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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业发展优势



Ø     在生猪产业战略布局中，陕西位置优势显著。国家生猪产业

布局正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转移，西北地正在成为国家生猪产业

的主产区。陕西是西北的门户，具有明显的位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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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与中东部省区相比，陕西地广人稀少、人口密度小、生物安

全优势显著。陕西省总面积205624.3km2，人口3954万人，密度为

192.3人/km2，远远低于中东部省份。另外，高原占全省面积的

45%，高原地区通风性好。

   



Ø     陕西气候相对干燥、地势相对高造，玉米和小麦等霉变少、饲料

资源质量优势显著。高质量的饲料资源、丰富的营养，是生猪产业发

展的物质基础。受自然气候和地理位置影响，陕西省饲料粮质量好。



Ø     陕西猪种资源丰富，品种优势显著。拥有八眉猪和汉江黑猪

等国家级保护地方猪品种，汉中白猪和关中黑猪等培育品种。安

康阳晨和城固顺鑫等公司的大白猪等外来品种，质量好。



Ø     陕西高校和研究院多，科研教育人才优势显著。拥有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和杨凌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等学府，为生猪产业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和人才保障。



Ø     陕西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排头兵，政策优势显著。先后设立

了杨凌高新农业产业技术示范区、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农业标准化

合作示范区、我国唯一的农业自贸区——陕西自贸区杨凌片区等。



二、 产业发展现状



Ø         2022年，陕西省生猪出栏1278万头，生猪存栏904万头，能

繁母猪存栏86万头，猪肉产量102万吨，整体约占全国的2%。



Ø     近年，陕西省本土涌现出了石羊集团和陕西正能等一大批生

猪龙头企业。2022年石羊集团在陕西先后共建设猪场 24 个，生

猪出栏80万头，能繁母猪存栏6万头。



Ø     2022年正能集团投资2.6亿元在陕西先后共建设猪场7个，能

繁母猪存栏2万头，生猪出栏约40万头。



Ø     近年，牧原、温氏等省外大型养猪企业，也不断向陕西扩张和

发展。其中，牧原集团投资24亿元先后在陕西渭南、宝鸡等地共建

设猪场 25个，能繁母猪存栏5.57万头，2022年生猪出栏80.70万头，

预计2023年出栏145万。



Ø     温氏集团投资14亿（含三个总部饲料厂）建设七个种猪场，

能繁母猪存栏4.3万头（含纯种0.6万头），生猪出栏63万头。



Ø     新希望集团，先后在陕西咸阳、延安、渭南等地共建设猪场

4个，投资8500万元。建成后，能繁母猪年存栏将达到5万头，生

猪出栏将达到90万头。





三、 未来发展趋势



Ø 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陕西省将

大力实施“两减一增”（减化肥和农药，增有机肥）工程，构建生

态循环养猪业。

（一）生态循环养猪业



Ø 由于生态环境脆弱、饲料资源总体欠乏等因素制约，节能减排、

提质增效、节约化和规模化集约化，将是陕西省养猪业转型升级中

重要的发展模式。

（二）节约化与集约化



Ø 陕西人口稀少、劳动力资源缺乏，随着电子与信息技术的发展

和进步，自动化生产和智能化管理，将是养猪业发展的重要方式。

（三）自动化与智能化



四、 秦川黑猪新品种培育背景



路兴中教授

Ø 关中黑猪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路兴中等老一辈专家培育

而成。该品种适应性强、抗病、肉质好，是省级保护猪种，入选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名录。



Ø 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外来品种冲击，关中黑猪数量锐减、

逐渐退化。2012年开始，进行提纯复壮研究。



Ø 在提纯复壮和新品种培育工作中，先后得到了国家和

省市等的大力支持。   

项目名称 负责人 来源 执行期限

关中黑猪提纯复壮及优质瘦肉型猪配套系选育技术研
究

杨公社 省科技统筹 2012-2014

猪优质肉种质资源保护，分子基础挖掘与创新利用 孙世铎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14-2016

生猪健康养殖关键技术集成与产业化示范 孙世铎 省农业农村厅 2016-2021

关中黑猪新配套系选育关键技术研究 于太永 省重点研发计划 2017-2019

特色地方猪遗传资源开发与优质猪品种选育 杨公社 省重点产业链 2018-2020

北方地区猪新品种（配套系）培育及良繁 于太永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2022–2026



