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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研究新丹系长白猪与大白猪在肥育阶段的采食习性和生长性能，以及料重比和生长速
度的关系，试验选用体重（39.5±2.65）kg 的长白猪 90 头和体重为（39.7±2.61）kg 的大白猪 135 头，
采用润农全自动种猪生产性能测定系统采集猪只体重为 40~100 kg 阶段的采食性状。结果表明，
新丹系种猪采食习性的高峰期分布在 6：00~9：00 和 15：00~18：00 两个时间段，长白猪的采食时长
显著高于大白猪（P＜0.05）；在生长肥育阶段，随着猪只体重的增加，采食量显著提高（P＜0.05），采食
时长显著降低（P＜0.05），料重比显著升高（P＜0.05）；测定期间长白猪和大白猪料重比与日增重呈极
显著负相关（P＜0.01），长白猪料重比与 3 点平均背膘厚度呈显著正相关（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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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不断从国外引进大量丹系种猪，

是因为丹系猪繁殖性能较高，且体型外貌符合市场

需求[1]，而如何养好丹系猪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所以

研究丹系种猪的采食习性和生长性能，以更好地发

挥丹系猪的生长潜力显得尤为重要。
采食习性和生长性能是影响养猪生产效益的

两类重要的经济性状。采食是动物从外界获得营养

物质以维持生命和满足生产需要的重要习性，包括

采食量、采食时长和采食次数等[2]。采食习性中包含

了大量的重要信息，受猪只的品种、饲粮、生理状况、
生长阶段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生长性能是猪生产

和育种的关键目标，包括料重比、日增重、校正达

100 kg 体重的日龄等 [3]，这些也是衡量猪只生长速

度和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准。
本文收集分析了新丹系长白猪和大白猪在生

长肥育阶段采食习性和生长性能的数据，观测不同

体重阶段对猪采食和生长的影响，并研究了料重比

和生长速度的关系，为提高猪场生产效益和开展优

良种猪选育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与地点

试验于 2016 年 7 月 8 日至 9 月 17 日在郴州市

桂阳县方元镇燕塘乡新湘农枫山猪场进行。
1.2 试验设计

选取体重为（39.5±2.65）kg 的长白猪 90 头，平均

随机分布于 6个测定站；另外选取体重为（39.7±2.61）kg
的大白猪 135 头，平均随机分布于 9 个测定站。猪只健

康状况良好，整个试验过程让其自由采食和饮水，当猪

只体重达到（100.41±8.76）kg 时结束饲养试验。
1.3 饲养管理

猪舍为全封闭式，纵向负压式通风，水帘降温，

试验前对测定站进行全面的清洗消毒，对仪器进行

调试和校准。各测定站环境条件一致，猪只饲喂颗

粒料，进行常规免疫。
1.4 测定方法

每个测定站采用润农全自动种猪生产性能测定

系统全天 24 h 实时记录每头猪的采食次数、每次采

食量、采食时长和体重。背膘厚由 A 超测得，为距背

中线 5 cm 肩胛处、胸腰结合处和腰荐结合处 3 点背

膘厚度的平均值。
1.5 统计分析

试验所得数据用 Excel 2010 进行初步整理，运用

SPSS 19.0 的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长白与大白采食量、
采食时长和采食次数的差异，运用 One-Way ANOVA
分析不同体重阶段数据间的差异，运用 Pearson 相关

