪肢蹄的影响不得不关注 

许多跛腿问题只是简单的由母猪蹄和腿的骨骼结构异常所致。因此，在购买前必须认真

检查母猪的蹄和腿是否健康。骨骼结构表现有任何问题的幼龄母猪都最有可能会随着体重的

增加而恶化，并且随着母猪的生长对关节和骨骼的应激也越来越大，使母猪容易发生蹄部健

康问题。损伤：虽然大多数损伤可以康复，但任何损伤都有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

应当加强饲养管理，将采食时争斗、运输中滑倒或其他损伤的发生保持在最低的限度。细菌

感染：在关节最常见的感染是支原体感染，特别是猪滑液支原体感染。当猪受到应激（如运

输）后，可以被支原体侵袭。 

2.8 热应激对后备母猪的影响知之甚少 

热应激是指当环境温度超过了动物的适温区上限后（如种猪、大猪，＞22℃），因体内

热增耗等反应而导致的一系列生理及行为功能上的负面表现。其主要表现： 

（1）环境温度过高        体肤感知        刺激食欲调节中枢        引起体内

5～色氨酸浓度上升和消化酶分泌减少         食欲下降 。      



（2）热应激状态下       体内激素水平上升       血葡萄糖上升       大量铬从

尿中耗失       胰岛素代谢受阻        葡萄糖代谢受阻       影响能量转换，导致一系

列不良生理损伤性反应       （A） 猪只免疫功能下降，健康水平下降；（B）导致母猪

返情增加，无发情期、流产率增加、胚胎存活率下降（怀孕率也下降）；（C）母猪气喘 。 

夏季高温经常会造成后备母猪短时不孕，表 7 的数据表明在 7、8 月份后备母猪发情的

比率很少，但高温对准胎后备母猪的窝产仔数没有影响。密苏里大学的研究发现对 150～230

日龄的后备母猪进行持续的热刺激（33.3℃）会引起 80%的后备猪不发情，但对发情母猪的

排卵数影响不明显。泰国人对处于发情期的后备母猪进行热应激处理（35℃，10h）造成 42.9%

的母猪（3/7）第二个情期异常。但在澳大利亚，对 24 头处于第三至四个情期的后备母猪进

行热应激处理（35℃，17h）没有引起不正常发情，这表明热应激对小龄后备母猪造成的影

响比大龄后备母猪更大。高温高湿环境下，母猪热应激强烈，抑制了体内正常性激素的分泌，

导致发情不正常。热应激可延迟后备母猪的初情期，并增高卵巢滤泡囊肿的发生率。夏季处

在日照逐渐增加的时期，达到初情期就会比处于日照逐渐缩短时期（冬季）的后备母猪晚得

多，尤其缺乏公猪刺激的饲养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哺乳期母猪：当温度从 20℃上升至 25℃

时，采食量按 0.1kg/℃下降，当温度从 25℃上升至 30℃时，采食量按 0.23kg/℃下降，当温

度从 30℃上升至 35℃时，采食量按 0.45kg/℃下降。 

表 3 后备猪群的繁殖性能 

月份 选留后备母猪数 a 母猪发情及配种率（%） 分娩率（%） 窝产仔数 

产活仔数 总产仔数 

一 45 82.2 86.5 9.50 9.93 

二 45 75.6 82.4 8.57 9.25 

三 45 77.8 80.0 8.39 8.78 

四 45 80.0 97.2 8.83 9.23 

五 45 84.4 81.6 9.48 10.00 

六 45 73.3 93. 9 9.54 9.93 

七 45 57.8 80.8 9.19 9.57 

八 45 44.4 80.0 9.25 9.68 

九 45 75.6 85.3 9.10 9.48 

十 45 82.2 86.5 9.31 9.59 

十一 45 86.7 84.6 9.27 9.57 

十二 45 77.8 85.7 9.06 9.46 

平均 45 74.8 85.7 9.13 9.54 

注 a：后备母猪的选留年龄为 6～6.5 月龄。 



2.9 公猪刺激对后备母猪发情的积极影响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给予适度的刺激可提高机体的性兴奋，可将没发过情的后备母猪调栏 1 次/周，让其与