Ø  经过多年的工作，关中黑猪的各项性能指标基本恢复。

体长 98.7 cm 瘦肉率 46.47%

体高 52.4 cm 脂肪率 38.43%

胸围 96.8 cm 大理石纹 3.75分

平均日增重 487 g/天 不饱和脂肪酸 56.43%

料肉比 4.43:1 必需氨基酸 6.33%

产仔数 9.7

提纯复壮前

体长 109.8 cm 瘦肉率 48.96%

体高 57.0 cm 脂肪率 33.96%

胸围 104.6 cm 大理石纹 4.00 分

平均日增重 561 g/天 不饱和脂肪酸 58.57%

料肉比 3.56:1 必需氨基酸 6.84%

产仔数 11.7

提纯复壮后



五、 秦川黑猪新品种培育主要进展



Ø    2017年开始，以丹系大白

猪为父本，关中黑猪为母本，

开展优质高繁型黑猪新品种

（秦川黑猪）培育工作。



Ø 2018-2019年，进行横交固定，200余窝；

Ø 2020年-至今，开始进行群体继代选育；

Ø目前，群体继代选育已进行至第3代。



目前每世代群体

数量群体继代选育世代数 数量（头数）

第3世代 144（♂74+♀70）

第2世代 81（♂11+♀70）

第1世代 25（♂4+♀21）



月龄 性状 样本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初生 体重（kg） 602 2.25 0.30 1.21 0.24 19.80%
断奶 体重（kg） 489 10.50 2.30 5.83 1.48 25.39%

二月龄

体重（kg） 371 16.65 4.30 10.73 2.10 19.57%

体长（cm） 371 60.00 25.00 37.92 8.72 23.00%

体高（cm） 371 63.00 26.00 44.92 9.33 20.77%

胸围（cm） 371 60.50 37.00 48.94 3.95 8.07%

管围（cm） 371 11.50 7.00 9.65 0.65 6.74%

四月龄

体重（kg） 190 40.00 16.05 27.60 4.94 17.90%

体长（cm） 190 51.00 36.00 44.61 3.09 6.93%

体高（cm） 190 79.00 48.00 64.02 5.47 8.54%

胸围（cm） 190 77.50 57.00 66.10 4.34 6.57%

管围（cm） 190 14.00 10.00 11.85 0.74 6.24%

六月龄

体重（kg） 126 78.00 52.50 63.21 6.51 10.30%

体长（cm） 126 68.50 53.50 59.57 3.13 5.25%

体高（cm） 126 105.00 82.00 90.18 4.15 4.60%

胸围（cm） 126 103.50 84.30 90.10 4.02 4.46%

管围（cm） 126 16.50 12.00 14.89 0.77 5.17%

不同月龄秦川黑猪体重和体尺性状的统计分析（第3世代）



月龄 性状
性别 年份 季节 胎次

df F df F df F df F
初生 体重 1 1.67 1 1.90 3 3.86** 1 0.26
断奶 体重 1 0.06 1 4.02* 3 30.17** 1 2.03

二月龄

体重 1 3.25 1 0.83 3 29.24** 1 0.21
体长 1 4.64* 1 81.62** 3 62.00** 1 10.16**

体高 1 10.82** 1 85.78** 3 144.36** 1 12.10**

胸围 1 0.19 1 0.89 3 41.92** 1 0.00
管围 1 0.54 1 0.54 3 13.24** 1 0.77

四月龄

体重 1 0.00 1 1.37 3 13.40** 1 1.34

体长 1 0.60 1 0.05 3 11.17** 1 1.08

体高 1 0.03 1 0.11 3 3.00* 1 0.90

胸围 1 0.11 1 0.71 3 6.56** 1 0.77

管围 1 0.00 1 1.80 3 3.56* 1 2.41

六月龄

体重 1 0.56 1 0.02 3 6.91** - -

体长 1 0.64 1 0.17 3 1.39 - -

体高 1 1.17 1 0.03 3 4.61** - -

胸围 1 0.19 1 0.04 3 3.11* - -

管围 1 3.93* 1 0.13 3 1.79 - -

注：*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秦川黑猪生长相关性状不同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第3世代）



秦川黑猪繁殖性状不同效应的显著性检验（第3世代）

性状
年份 季节 胎次

df F df F df F

总产仔数 1 0.37 3 1.19 1 0.63

产活仔数 1 0.37 3 1.32 1 0.61

断奶仔猪数 1 0.05 3 1.56 1 0.32

出生窝重 1 0.43 3 1.26 1 0.04

断奶窝重 1 0.16 3 1.66 1 0.17

注：*表示差异显著，P<0.05; **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Ø目前，核心群母猪210余头，公猪35头；

