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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对杜湘猪、杜圩猪横交后代繁殖、生长、胴体与肉质性状进行测定。结果表明，杜湘猪母

猪较杜圩猪母猪体躯更长，背膘相对较厚，但背腰较长而窄；初产繁殖性能及胴体性状两者差异不显著；在肉

质性状上，由于杜湘猪宰前活重极显著高于杜圩猪，脂肪沉积更加充分，使得大理石纹评分高于杜圩猪，其余

指标均表明两者肉质优良。通过横交，毛色分离比例下降，但在繁殖、生长、肉质性状等方面仍存在整齐度低、
一致性差等问题，还需进一步选育提高。

关键词：地方猪；杜湘猪；杜圩猪；横交；后代；测定

中图分类号： S8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67(2015)06-0032-04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 2015 年(第 40 卷)第 6 期

收稿日期：2015-09-22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猪肉品

质的追求越来越高，更加注重瘦肉的质量、风味、
嫩度和口感，而肥瘦相间、肌内脂肪含量高的土猪

肉颇受欢迎[1,2]。土猪肉存在猪肉质量参差不齐，

均匀度、一致性差等问题，消费者难以分辨。
本研究以壹号食品核心育种场 2011-2013 年

杜湘猪、杜圩猪的杂种猪为基础[2]，对其横交后代

繁殖、生长、胴体与肉质性状进行测定，为培育高

繁殖力、生长速度快、肉质优良、一致性高，适合我

国养猪生产实际的优质黑猪奠定基础，也为地方

猪保种、开发与利用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以壹号食品核心育种场杜湘猪、杜圩猪的杂

种猪首次横交后代为样本，于 2013-2014 年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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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世代
窝数

(窝)

产活仔数

(头)

初生窝重

(kg)

黄毛比例

(%)

杜湘猪
0*1) 168 9.32aA±2.03 / 23.91

1 99 8.07bB±2.38 9.97a±2.63 14.27

杜圩猪
0* 91 9.27aA±2.50 / 25.83

1 68 9.07aA±2.26 10.57a±3.09 12.97

项目
杜湘猪 杜圩猪

公 母 公 母

数量 42 89 42 105

始测体重(kg) 32.35cC±4.261） 30.64cC±4.36 46.75aA±4.73 34.82bB±5.17

结测体重(kg) 98.21bB±10.32 97.54bB±12.44 106.32aA±7.03 98.04bB±9.92

试验期(d) 120 128 108 122

体高(cm) 68.25aA±4.39 64.17bB±4.78 64.47bB±9.54 64.08bB±4.31

体长(cm) 115.19aA±6.16 112.93aAB±7.37 113.62aA±5.33 109.78bB±6.54

胸围(cm) 105.90bB±4.56 109.02aA±6.03 110.70aA±3.58 110.90aA±5.25

腿臀围(cm) 84.40bB±5.73 83.57bB±4.57 88.17aA±4.49 89.39aA±4.96

背膘厚(mm) 16.37bB±2.47 22.43aA±4.48 15.83bB±2.87 16.73bB±3.59

平均日增重(g/d) 547abAB±73 523bcAB±82 554aA±58 517cB±64

平均料重比 3.02cC±0.50 3.51bB±0.57 3.93aA±0.52 3.64bB±0.62

表 1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项目
消化能

(MJ/kg)

粗蛋白质

(%)

钙
(%)

有效磷
(%)

赖氨酸
(%)

30-60kg 13.39 16.0 0.65 0.25 0.9

＞60kg 13.18 15.0 0.60 0.22 0.8

内对其进行生产性能测定。选择日龄相近的公、母
猪，体重约 30 kg 转入测定舍。公猪 1 头 / 栏；母

猪 3 头 / 栏；日粮和饲养管理条件一致。试验期营

养水平见表 1。每日饲喂 2 次，湿拌喂料。预饲 7d

后称重，称重前空腹 12 h；100 kg 左右结测，同时

测定体尺和活体背膘厚 （B 超测定倒数第 3-4 肋

背膘厚）。计算试验期平均日增重和料重比。育肥

猪 10 头 / 栏，各挑选体重相近的 15 头进行胴体

与肉质测定，按《瘦肉型猪胴体性状测定技术规范

（NY/T825-2004）》和《猪肌肉品质测定技术规范

（NY/T821-2004）》进行。
利用 SAS 9.0 进行方差分析和 DUNCAN 多重

比较，对杜湘猪和杜圩猪横交后代的体重体尺、生
长测定、胴体与肉质测定等原始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试验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长性能测定