不同的公猪接触，使其常处于一种刺激状态，以促进发情与排卵，必要时可赶公猪进栏追逐

15～20min。 

发情可通过许多日常管理，包括和成熟公猪的接触来刺激，这种方法可使发情日龄提前。

如果母猪在 100kg 时开始运输刺激，那么在运输后 5~10d 就会有发情症状，大多数情况下这

就是猪的第一次发情，这是因运输应激诱导激素变化所致。通常初情期一般在 150～165 日

龄，但运输时日龄小的后备母猪不会发情，所以有些生产者购买小种猪，就需要自己灵活掌

握发情刺激的方法。有效刺激发情的方法是定期与成熟公猪接触，母猪通过看、听、闻、触

公猪就会产生静立反射。避免习惯性：如果后备母猪发情后没被发现，并继续与邻近的公猪

接触，就会因熟悉公猪而失去对公猪的兴趣，在以后的发情中，发情症状就不明显。最好的

办法是公猪单独饲喂，而将公猪赶到母猪栏内诱情。 

表4  公猪诱情对后备母猪静立反射的效果 

           公猪的刺激                                       静立反射率（%） 

没有反应                                              48 

闻 和 听                                              90 

闻、听、看                                            97 

闻、听、看、接触                                        100 

维生素和矿物质摄入量的增加会增加机体中这两种养分的储备，机体可将其用于以后的

繁殖之中，并且因而可降低由运动障碍（大多数猪场没有给配种前后备母猪定期的栏外运动，

锻炼四肢，笔者建议体重20 kg至配种期间给予每旬一次2～3 h的栏外自由活动为佳）造成的

淘汰率。据笔者观察发现，在完全关闭（栅栏饲养）情况下饲养的后备母猪，有可能发生内

分泌失调，或许干扰了某些与繁殖有关的荷尔蒙分泌。在完全关闭情况下饲养的后备母猪会

增多跛蹩与其它腿蹄疾患。单栏或栓系关养的后备母猪发情不明显，失配较多。 

表5 母猪的发情与排卵 

 平均 变化范围 

发情周期（天） 21 18-23 

发情时间（小时） 53 12-72 

发情后排卵（小时） 40 38-42 

排卵持续时间（小时） 3.8 2-6 

排卵量（后备母猪） 

排卵量（ 经产母猪） 

13.5 

21.4 

7-16 

15-25 

发情前期：阴门樱桃红，肿大，但经产母猪不一定，呼噜、哼哼、尖叫，咬栏。烦燥不

安、爬胯，食欲减少。粘液从阴门流出，被同栏母猪爬跨，但无静立反射。发情期：阴门红



肿减退，粘液粘稠表明将要排卵，静立反射、弓背、震颤、发抖、目光呆滞、耳朵竖起（大

白猪耳朵竖起并上下轻弹）、公猪在场时，静立反射明显、爬胯其他母猪或被爬垮时站立不

动、对公猪有兴趣、食欲减少、发出特有的呼噜声、愿接近饲养员、能接受交配。平均持续

时间：后备母猪 1～2d，经产母猪 2～3d。 

限位栏饲养时：母猪发情时常站着，而其他母猪则躺下，但不能观察到更多的发情症状，

这就必须依靠同公猪的嘴对嘴接触来查情。用成熟公猪查情，集中检查即将配种的后备母猪，

每天查情 2 次，早上喂后 30min 及下午下班前各查一次。（因排卵时间易变，所以一天查情

两次）。把公猪赶进母猪栏，能对母猪提供最好刺激。公猪同母猪鼻对鼻的接触，可以准确

地检查出发情母猪。 

2.10 对导致母猪不发情及影响繁殖性能的疾病了解较少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子宫内膜炎、圆环病毒病等。如由圆环病毒病导致消瘦的后备母