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白猪与大白猪采食习性的比较

由图 1 可知，长白猪与大白猪的采食节律基本一

致，在全天 24 h 各个时间段均有采食，且采食习性的

高峰期均在 6：00~9：00 和 15：00~18：00 两个时间段，

其中 15：00~18：00 的采食次数和采食量高于 6：00~
9：00 时间段。长白猪在 15：00 时采食量和采食次数

最多，大白猪在 17：00 时采食量和采食次数最多。就

整个群体而言，采食习性主要发生在白天，夜间较

猪 场 建 设 与 经 营

73

DOI:10.13257/j.cnki.21-1104/s.2016.06.023



少。由表 1 可知，在整个试验周期中，长白猪的日采食

时长显著高于大白猪（P＜0.05），而日采食量和日采食次

数在两个品种间差异不显著（P＞0.05）。

2.2 不同体重阶段的猪只采食习性的比较

由表 2 可知，不同体重的猪只对采食习性有显

著影响，随着体重的增加，长白猪日采食量显著提

高，在 90~100 kg 阶段达到最高，长白猪日采食次数

随着体重的增加而增加，长白猪日采食时长随着体

重的增加显著降低（P＜0.05）。由表 3 可知，大白猪的

日采食量随体重的增加显著提高（P＜0.05），大白猪的

日采食次数在整个试验阶段相对稳定（P＞0.05），大白

猪的日采食时长随着体重的增加显著降低（P＜0.05）。
2.3 不同体重阶段的猪只生长性能的比较

由表 4 可知，在 40~100 kg 体重阶段，长白猪日

增重先增大后减少，在 60~70 kg 时达到最高值，相

邻体重阶段日增重差异不显著（P＞0.05），长白猪料

重比随着体重的增加而显著升高（P＜0.05），在 90~
100 kg 时达到最高值。由表 5 可知，大白猪日增重在

不同体重阶段无显著变化（P＞0.05），但大白猪料重

比 80~90 kg 和 90~100 kg 体重阶段显著或极显著

高于其它体重阶段。

2.4 料重比与生长速度的关系

由表 6 可知，长白猪料重比和日增重呈极显著

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09，长白猪料重比和 3 点平

均背膘厚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390。由表 7
可知，大白猪料重比和日增重呈极显著负相关，相关

系数为-0.583，大白猪料重比和 3 点平均背膘厚相

关性未达显著水平。

表 7 大白猪料重比与生长性能的相关性
项目 日增重 3 点平均背膘厚 校正达 100 kg 体重的日龄

料重比 -0.583** 0.267 0.139
P 0.001 0.070 0.350

表 3 大白猪在不同体重阶段采食习性的比较（n=135）
项目 日采食量/kg 日采食次数/次 日采食时长/min

40~50 kg 体重阶段 1.67 a±0.2 7.89±2.87 56.50 a±8.88
50~60 kg 体重阶段 1.95 b±0.25 8.01±2.97 55.13 a b±8.24
60~70 kg 体重阶段 2.13 c±0.3 8.18±2.26 52.88 b±12.75
70~80 kg 体重阶段 2.18 c±0.34 8.39±3.08 48.44 c±9.25
80~90 kg 体重阶段 2.29 c±0.31 8.07±3.01 45.36 d±7.02
90~100 kg 体重阶段 2.37 d±0.34 7.83±2.69 42.63 d±8.83
P 0.029 0.608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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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白与大白猪的采食习性
项目 长白（n=90） 大白（n=135）

日采食量/kg 1.86±0.35 1.86±0.26
日采食次数/次 8.79±2.12 7.39±1.96
日采食时长/min 55.51 a±10.72 43.84 b±6.15

注：同行肩标相邻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 2 长白猪在不同体重阶段采食习性的比较（n=90）
项目 日采食量/kg 日采食次数/次 日采食时长/min

40~50 kg 体重阶段 1.50 a±0.16 7.03 a±2.05 64.83 a±11.25
50~60 kg 体重阶段 1.76 b±0.22 8.10 b±2.44 61.86 a b±11.76
60~70 kg 体重阶段 1.98 c±0.29 9.12 b c±2.92 59.51 b c±10.78
70~80 kg 体重阶段 2.12 d±0.25 9.61 c±2.87 56.04 c d±9.75
80~90 kg 体重阶段 2.32 e±0.33 10.39 c d±3.18 55.83 c d±10.71
90~100 kg 体重阶段 2.45 f±0.3 10.69 d±3.09 54.68 d±10.01
P 0.001 0.077 0.166

注：同列肩标相邻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相隔小写字
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含相同字母或无肩标表示差异不
显著（P＞0.05），下同。

表 4 长白猪在不同体重阶段生长性能的比较（n=90）
项目 日增重/kg 料重比

40~50 kg 体重阶段 0.84 a±0.13 2.02 a±0.3
50~60 kg 体重阶段 0.912 a b±0.14 2.25 b±0.36
60~70 kg 体重阶段 0.94 b±0.16 2.42 c±0.46
70~80 kg 体重阶段 0.9 a b±0.19 2.69 d±0.5
80~90 kg 体重阶段 0.93 b c±0.19 2.9 e±0.63
90~100 kg 体重阶段 0.912 a c±0.17 3.11 f±0.72
P 0.446 0.008

