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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授精加快遗传进展

时代    良种    组织    价值



1、时代：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模型





2、良种：提升生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l打造协同高效的育种体系：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国家核心种公猪站+

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国家生猪战略种源基地）

l构建全产业链育种数据体系：获取全产业链育种大数据，支撑高效精

准育种

l完善种猪生物安全体系：构建和完善种猪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大幅提

高种猪健康水平

l提升品种创新和资源利用水平：提升品种创新能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l提高生猪育种服务效能：建立多元化高效育种技术服务体系，支持育

种企业和商品猪生产企业提升品种改良可持续发展能力



3、组织：集中优质资源选育，成果普惠分享

l育种组织选择：集中社会优质资源聚焦选育，育种成果普惠分享

ü发达国家育种模式：国外专业育种公司育种、联合育种

ü我国养猪育种模式：养猪集团专业育种、专业种猪公司育种、

母猪场自循环选育



4、价值：大型高标准社会化供精加快遗传进展



1

l河南秀博公猪站



二、批次生产提高生产效率

优势    劣势    设计    关键点



1、批次化生产优势

l人员：集中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和人效；更有利于安排员工休假；

l猪群：同批次猪群统一管理，管理流程清晰；

l方法：做好环境管理和饲养管理，提升猪场生产成绩；

l环境：批次猪群全进全出，提升猪场生物安全管控强度；

l设备：产床利用率最大化，可达100%;

l防病：对外最大优势減少拉猪车频率：

l市场价值：大批量断奶和出栏销售。



2、批次化生产不足

l猪场工作大量集中在一个阶段，对员工素质和能力要求较高，劳

动强度大；

l栏舍利用率不能最大化，如定位栏；

l对内集中人员工作时，有互相交叉；

l后备母猪及时补充。



3、批次化生产工艺参数及设计

l批次生产的计算：

ü母猪两次分娩间隔天数（147天）：

ü哺乳期（24-26天）+断配间隔（5-7天）+妊娠期（丹系：116

天；美系114天）

3000头母猪批次计算
批次间隔天数 批次数 每批次猪群数量

7（周生产制） 147/7=21 3000/21=143
14（双周生产制） 147/14=10 3000/10=300
21（三周生产制） 147/21=7 3000/7=429
35（五周生产制） 147/35=4 3000/4=750



项目 公司标准

后备母猪发情配种率 92%

受孕率 92%

分娩率 90%

断奶母猪7天内发情配种率 90%

窝均活仔数 13.5 

窝均健仔数 13

平均初生重 1.3

哺乳仔猪断奶成活率 96%

空怀母猪比例 5%

l根据产房栏位数计算
五周生产模式

产房栏位数 300 

批次分娩母猪数 300.00 

批次配种总数 333.33 

批次配种断奶母猪数 270.00 

批次配种补充后备母猪数 63.33 

定位栏数量 1333.33 

空怀栏数量 66.67 

隔离栏数量 引种频率决定

规模（生产母猪数） 1333.33 

批次补充后备母猪数 68.84 

后备母猪年配种数 633.33 

生产母猪年更新率 47.50%



项目 公司标准

后备母猪发情配种率 92%

受孕率 92%

分娩率 90%

断奶母猪7天内发情配种率 90%

窝均活仔数 13.5 

窝均健仔数 13

平均初生重 1.3

哺乳仔猪断奶成活率 96%

空怀母猪比例 5%

l根据猪场规模和生产节律计算
五周生产模式

母猪规模（生产母猪数） 3000

批次配种头数 750.00 

批次分娩窝数 675.00 

批次配种断奶母猪数 607.50 

批次配种补充后备母猪数 142.50 

后备母猪年配种数 1425.00 

生产母猪年更新率% 47.50%

后备母猪批次补充数 154.89 

定位栏数量 3000

空怀栏数量 150

隔离栏数量 引种频率决定



4、批次化生产关键点

及时补充优质健
康的后备母猪

分娩率、断配率要更高
（90%以上） 员工能力要求高

关键点、难点

1、引种、隔离、驯化；
2、诱情管理；
3、营养管理；
4、背膘管理：日龄、
体重；
5、健康度高。

1、营养管理（妊娠前期、中
期、后期，哺乳期）；
2、健康管理（免疫、保健、
驱虫、生物安全、子宫炎等）；
3、环境管理（温度、湿度、
光照、空气质量等）；
4、问题母猪管理处理与淘汰
（超期、返情、空怀、流产、
炎症等）。

1、员工技能：配怀分
娩一体、饲养技术一体，
对员工能力要求更高；
2、执行力：是否到位；
3、训战：员工的培训
和实践管理；
4、团队派工：团队的
分工和合作。

资源配置要求高

1、定位栏配置：定位栏
数量高，与母猪规模一致；
2、育肥场配置：随时保
证4-5个批次断奶猪的栏
位；
3、规模要求：五周批适
合3000头以下规模，高于
3000头就需要分场或分线。



5、批次化生产与社会化供精结合提高利用效率

繁殖节律 精液利用间隔天数 公猪年采精利用次数 公猪产能利用率

连续生产 5 73 100.00%

一周生产制 7 52 71.23%

两周生产制 14 26 35.62%

三周生产制 21 17 23.29%

五周生产制 35 10 13.70%



三、普惠育种促进稳健经营

概念    做法    优势    案例
普惠育种促进稳健经营普惠育种促进稳健经营



1、普惠育种模式概念解读

l普惠育种：

ü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

ü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育种服务需求的各养猪主体

ü提供适当、有效的育种服务



2、普惠育种模式做法

普惠育种模式



普惠育种模式下杜长大商品猪生产



普惠育种基因传递模式图





l终端父本性能水平是影响养猪成本的关键

杜洛克：100%

长白猪：100%

大白猪：100%

长白猪:大白猪=50%:50%

杜洛克:长白猪:大白猪=50%:25%:25%



普惠育种模式关键要素

l重要目的：各猪场能繁母猪全部实现场内（公司）自循环

l关键资源：大型高标准核心育种场和现代化种公猪站建设

l支撑技术：基因组选种和基因组选配联合应用

l模式目标：体系内所有母猪场能够实现联合育种



l 基因组选种：测定基因组序列，参考大数据，计算猪只遗传性能;

l 基因组选配：通过基因组匹配分析，筛选最佳的公母猪交配组合，使其后代基
因效应值最大，生产性能最佳。

公猪

母猪

后代

√
①                     ②                      ③                      ④ ⑤



料肉比

日采食量(g)

30-120kg天数

日增重(g/d)

精准选配组 随机配种组 变化量

料肉比降低     0.1085、       0.1011
日采食量减少   46.654g、    20.152g  
出栏天数少      2.6200天、   2.0224天
日增重增         22.6000g、   24.9738g

基因组精准选配：显著降低商品猪料肉比

试验一 试验二



公猪数越多，精准选配效果越好

公猪数量 料肉比

日采食量      30-120kg天数    日增重        背膘厚        眼肌面积

变化值
(实际值)

参配公猪达到3000头时，料肉比可降低0.1439！



3、普惠育种模式优势

普惠育种模式的优势



不同种母猪自循环生产模式的优缺点和适用条件



4、普惠育种模式案例分享

ü规模：6700头

ü生产模式：周批次生产、公司+农户

ü栏舍：传统栏舍、平层结构、分三条线管理

ü与扬翔深度合作，由扬翔农牧提供种猪、秀博天梯山楼房公猪站

提供猪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