猪多数不能正常发情。另外，母猪患慢性消化系统疾病（如慢性血痢）、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如慢性传染性胸膜肺炎）及寄生虫病、生殖道发育幼稚母猪剖检时多发现卵巢小而没有弹

性，表面光滑，或卵泡明显偏小（只有米粒大小）。还有的是卵巢囊肿，严重者卵巢如鸡蛋

大小，囊肿卵泡直径可达 1cm 以上，不排卵，可用促排 3 号（30μg）或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HCG）1000～1500IU，每日 1 次，连续 3～4 次。圈养母猪饮水量不足将引起尿道感染，

饮水多少与泌尿系统障碍有直接关系；接种疫苗时必须做到一头一针，针头规格型号应选择

16 号 38ml 以上且接种时应垂直深部肌肉注射。 

2.10.1 不同病因所致繁殖障碍在临床上的区别 

（1）细菌感染：流产一般可发生于怀孕的任何阶段，且有流产先兆（如不食、精神沉

郁等），后期感染即可发生死产和产弱仔。 

（2）钩螺感染：主要为流产、早产、木乃伊，母猪流产前可能有体温升高，黄疸，血

红蛋白尿等全身症状。 

（3）病毒感染：一般不出现流产、主要为木乃伊。一般一窝仔猪中有几头木乃伊或一

窝仅产 4 头以下仔猪。 

（4）传染性病因与非传染性病因的区别：传染性病因引起的繁殖障碍多见于头胎母猪，

以后因产生免疫力而恢复正常生产，无积聚性；营养性病因除非日粮及饲养方式改变，否则

不会产生耐受性，反而第二胎比第一胎严重，有积聚性。 

2.10.2 引起母猪猝死的 3 种消化道疾病 

（1）梭菌性肠炎（A 型和 D 型魏氏梭菌，革兰氏阳性菌）在炎热夏季发病率高，主要

侵害与生命活动有关的神经元，使母猪发生休克导致死亡（无先兆症状），常见体况和营养

良好的母猪夜间死亡，由于妊娠前期（0～90d）控制采食量导致胃酸反馈性分泌减少，12

指肠内环境 pH 值升高、碱性增强，适宜厌氧菌的滋生致病（急性腹围膨胀、皮肤苍白、肛

门外凸或松弛，有少量暗红色或黑色肠内容物从肛门排出）。 

（2）增生性肠炎（PPE，也叫回肠炎、坏死性肠炎，胞内劳森菌、 革兰氏阴性菌），

后备母猪和部分经产母猪呈急性爆发性散发，应激是本病的诱因，死猪皮肤苍白、排泄松软



（带有血液的粪便，部分血粪内还夹有大量纤维性柱状物，病程稍长的排黑色柏油样稀便）。 

（3）胃肠扭转：主要见妊娠 1～2 个月的经产母猪采食后 2～3h 内突然死亡（突然不安、

腹痛、腹围迅速膨大、呼吸急促、皮肤变蓝）。 

2.10.3 繁殖障碍性疾病 

（1）猪繁殖和呼吸综合征（PRRSV，蓝耳病）：母猪晚期流产（流产胎儿胎盘上出血

斑、胎膜上呈现圆点状鲜红色或暗红色血疱。）和早产、产死胎（多发生腐败、自溶，胎膜

上有黑红色血疱）、木乃伊胎、黑仔、产弱仔（多见眼四周水肿、肺变为灰白色、间有红色

斑块、不塌陷，俗称“花斑肺”）和弱仔（多在产后 24h 内死亡）数增多，不论是早产、正产、