表 5 大白猪在不同体重阶段生长性能的比较（n=135）
项目 日增重/kg 料重比

40~50 kg 体重阶段 0.82±0.16 2.07 a±0.36
50~60 kg 体重阶段 0.80±0.14 2.46 b±0.4
60~70 kg 体重阶段 0.85±0.23 2.63 b±0.57
70~80 kg 体重阶段 0.79±0.2 2.82 c±0.47
80~90 kg 体重阶段 0.80±0.24 3.00 d±0.64
90~100 kg 体重阶段 0.84±0.3 3.07 d±0.82
P 0.495 0.041

表 6 长白猪料重比与生长性能的相关性
项目 日增重 3 点平均背膘厚 校正达 100 kg 体重的日龄

料重比 -0.609** 0.390* 0.052
P 0.001 0.016 0.759

注：** 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表示显著相关（P＜0.05），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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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白与大白采食习性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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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长白猪与大白猪的采食习性

本试验通过对一天中不同时间段长白猪和大

白猪采食习性的研究发现，每头猪每天需要约 60 min
来采食，因此在单料槽猪舍内的理论最大饲养头数

为 24 头。整个试验群体 56.11%的采食习性发生在

6：00~9：00（24.21%）和 15：00~18：00（31.9%）这两个

时间段内，说明采食行为白天比晚上活跃，下午比上

午活跃，因此在非自由采食情况下将饲喂时间集中

在 6：00~9：00 和 15：00~18：00 内更符合猪只采食习

性的生物规律。猪只每日的采食量分布规律与采食

次数分布一致，表明采食频率可以作为判断采食量

大小的重要标准。由于长白猪与大白猪采食量和采

食次数接近，但采食时长长白显著高于大白，表明大

白的采食速度要比长白快，所以在非自由采食的情

况下，长白的饲养密度应低于大白，否则可能会因竞

争采食而出现打架行为[4]。
3.2 不同体重阶段猪只的采食习性

在 40~100 kg 体重阶段，随着日龄和体重的增

加，猪只的采食量也逐渐增加，在 100 kg 时达到最

高。因为随着猪只的生长发育，需要更多的营养物

质来维持自身生命活动和满足生长需求，而且胃肠

道的容积也在不断增大，所以采食量越来越多[5]。另

一方面，采食时长随着体重的增加逐渐的降低，说明

猪只的采食速度在加快，食槽的利用效率在提高[6]。
长白猪的采食次数随着体重的增加而显著提高，所

以在生产实践中可以考虑适当增加长白猪的饲喂次

数以满足其采食需求。猪采食的遗传潜力决定了其

采食习性的发生，这种遗传潜力在不同的生长发育

阶段有不同的表现[7]。不同体重阶段猪只随着生长

发育，它们的采食习性和生长性能都会有所变化，所

以建议在肥育阶段可以在不同的体重阶段来选择不

同营养水平的饲粮或制定不同的饲养管理方法，做

到精细化饲喂[8-9]。另外，研究表明丹系种猪可在较

短时间内适应华南地区高温高湿的环境，繁殖力强，

哺乳性能好，生长速度也比本地猪只快，所以丹系种

猪是优良的育种素材[10-11]。
3.3 料重比与日增重的关系

料重比与日增重呈极显著负相关，所以在生产

中除了关注猪只的采食量，料重比也是决定猪只生

长速度的关键因素，在育种工作中，我们往往通过

生长速度和重要的胴体特性来进行简单的种猪选留[12]，

因为这些特性都是可以进行直接测定和计算的，所

以往往容易忽视料重比的重要性。但文献报道工作

实践中如果不把料重比当作遗传选择中的一个选

择标准，可能会导致该遗传特征的退化 [13]。研究表

明，料重比的大小还与猪只品种相关，新丹系纯种

猪的料重比显著低于二元猪和阉公猪 [14]，根据我们

的结果，料重比越低，生长速度越快，这也是为什么

纯种猪（长白猪、大白猪）的生长速度比二元（长大、
大长）和阉公猪快的原因之一。猪只日增重的高低，

除了与料重比相关外，还受饲养环境、健康状况、饲
粮营养水平和适口性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生产实

践中，还可以通过优化饲粮营养水平、改善饲养环

境等途径，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产潜力[15]。
4 结论
4.1 猪只采食习性的高峰期集中在 6：00~9：00 和

15：00~18：00 两个时间段。
4.2 随着体重的增加，猪只日采食量逐渐增加，日

采食时长逐渐减少，料重比逐渐升高。
4.3 长白猪与大白猪的料重比和日增重均呈极显

著负相关，长白猪的料重比与背膘厚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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