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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随着养猪集中度、规模化、专业化的

提升，公猪站的重要性被同行所认识，国家也推进了

核心公猪站的建设工作，加强公猪品质与精液生产

管理，与国家核心育种场工作形成了很好的配套，这

将对我国养猪效率的提升产生深远的影响。
1 优秀的公猪集中使用可以帮助降成本

通过商业化公猪站，可以实现优秀公猪的集中

管理，可以提高优秀公猪的利用率，减少合格精液的

浪费，精液的品质也会更加稳定，从而保证了优秀基

因的覆盖面与配种效果，降低养猪成本。
1.1 种猪基因品质的每一点提升都能带来价值

所有性状的改进，都会带来新的效益，见表 1。
从表 1 数据可以看出，所有性状的改良，都会带来新

的效益，其中尤以饲料转化率和窝产仔数（核心群公

猪，扩繁群公猪） 为甚，分别达到了 95.2 元与 272
元。因此，选择好的公猪对于全群的基因改良和效

益提升很重要，“母猪好好一窝，公猪好好一坡”。

1.2 如何评估优秀公猪带来的好处
评估的过程较为复杂，根据资料可以得出一些

参考值。在前文单个性状改进带来好处的基础上，

我们可自己算出育种指数带来的价值，举例如下。
（1）根据美国 SGI 公司的资料（美国资深的猪

鲜精生产商），来自母系指数 101 的公猪的女儿作种

用，比来自母系指数 100 的公猪的女儿，每窝增加价

值是$1，即 6 元。
如果您有 40 000 头母猪，在群母猪 MLI 指数

是 116，公猪 MLI 指数是 130。则有：

（130－100）×6＝180 元

（116－100）×6＝96 元

有即 180＋96＝276 元/窝的基因优势，每年创造

了 40 000×2.2 窝/年×276＝2 429 万元的效益，平均每

头母猪增加效益 607 元。
（2）根据美国 PIC 的资料，公猪指数增加 15 点，

头均后代增加 9.15 元，即指数 1 点新增 0.61 元/头。
又以 40 000 头母猪为例，在群母猪指数父系指

数是 129，母系是 116，公猪站指数平均达 130。则有：

（130－100＋116－100）×40 000×23×0.61＝2 581 万元

平均每头母猪增加效益 645 元。
两种算法数据接近，验证了优秀公猪育种价值

的存在。
（3）据华南农业大学李加琪老师 2015 年的研究

表明：多生 1 头，可降低 0.28 元/斤的大猪成本，活仔

数 12 头与 10 头相比而言，成本就是 7.0 与 6.5 的差

别，这在未来将是“生死之别”（2015 年 9 月 18 日，

厦门猪业大会，华南农业大学李加琪）。
总之，公猪站对养猪成本能下降多少取决于公

猪有多好，因此有好公猪才是成功的关键，反过来，

如果公猪不好养猪就可能会失败。
2 如何保证公猪站有好的公猪
2.1 指数越高越好，没有上限，最好都在 140 以上，
但各性状也要均衡

（1）这些指数最好是联合评估得来的，如“华南

种猪遗传评估网 （www.breeding.cn）”、“全国种猪遗

传评估信息网（www.cnsge.org.cn）”等，同行引公猪的

时候，可以参考这些信息源。
（2）在集团化企业内部，最好是 2～3 个不同的核

心场统一用精，跨场评估，有基本的核心群数量，如

单个品种 1 000 头以上，数据量有 10 万条以上，通

过专业化育种软件计算指数，这样的数据会比较精

确，指数也会较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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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性状育种改进带来的效益值

性状
育种值效益参考标准 *

说明 带来的经济效益/元
日增重（0～30 千克） 每天多 10 克 1.088
日增重（30～100 千克） 每天多 100 克 13.6
达 100 千克体重日龄 提前出栏 1 天 20.4
饲料转化率 料重比少 0.1 95.2
瘦肉率 提高 1% 7.48
窝产仔数（母系） 多生 1 头 272
pH 猪肉酸碱度变化 0.1 4.76
屠宰损耗（父系） 屠宰多出肉 1 千克 4.76
合计

注：* 数据引自丹育育种计划，DanBred Breeding Programme
/SEA，http://www.danbred.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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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具备大规模核心群条件的场，更有必要