延期产出的仔猪在 3～4d 后就出现毛焦、消瘦、鼻唇干燥。少数在妊娠 116～118d 才分娩，

部分母猪皮肤“毛孔出血”。 

（2）伪狂犬：产死胎为主，流产的胎儿无论大小都很新鲜，胎膜呈灰白色坏死、坏死

层逐渐脱落使胎膜很薄（胎衣绒毛膜变性坏死、呈筛眼状、胎儿体表多处出血。），呈现明显

的胎盘炎。母猪一般无异常表现（体温食欲正常），可见不同时期的死胎，所产木乃伊大小

都有、小的长度大于 17cm 以上（全窝都是木乃伊胎），而细小病毒所产木乃伊胎长度小于

17cm。 

（3）细小病毒：主要危害头胎母猪，以木乃伊胎为主，偶尔流产（胎衣包裹着胎儿）。

怀孕早期（0～30d）胚胎死亡被母体迅速吸收（有可能再度发情，配种后 30d 内返情率高，

返情母猪发情周期不规则），中期（30～70d）死亡胎儿的胎水被吸收，母猪腹围逐渐缩小（出

现假怀孕，形成木乃伊胎，母猪感染怀孕 70d 前的木乃伊胎只有 17cm 以下，产出的是黑色

枯样木乃伊），70d 后感染者胎儿多为弱仔（能正常产出），母猪窝产仔数少木乃伊胎多。母

猪一般无临床症状，此病还可引起母猪发情不正常久配不孕。配种前 15d 接种的疫苗应是猪

细小病毒疫苗。 

（4）布氏杆菌流产发生在妊娠 4～12 周（多为死胎、畸形胎，流产后 1 周内阴道流出

红色粘液样分泌物。）、胎膜变薄、上面散步菜籽粒至绿豆大小的灰白色圆形硬颗粒，好似胎

膜上镶着无数“珍珠”（珍珠胎衣），强行挤压“珍珠”可挤出黄白色干固的浓汁。 

 

 

 

 

 

 

 

 

图7 定位栏怀孕母猪子宫内膜炎 

（5）流行性乙型脑炎：夏秋季常发，蚊子是本病传播媒介，同胎仔猪均匀度差、有弱

仔产出不久即死亡、有的整窝留在子宫内（分娩时超过预产期数天、死胎）、畸形胎、木乃

伊胎，母猪表现体温升高到 41℃、减食、便秘尿黄。 



妊娠 40d 前死亡的任何发育中的胚胎会重吸收，而在 41～114d 死亡的则成为死胎或木

乃伊。 

2.11 猪栏地板斜度偏大过于粗糙对后备母猪的影响 

后备母猪后期饲养的地面类型可以影响到后备猪入选合格的多少。来自一定数量的猪场

实践表明，后备母猪采用半漏缝地板的效果比全漏缝地板要好。全漏缝地板的主要问题是会

增加猪的肢、蹄损伤。 

饲养青年母猪的地板要平，这样后备母猪愿意活动，能帮助它正常生长发育和发情。若

地板斜度较大，则明显阻碍其生长、出现脚破、蹄裂增多，自然会影响它主动起来走动、甚

至不愿走动、连吃饲料都是马马虎虎（因怕摔）、常见其犬坐吃料（易导致外阴感染患生殖

道炎症）、生理行为异常。地面太滑，易致滑伤，常见后肢呈八字坐势，欲起而不能起，最

终导致后肢发育不良被淘汰。然而地面也不宜过分粗糙，易导致腿蹄磨蹭，从伤处引起感染

使腿与关节肿大，影响正常配种。 

2.12 母猪发情鉴定程序 

确定后备母猪的第一次发情通常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对那些不按照 2 次/d 查情的饲养者