对杜湘猪、杜圩猪公、母猪生长性能分别进行

测定，结果见表 2。杜湘猪杂种猪始测体重平均

31.19 kg，结测体重平均 97.75 kg，公、母之间差异

不显著。杜湘猪公猪体高较母猪高 4.33 cm，差异

极显著；而胸围、背膘厚、料重比极显著低于母猪。
杜圩猪杂种猪，由于公、母始测体重差异极显

著，导致其结测体重差异极显著。公猪体长显著高

于母猪，但体高、胸围、腿臀围、背膘厚差异不显

著。由于始测体重和结测体重大，杜圩猪公猪平均

日增重、料重比极显著高于母猪。
杜湘猪母猪与杜圩猪母猪结测体重差异不显

著，其体高、胸围、日增重和料重比差异不显著，但

体长、腿臀围、背膘厚差异极显著。杜湘猪母猪体

长较杜圩猪母猪长 3.15 cm，腿臀围低 5.82 cm，

背膘厚高 5.70 mm。
2.2 初产繁殖性能

杜湘猪、杜圩猪横交后代结测后，选择部分继

续横交（表 3），两者（1 世代母猪）初产活仔数均低

于其父母代（0 世代），其中杜湘猪 1 世代产活仔

数 8.07，极显著低于其父母代和杜圩猪母猪。1 世

代初产活仔数变异系数分别为 29.58%、24.92%。
初生窝重两者间差异不显著。

由于杜湘猪、杜圩猪为杂种猪，0 世代产仔时

黄毛比例达到 23.91%、25.83%，毛色分离现象严

重。然而，1 世代母猪产黄毛比例分别降低了

9.64%、12.86%。该结果也表明，通过毛色选择及横

交代次的增加，黑毛基因会趋于纯合，黄毛比例也

会随之下降。
2.3 胴体与肉质性状测定

分别挑选 15 头育肥猪进行屠宰（表 4）。在胴

体性状方面，杜湘猪、杜圩猪宰前活重差异极显

著，但两者屠宰率、背膘厚、胴体长、眼肌面积和瘦

肉率等胴体性状差异均不显著，平均为 74.39%、
3.07 cm、27.92 cm2、60.51%。在肉质性状上，两者

表 2 杜湘猪、杜圩猪生长性能测定结果

1）：同行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表 3 杜湘猪、杜圩猪横交后代初产繁殖性能

1)：0 世代数据引自《不同黑猪杂交组合生产性能研究

与分析》；同列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P＜

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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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湘猪
项目

杜湘猪 杜圩猪

项目 数值 变异系数(%) 数值 变异系数(%) 数值 变异系数(%)

宰前活重(kg) 112.35aA±9.91 8.82 94.95bB±6.10 6.42 pH1 6.35a±0.23 3.68 6.39a±0.13 2.05

屠宰率(%) 74.81a±2.40 3.21 73.96a±1.32 1.79 肉色 3.29a±0.55 16.59 3.13a±0.56 17.74

背膘厚(cm) 3.22a±0.52 16.24 2.91a±0.46 15.81 大理石纹 3.11aA±0.60 19.37 2.64bB±0.46 17.43

胴体长(cm) 84.82a±5.02 5.92 84.33a±3.88 4.60 失水率(%) 2.46a±0.77 31.25 3.26a±1.45 44.46

眼肌面积(cm2) 27.44a±6.29 22.92 28.39a±5.18 18.25 熟肉率(%) 73.59a±3.48 4.73 73.21a±4.05 5.53

胴体瘦肉率(%) 59.09a±3.67 6.22 61.93a±3.74 6.03 滴水损失(%)1.52bB±0.69 45.75 2.18aA±0.89 41.00

杜圩猪

数值 变异系数(%)