积极参加联合育种，进行联合评估，才能提高指数的

准确性，相比其它领域的合作联盟，育种上的联盟，

最有必要。国内有“南方种猪联盟”等，该联盟丹系猪

的比例较高，也开展了以丹系、美系等为素材的新品

种选育，具备了较好的高产仔数基因 。
（4）父系指数、母系指数要高，但单个性状的育

种值 ebv 要好、要均衡。如：母系猪大白与长白，通常

以母系指数为主，核心群公猪要 120 以上，核心群高

了，扩繁群自然也高，通常是核心群公猪配种 25～60
窝后，降级用于配扩繁群母猪。除了指数高外，也要

兼顾一下眼肌面积 ebv，与背膘 ebv 等，单个性状 ebv
尽量不选排序排名在后 30％的个体。
2.2 避免陷入体型一定要好的误区

（1）有没有指数又高，体型又好的猪呢？有，但

很少，因为指数超过 150 以上的只有 2％，指数在

120～150 的猪只有 14％，要在这些猪中再寻找体型

好的，就更少。反过来，如果您在引公猪的时候，选了

体型非常好的猪，大概率是指数中等或不高的猪。
（2）那些体型优美，

让人一见钟情的猪，有可

能指数并不高，如图 1，这

些都是指数较高的猪，多

数人会选左二，因为体长

点，而实际上左三、四的

长速更快，产仔数更高，

父系母系指数均较高。
2.3 保证公猪是健康的

（1）我们养猪的疫情状况多年来一直困扰着中

国养猪界的每一个人，影响育种、影响生产、影响效

益，动保行业却因此快速发展，病急乱投医，有时候

我们的猪有一定程度过度治疗。好在国家近两年对

用药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进步很大，这将对未来精

液、种猪交流产生重大的影响，让优秀基因带来的性

能与效益更广更高地表现出来。
这也是国家生猪产业体系从 2014年开始，推进核

心育种场、核心公猪站无特定病原场的创建目的之所

在，做到从实做起，我们的产业的前景就会越来越好。
（2）什么病都没有，肯定最好，所以一般种公猪

站在疾病防控方面投入很高，以 400 头的公猪站为

例，猪舍投入达 20 000 元/头，所以精液成本较高，

卖价也要高，精液带来的价值也更高，实现高投入高

产出。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关于蓝耳病

阴性猪群的效益等相关报道。
（3）当公猪站的猪群稳定，生产表现正常，猪群病

原与抗体状况优于客户场时，也可以认为是可以接受

的，当然主要的疫病，还是要阴性。这样的分级方法，

有利于当前实际环境下，做到资源的最好配置。
低健康等级的场可以到高健康等级的场引种，

反过来则不行。这样也利于大家因地制宜，节约社会

成本，同时一些昂贵的设施，如空气过滤，也可以择

机采用。
国外也有类似的做

法，如在丹麦叫作 SPF
健康系统。所有符合 SPF
条例（SPF-SuS）的 农 场

可获得 SPF 级农场的地

位并颁发健康证书，如

图 2。
有 3 种级别：

第一级，安全级；

第二级，健康级；

第三级，有条件的健康级。
（4）在正常条件下，空气过滤式公猪站，较多采

用定位栏饲养公猪，因此公猪要采用更高的淘汰率。
而饲养在常规水帘风机式的小栏条件下，更新率可

以低一些，所以商品猪精为主的公猪站，有时可以不

用空气过滤。当疫病流行时，空气过滤有一定的优

势，实际上采用空气过滤后，是整体的生物安全意识

与措施都提高了，这也是关键所在。
3 管理好公猪的关键点

随着育种工作的推进，种猪的性能越来越好，以

杜洛克为例，30～100 千克的日增重，从 700 克提升

到了 1 000 克以上，提升了 42.8％，意味着生产管

理、软硬件条件也要有相应 42.8％的改进，管理要更

加精细化，有以下几个关键点。
3.1 避免公猪睾丸的损伤

（1）不能太热，猪舍温度最好在 20 摄氏度以下，

在中国南方，这个要求较高，因此在夏季，公猪的产

能下降较为明显，有 10％左右的降幅。
（2）不能受外伤，避免受到摩擦及被饮水器、料

槽边缘划伤，一旦发生，要马上处理，保持干燥，避免

恶化。
（3）不能挤压，地板缝隙不能过大，不能超过 2.5

厘米，防止睾丸陷进去，造成损伤。
（4）不能有蚊虫叮咬，完全密闭式的公猪舍比较

容易控制，其它类型的猪舍，最好有类似种鸡舍的防

蚊设施。
3.2 避免公猪的肢蹄损伤

（1）地板不能太湿，至少要有 50％的漏粪板。
（2）不能有外伤，发现后要第一时间处理。
（3）必要时要修蹄，尤其是塑胶地板的猪舍，非

常有必要。
（4）定期进小栏活动，定位栏设计的公猪舍要配

图 1 种猪的体型与指数的关系

图 2 认证为 SPF 猪群的标志

其生产模式为封闭式生产模式和
SPF 健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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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10％～20％的小栏，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提高