更为严重），因为许多后备母猪没有明显的发情表现。荷兰的研究发现有 36%（680 头中有

242 头）的后备母猪第一次发情症状有问题，母猪发情前期体内雌激素水平的提高是产生发

情外观变化的主要原因，如表现为外阴肿胀、潮红。有问题的发情可能是由于血液 17β-雌

二醇浓度低造成的。研究发现，第一次发情时后备母猪血清中 17β-雌二醇的浓度明显低于

第二或第三周期（P＜0.05）；第二情期内的 17β-雌二醇明显低于第四情期（P＜0.01）。母

猪第一、二情期的外阴变化持续时间比后几个情期长。尽管背膘薄与背膘厚的猪相比发情症

状不明显，且持续时间短，但背膘厚度对于发情期静立反射及其持续时间没有影响。有趣的

是，静立反射表现和断奶后 10d 内排卵是可遗传的（h
2
=0.31），已证明第一次发情无明显静

立反射的母猪，在断奶 10d 内没有静立反射就排卵的机率较高（21.4%对 6.2%，P＜0.01%）。

由于母猪的静立反射，在其接触公猪 5～10min 后就开始减弱，因此在做发情鉴定之前不要

使母猪持续与公猪接触。这样可以提高后备母猪进行发情鉴定的准确度和效率。 

关注后备母猪的查情：2 次/d，相隔 10h1 次（早上 7 点、下午 5 点各进行 1 次）。母猪

自 150 日龄起，每天与性欲旺盛（嘴边泡沫相当多）的成年公猪接触 15min/次，2 次/d。 

 

 

 

 

 

 

          图8  发情的生理症状：阴户红肿                  图9 发情的生理症状：阴户有粘性分泌物 

 



 

 

 

 

 

 

 

图10 嘴边泡沫多、善交谈、行动缓慢的性欲旺盛的成年公猪       人工授精之前的查情过程（图11～图

12） 

担任试情公猪（查情的有效措施）                               

 

 

 

 

 

 

 

 

图 13 静立反应，压背时站立，压背时的反应耳尖内翻      图 14 用配种公猪与母猪，创造与母猪鼻对舌的

接触 

                            

 

 

 

 

 

图15 技术员摩擦母猪的腹部两侧，并轻压背部       图16 技术员将拳头按在母猪阴户下，用“拇指检

查”阴户的粘性分泌物 

 

 

 

 

 

 

图17 技术员拉提母猪的侧腹、揉搓乳房。当催产素    图18 控制住母猪的腰部，增加背压力度或跨坐在 

 



自然分泌后，母猪会静静地站立或“锁定             母猪背上，以确认静立反应。 

 

 

 

 

 

 

 

 

 

图19 当公猪用鼻子闻母猪时，它会通过唾液释放外     图20 公猪会用鼻推、拱母猪的侧面及侧腹以促进 

激素，外激素会刺激母猪发情。                      静立反应 

 

 

 

 

 

 

 

 

  图 21 当公猪用鼻触到母猪阴户时，它能感觉到      图 22 公猪会在腰腹区域挤、推、拱母猪，以检查

静立 

  发情母猪体温升高及分泌物                       反应的强烈程度 

 

 

 

 

 

 

 

 

 