在大理石纹评分和滴水损失两性状上差异极显

著，其余性状差异不显著。pH1 平均 6.40，肉色平

均 3.2，大理石纹平均 2.9。各项指标均表明两者

的肉质相对较好。
杜湘猪、杜圩猪各性状间的变异系数差异较

大，其中背膘厚、眼肌面积、肉色、大理石纹、失水

率、滴水损失等性状变异系数较高，尤其是失水率

和滴水损失，两者的变异系数均在 30%以上。同一

性状，两杂种猪的变异系数趋于一致，如滴水损失

变异系数均超过 40%。
3 讨论

3.1 杜湘猪、杜圩猪比较分析

湘西黑猪包括桃源黑猪、浦市黑猪和大合坪

黑猪 3 个类群，初产活仔数 7.5 头。桃源黑猪育肥

期日增重 402.67 g，宰前体重 99.27 kg，瘦肉率

38.69%；浦市黑猪宰前活重 80.8 kg，瘦肉率

48.23%[3]。圩猪初产仔数 8.31 头，育肥期日增重

394 g[4]；瘦肉率在 38%～44%（75～120 kg 体重）

之间[5]。本研究杜湘猪、杜圩猪横交后代在初产活

仔数、日增重、瘦肉率等生产性能上优于其相应的

杂交母本，表现出良好的杂种优势。
湘西黑猪类群之一桃源黑猪与杜洛克为亲本

培育了湘村黑猪新品种[3,6]。湘村黑猪初产活仔数

10.29 头。在 22.78 kg～94.50 kg 体重期间日增

重 696.32 g，料重比 3.26；屠宰体重 93.28 kg，

瘦肉率 59.83%[6]。本研究杜湘猪横交后代在繁殖、
生长和胴体性能等方面与新品种湘村黑猪仍存在

一定差距。该结果与杜湘猪、杜圩猪未经系统选育

有关。
从体尺数据上看，杜湘猪母猪较杜圩猪母猪

体躯更长，背膘相对较厚；从体型外貌上看，杜湘

猪背腰窄，后躯欠发达；而杜圩猪猪背腰较宽，体

型较丰满。这可能与湘西黑猪背腰较长而窄[4]，圩

猪后腿相对丰满有关[7,8]。在初产繁殖性能上，1 世

代杜圩猪优于杜湘猪，差异极显著；在胴体性状

上，两者差异不显著；在肉质性状上，各项指标均

表明两者肉质优良。由于杜湘猪宰前活重极显著

高于杜圩猪，脂肪沉积更加充分，使得大理石纹评

分高于杜圩猪。总体而言，杜湘猪、杜圩猪横交后

代在生产性能上难分伯仲，尽管初产繁殖性能上

存在一些差异，但可能仅与未经选育，生产潜力未

能充分发挥有关。
3.2 毛色分离分析

毛色是家猪重要的品种特征之一，目前已揭

示控制猪毛色的等位基因位点有 9 个，基因间的

复杂互作使得猪的毛色遗传非常复杂，其中黑色

对棕红色为不同程度的显性遗传，表现为完全显

性和不完全显性 2 种类型，国内多数黑猪对棕红

色呈显性遗传[9]。然而，本研究中杜洛克为棕红

色，湘西黑猪、圩猪为国内黑色地方猪种，杜湘、杜
圩出现较高比例黄毛，即表现为黑色对棕红色的

不完全显性。当然，高比例的毛色分离现象，也可

能与湘西黑猪、圩猪早期的遗传改良使其含有其

它品种血缘有关[2]。
在本研究选种过程中，杜湘、杜圩仅在同窝中

无毛色分离的仔猪中进行留种，可以相对较快的

固定毛色基因，黄毛比例下降明显。亦可通过测交

剔除隐性个体，但会延长世代间隔。湘村黑猪培育

过程中，通过毛色测交的方式剔除隐性个体，棕

红、黄色比例由 1 世代的 20.32%降至 5 世代的

1.56%，毛色基因随着横交代次的增加逐渐纯合，

黑毛表型趋于稳定[6,10]。在新品种培育过程中，由

表 4 杜湘猪、杜圩猪胴体与肉质性状测定

注：同列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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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杂种优势的利用，杂交后代横交会出现不同比

例的毛色分离现象，因而在提高生产性能的同时，

应尽快固定毛色基因，对于提高毛色的整齐度、一
致性具有重要意义。
3.3 一致性问题探讨

本研究中，杜湘猪、杜圩猪 2 个世代初产活仔

数变异系数均超过 20%；公母猪育成期平均日增

重 变 异 系 数 分 别 为 13.31%、15.63%、10.57%、
12.45%；胴体和肉质性状亦有部分性状变异系数

超过 10%，甚至超过 30%。这些结果表明，杜湘猪、
杜圩猪个体间差异较大，总体整齐度偏低，一致性

较差。
新品种的培育是个艰辛的过程，要综合考虑生

长速度、猪肉品质、母猪繁殖性能和相对均一的毛

色等方面。通过全面评价，才能制订一个长期的育

种规划[1]。因此，在杂交利用及新品种培育过程中，

要注重配合力的测定。通过传统的育种方法加强选

育，在充分发挥其生产性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总体的整齐度。同时，可结合现代分子育种技术，指

导辅助育种工作，提高选择的效率和准确度[11]。从

而提高商品代的均匀度和一致性，提升黑猪产业

竞争力，满足消费者对猪肉品质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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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永顺杯”优秀论文评选启事

为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活跃学术气氛，将畜牧兽医科技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本刊决定

评选 2015 年度“永顺杯”优秀论文。本刊将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对获奖的优秀论文作者颁发证书

及奖金。评选结果将于本刊 2016 年第 1 期公布。
1、评选范围：本刊 2015 年度 1-6 期发表的文章。
2、评选数量：优秀论文 17 篇，分设特等奖 1 篇、一等奖 2 篇、二等奖 4 篇、三等奖 10 篇。其中以

学术研究类为主，兼顾综述类与实用技术类。
3、奖金来源：总奖金 30000 元，由广东永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赞助。其中特等奖奖金

8000 元 / 篇；一等奖奖金 3000 元 / 篇；二等奖奖金 1500 元 / 篇；三等奖奖金 1000 元 / 篇。

欢 迎 广 大 畜 牧 兽 医 工 作 者 踊 跃 投 稿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编辑部

2015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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