这个比例。
3.3 定期清洁包皮内外与周边区域

（1）在采精栏时，可以利用机会，进行剪毛处理。
（2）定期用水加抗生素通过无头注射器注入包

皮内，按摩冲洗。
（3）保持地面的干净干燥。
（4）避免采精时污物混入采精杯。

3.4 精液生产时，要做好内部管理
（1）做 好 原 精 检 测 ：活 力 检 测 ，精 子 形 态 检

测，确定每个指标的最低标准，避免使用不合格

的猪精。公猪体温升高时，无论任何原因，精液不

能使用。
（2）生产半成品、成品留样：如稀释剂，成品精

液的留样与质量跟踪。
（3）精液品质与公猪状况的合并分析，及时预

见预警，找到问题所在。

3.5 精液定单与配送，要做好过程控制与客户猪群管理
（1）外部物流配送，要做好包装，对接，保证温度

可控，没有剧烈振动。
（2）长期合作，尤其是距离较近的商品场、条件

对等、物流方便的客户，可以周一、周三、周五 3 次取

精，通过协议固化下来。
（3）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 1 周 2 次取精。
（4）母猪群较小的客户，如 300 头、500 头客户

也可以尝试 3 周批次生产，实现同期断奶、发情与配

种，简化管理，也提升自己的人员效率。
4 小结

通过近几年的人工授精技术与公猪站业务的发

展，公猪与基因的重要性逐步深入人心，在建设公猪

站时，也面临各种新的设计与管理方案，但本质都是

一样，那就是育出好公猪，养好公猪，养好母猪用上

好公猪，才会有好的效率与效益。
（编辑：郭玉翠）

中 国 许 多 人 需 提 高 睡 眠 质 量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 3 月 21 日报道】对许多

中国人来说，一夜好眠只是个梦。上周公布的一项

调查显示，每 4 个接受调查的人当中大约有 3 人受

到失眠的困扰，原因有工作压力大、过度使用智能手

机等。
今天是“世界睡眠日”，而中国睡眠研究会上周

五公布的报告对 6 万名年龄在 10 岁到 45 岁之间的

中国人的睡眠质量进行了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中国人当中，76%的人表示他们

存在入睡困难的问题，还有 13%的人说自己因为缺

乏睡眠而处于“痛苦状态”。只有 24%的人说，他们

的睡眠质量总体来说良好。
91%的受访者说，他们“在睡完觉后仍然感到疲

惫”，以及“因为睡不好觉而无法按时醒来”。
调查还显示，超过 60%的受访者会牺牲睡眠，

花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即便在完成工作后，许多受

访者也会表现出“睡眠延迟综合征”，93%的人在睡

觉前用手机查看消息。
只有 5%的受访者被归类为拥有规律或正常的

睡眠时间和时长。其他国家有关睡眠质量的调查也

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中国睡眠研究会称，无论人们从事何种工作，收

入和社会地位如何，他们都会出现睡眠问题。不过

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相比，初创企业的企业家更容

易受到睡眠质量差的影响。研究称，这些人往往“睡

得晚”、“睡眠时间不规律”和“睡得太少”。
31%的受访者表示，担心早上起不来、不能按时

去上班会影响他们的睡眠质量。21%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梦见了与工作有关的事情。
（转自 参考消息[N]，2017-03-22）

千 禧 一 代 患 结 直 肠 癌 风 险 激 增
【美国大全新闻网 2 月 28 日报道】一项新的研

究显示，与 1950 年出生的人相比，1990 年后出生的

千禧一代患结肠癌的风险增加了一倍，患直肠癌的

风险增加了三倍。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志》月刊今天公布的

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20~39 岁年龄组患结肠癌的比例每年增加 1%~2%。
自 1974 年以来，20~29 岁年龄组患结肠癌的比例每

年增加了 3%以上。
研究显示，40~54 岁年龄组患癌比例也在增加，

不过不那么快了，而超过 55 岁者患癌比例在下降。
这项研究可能促使医生们开始筛查更年轻的患

者。当前的建议是从 50 岁开始筛查，有家族病史者

筛查年龄更低。
该研究负责人、美国癌症学会的丽贝卡·西格尔

称，研究结果“非常令人震惊”，他们没有想到患癌风

险增加那么快。
这项研究对 49 万人进行了观察，通过比较 5 年

时段的癌症发生率来确定患癌的比例和风险。
（转自 参考消息[N]，2017-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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