       图23 公猪可能会尝试爬跨多次，一旦成功，它会用前肢夹住母猪的腹侧，并将阴茎插入母猪 

阴户并到达子宫颈。 

2.13 后备母猪究竟何时配种没有底 

现代育种的结果使后备母猪在其繁殖生涯开始时体脂储存水平降低，此时低水平的体脂



储存可能会导致高水平的淘汰率，一般而言，随着胎次的增加，因不发情所致的淘汰比例下

降，而其他原因所致的淘汰比例上升。 

后备母猪发情行为模式与经产母猪是不同的，发情期通常要短一些，常常不是很明显，

因此，后备母猪应在发情检查显示发情后立即输精，若该后备母猪仍处于静立热情状态，则

需间隔8～12h再输精1次（有的还需要第三次）。 

对于达220日龄仍未第一次发情的后备母猪可选用律胎素（氨基丁三醇前列腺素）或

PG600肌注促情，一旦出现发情就直接配种，若用后1周仍不见发情则应淘汰。正式配种时

后备母猪应该同时具备的5个条件：（1）配种年龄为210～270日龄（低于210日龄或高于270

日龄其配种分娩率会显著下降、返情增多、死淘率增高）；（2）第3或第4次发情（最新研究

发现：只要体成熟与性成熟同时达到要求的后备母猪可以考虑第一情期配种。后备猪群的营

养策略：尽量控制第一次分娩前重：有利于促进初胎母猪分娩后尽快恢复发情（Boyd，2002）；

保持初胎母猪断奶时体重≥150kg：有利于缩短分娩-发情间隔（Williams and Mullan，1989）；

（3）体重130～145kg（150日龄达到100kg、P2背膘厚14mm）；（4）配种时P2背膘厚16～18mm

（当后备母猪配种时若体重和背脂较少，其泌乳期采食量下降，从而导致第一胎断奶至再发

情的时间延长或不发情，有50%的母猪是由于第一胎断奶后不发情而被淘汰）；（5）初情期

日龄：150～165日龄；当考虑栏舍和青年母猪从入选到初次配种期间的投入成本时，青年母

猪初次怀孕的最经济日龄应为235～240d。然而，一生中母猪产活仔数最多的是在青年母猪

240～250日龄时配种。如果青年母猪在第一次发情时就配种而不是在第二、三次发情时配种，

那么其窝产仔数会减少，并且在初情期配种和第二情期配种的青年母猪之间终生生产性能的

差异随胎次增加而减少。 

 

        

 

 

 

 

 

 

 

 

 

 

 

Schukken 等指出:第一次授胎的日龄拖后其预期繁殖寿命也缩短（引用邱海辉讲稿） 

种猪的种用年限
6~7胎

母猪年产断奶仔猪数
25头

母猪的终身繁殖力
60～70头

母猪的生产生产目标



 

 

 

 

 

 

 

 

 

 

 

 

 

 

这个统计数据说明：母猪第一次授胎成功的时间会影母猪的繁殖寿命。“调节你的后备

母猪饲养策略”：PIG INTERNATIONAL （ 国际养猪杂志2006年）猪场主和研究人员从在

纽西兰召开的养猪科学会议上获知：后备母猪要等到第二次发情才配种的概念已过时（out of 

date）。 

23、26、29周龄的后备母猪在接受公猪的日刺激后第一次和第二次排卵和着床胚胎数的

比 

传统的做法是: 大部分的猪场主是在后备母猪第二次或第三次的发情时配种。 

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获得母猪头胎较高的产仔数，这是因为我们认为由于母猪的第一

次发情时较低的排卵数限制了第一胎产仔数的增加。 

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不管现代母猪的第一次发情后的排卵数是否和20年前一样多，一

般来说，母猪的排卵数达到13～14个的时侯，就不会对产仔数产生限制性影响。而且更重要

的是，研究表明排卵数和母猪的日龄和所处的发情的次数关系不大。 

Daza等在对欧洲母猪的档案资料统计证实:每头母猪的总生产活仔猪数或断奶仔猪数

“在初次分娩时随年龄的增长而成直线下降,分娩时最年轻的青年母猪可获得最高值。”Daza

等还证实，“从第一个发情期开始到初配受孕而延缓1～2个性周期，就会使动物年生产力受

到严重损失。”Daza等证实：“母猪淘汰时的平均胎次（窝）数因青年母猪首次分娩时年

龄的增大而降低。”Daza等还指出：“早繁殖的青年母猪其断奶仔猪总数，比迟繁殖青年

母猪的更多，每头繁殖猪还可节省精料（同样胎数淘汰）”，早成熟的小母猪是最有繁殖力

的母猪。母猪第一次发情就配种是可行的。后备母猪初配年龄影响母猪的后继繁殖效能；早

配种的母猪后继繁殖效能高于晚配种的母猪。后备母猪是否能较早进入初情期；母猪第1胎

产仔数多少；母猪2胎产仔数能否增加，并且母猪能否保持高产能在6胎以上；都受制于后备

Schukken 等指出:

第一次授胎的日龄拖后
其预期繁殖寿命也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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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at first conception and expected reproductive herd life (Schukken et al., 1997



母猪的正确培育。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去忽略：由于后备母猪初情期的差异而带来母猪繁殖

性能的差异，从而带来的是整个猪场经济效益的差异，超高产母猪初情期年龄更早。 

后备母猪可以在第一情期配种（初配体况（膘情）后备母猪初次配种的膘情不应18mm，

以18～20mm为宜），发现发情后隔8～12h配种，每隔8～12h配1次，共配3次（第1、3次自

然交配，第2次螺旋头型输精管人工授精或第1、3次螺旋头型输精管人工授精，第2次自然交

配）。9月龄不发情的后备母猪一律淘汰。 

 

 

 

 

 

 

 

图24  猪发情症状与人工授精最佳时间 

受精率：静立前一天10%；静立第一天70%；静立第二天98%；静立第三天15%； 

最佳时间：静立后12～24h（精子在母猪生殖道内存活时间为50h，维持受精能力的时间为8～12h，

因此后备母猪配种每次需要间隔8～12h，连续3次最佳，有效精子30亿/次。），配种前5分钟注射

催产素20单位，针对静立反应较差的母猪在配种前1～2h肌注促排卵3号促进排卵； 

 

 

 

 

 

 

 

图25 公猪在母猪旁边嘴对嘴的时候给予输精效果最佳     图26 螺旋头型输精管沿着稍斜上方450角度逆

时 

                                          针方向旋转，以顺时针方向旋转退出。 

 

 

 

 

 

 

 

图27 让精液进入通过子宫收缩和重力作用下吸入      图28 后备母猪用螺旋头（非海绵头输精管）进

传统人工授精技术传统人工授精技术(intra(intra--CAI) CAI) 



行 

母猪体内（输精时间8～10min/次为宜）              子宫内输精（深部子宫角内输精）：较少倒流、 

每头份较少的精子数、较少的输精量、节省输

精时间、节省生产精液用的公猪） 

2.14 用心去关注后备母猪妊娠期的饲养与营养可获得理想的繁殖效果 

母猪排卵能力远大于产仔能力，洋二元母猪发情排卵都在16～20枚以上。卵受精率都很

高，一般都可达92%～98%，可见母猪产仔潜力极大。母猪排卵多，产仔少，主要是胚胎死

亡率高。主要是胚胎期（配种后30d内）死亡率高。配种后1～3d，内环境不适宜，死亡可≥

20%。配种后9～24d，胚胎植入子宫，死亡可≥50%。配种后26～40d，胚胎形成器官，死

亡可≥30%。胎儿期（配种后第30～90d）死亡率也高：胎盘发育停止，母体生理调整，对

胎儿有应激。胎儿开始迅速发育，营养可能供不应求。母猪体况异常，对胎儿影响更大。胎

儿死亡率也可能达到30%左右。 

母猪妊娠过程：妊娠头3个月是受精卵发育成胎儿的准备阶段。妊娠过程胚胎死亡率可

达40%，甚至更高。配种后第一、三两个月是决定产仔数的关键时期。减少这两个关键时期

的死亡率，即可增加产仔数。 

后备母猪营养饲养对体况、健康影响极大。母猪妊娠期营养要适应生理变化，明显有阶

段性：第一个月低营养，维持+20%（即1.2倍维持需要能量），日喂约2kg。第2-3个月中等

营养，维持+30%（即1.3倍维持需要能量），日喂约2.4kg。妊娠后期（95～112d）高营养，

维持+60%（即1.6倍维持需要能量），日约3kg（经产母猪4kg/d）。充分满足胎儿生长和乳

腺发育。此时期营养主要用于母体增重，妊娠附属物生长。此时期母猪饲养质量决定下一周

期繁殖性能。 

表10 妊娠初期（头三天）少喂饲料提高胚胎成活 

喂料kg 胚胎成活% 

1.5 82.8 

2.25 78.6 

3 71.9 

表11 母猪妊娠过程胎儿发育变化 

妊娠时间 胎儿重（g）  占初生重% 

第28d 1.0-1.5 0.08-1.25 

第50d 50 4.17 

第70d 220 18.33 

第90d 600 50 

第114d 1000-1300 100 

初产母猪淘汰的主要原因是泌乳期掉膘造成的繁殖性能低下，元凶则是泌乳时体蛋白质



的大量动用以及育成头窝仔猪后体脂肪储备下降。成年母猪需要产仔3窝以上才能抵消更换

后备母猪并喂到第3个胎次的费用。青年母猪泌乳期采食量较成年母猪低，高温炎热时这一

状况更严重，就会动用自身的体组织以满足泌乳需要。当饲粮DE达到14.2MJ/kg

（DLys/DE=0.9g/MJ）以上时，青年母猪P2背膘厚的损失减少，断奶后7d内配种的母猪增加，

留在繁殖群的母猪增多。 

当发情得到确定后，继续充分刺激母猪，以增加催产素的释放，催产素的功能是使子宫

产生波浪式收缩，以此辅助精液的运动。要注意子宫颈的位置，精液就贮存在此。 

 

 

 

 

 

 

 

 

图29 正确的输精方法 

2.15 乳腺发育规律不清楚以致对挑选的后备母猪的乳头发育要求不严 

乳腺发育规律：（1）在雌激素作用下，小后备母猪三月龄乳腺开始发育。（2）妊娠期

在雌激素和孕酮的作用下乳腺继续发育。（3）在妊娠后1/3阶段乳腺发育迅速。妊娠75d，

腺泡组织取代脂肪组织，90d有泌乳能力，分娩前（105d）雌激素增孕酮减，催产素受体数

量增加，在催产、松弛等激素协同作用下，乳腺急速活跃。（4）断奶后腺体停止活动，到

下妊娠期再启动 

2.16 后臀发育的大小作为选购种猪的标准（视观标准或感性标准）的危害 

饲养户在种猪选购时，很多人把母猪的后臀发育大小作为选购种猪的条件与标准。其实，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后躯发育比较丰满种猪和商品猪是不同的，因为后臀特别发育的种

猪，不易发情，配种困难，容易发生难产，往往背部下凹，变形，淘汰率高。所以，饲养户

不能按商品猪的要求和标准选择种猪。背膘薄的母猪通常泌乳力差，仔猪的成活率低（背膘

厚和泌乳力是呈正相关的）。很多客户在购买种猪时，总是希望选择到“双肌臀”或“双肌

背”体型的种猪，这种做法也是不太明智的。因为“双肌臀”和“双肌背”的概念是不同的，

从猪的后躯观察，臀部左右两侧肌肉丰满，所以称为“双肌臀”；从背部看背中线两侧肌肉

发达明显称“双肌背”，这些只是猪的一种体型特征，很多瘦肉型纯种猪或杂交猪均这样的

体型，双肌猪的泌乳力要比正常体型猪的泌乳力差 10%，直接影响仔猪的断奶重。同时这

一表现体型也不是固定的，父母表现双肌性状其后代不一定表现出双肌性状，随着猪饲养技



术的发展提高，这一基因肯定会发生漂移，而更多地是杂种优势表现。在生产中，很多种猪

场为了抓住饲养户的心理，把母猪的后臀发育大小作为猪场的选育目标，通过饲养技术过分

发育。购买这些种猪的饲养户回到自己猪场饲养后，饲料条件发生变化，猪的后臀变小了，

不能正常发情配种，其淘汰率一般在 40%～50%左右，很多养猪户在这方面都有很深的教训。 

因此，饲养户在购买种猪时，不要光注重体形，更要侧重于母性特征，要特别关心与繁

殖性能有关的体型外貌，如四肢粗壮结实，第二性征，如奶头、外阴部、体躯结构的匀称等，

仅仅后躯发育特别优秀的母猪不适宜作为种用。如果挑选种公猪，应该侧重瘦肉率、胴体品

质、四肢粗壮、生长速度、饲料报酬等性状和体型外貌，这是提高后代瘦肉率和体型的最好

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