Ø百公斤日龄196天左右；产仔数13.5头；肌内脂肪3.2%；

Ø新品种生长速度和产仔数显著提升，同时肉质好。

选育中的秦川黑猪新品种  



Items LW QCB Pvalue
pH45min 6.50±0.08 6.84±0.13 >0.01

pH24h 5.58±0.11 6.286±0.12 >0.01

L* 54.84±0.38 50.35±1.62 >0.01

a* 6.85±0.50 9.04±0.42 >0.01

b* 16.77±0.43 14.464±0.48 >0.01

Share force (N) 47.02±11 29.47±7.07 0.02

Drip Loss (%) 4.25±0.25 2.63±0.32 >0.01

Cooking Loss (%) 4.09±0.14 2.35±0.39 >0.01

IMF (g/100g) 1.34±0.21 2.16±0.36 0.03

Ø          秦川黑猪肌内脂肪含量高、嫩度好、肉色好、持水性

能强，肉品质优良。



Ø        靶向代谢组学显示，秦川黑猪肉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不饱和脂肪

酸含量高、Ω-3脂肪酸含量低，Ω-6脂肪酸含量高，脂肪酸组成优良。

Items LW QCB Pvalue
C10:0 334.32±73.69 502.01±264.76 0.21
C12:0 283.35±91.12 370.03±183.02 0.37
C14:0 8379.48±6097.74 6467.82±4808.37 0.6
C16:0 115346.44±54334.67 108982.47±35357.04 0.83
C17:0 647.33±200.45 407.47±63.24 0.03
C18:0 24701.21±2863.66a 5537.32±2187.15b >0.01
C20:0 3017.12±929.88 3824.14±3031.34 0.58
C22:0 1993.16±499.51 1610.68±749.18 0.37
C24:0 302.26±70.77a 150.77±66.67b 0.01
C14:1 440.69±82.64 677.88±773.31 0.51
C16:1 21088.19±6505.02 24321.67±6999.64 0.47
C17:1 1745.97±1303.70 1599.56±704.26 0.83

C18:1(n-7) 56139.57±17079.55 92284.09±45544.31 0.14
C18:1(n-9) 57744.02±17472.89 95648.00±48513.63 0.14
C18:1(n-12) 145.30±53.49b 259.14±87.09a 0.04

C20:1 1838.23±770.52 2514.60±1510.68 0.4



Items LW QCB Pvalue
Glycine (Gly) 100.91±5.31 105.52±18.92 0.61
Serine (Ser) 15.80±2.79 13.53±1.16 0.13

Methionine (Met) 8.40±1.37 6.45±0.41 0.02
Proline (Pro) 21.09±3.25 16.87±1.24 0.03

Creatine 642.08±9.40 700.29±40.11 0.01
Phenylalanine (Phe) 16.91±2.86 17.05±2.10 0.93

Lysine (Lys) 155.07±76.94 88.55±20.91 0.10
Argine (Arg) 71.69±13.13 28.19±15.80 <0.01

Tryptophan (Trp) 5.92±0.53 7.27±1.17 0.05
Tyrosine (Tyr) 24.10±2.19 20.19±2.84 0.04
Histidine (His) 110.24±3.60 110.08±11.51 0.98

Valine (Val) 8.23±1.30 9.80±0.78 0.05
Alanine (Ala) 92.68±16.26 117.32±11.29 0.02

Taurine 224.82±89.77 185.68±63.45 0.45
Aspartic (Asp) 12.29±6.29 7.35±4.58 0.19

Threonine (Thr) 22.44±3.33 20.94±4.23 0.55
Glutamine (Glu) 153.37±74.49 87.84±20.63 0.09
Asparagine (Asn) 5.72±0.92 6.13±0.61 0.43

Ø 秦川黑猪肌肉中，肌酸、缬氨酸、色氨酸等风味氨基酸含量显著升高。



Ø          转录组学分析，共鉴定到1272个差异基因，其中322个基因上调，

950个基因下调，主要富集在PPAR-γ和Rap1等糖脂代谢通路。



Ø           蛋白组学分析，鉴定到141个差异蛋白，其中112个蛋白上调，29

个蛋白下调，差异蛋白主要富集在糖脂代谢通路。



        通过基因互作网络分析发

现，蓝色模块中RapGEF1、

PI4KA和RPTOR基因，可能是

影响肌内脂肪沉积的关键基因。



    

    上述肌内脂肪发育关键基因

的筛选与鉴定，为进一步通过基

因组选择技术，提升和改善秦川

黑猪肉品质，提供了有效候选基

因和靶标，为加快育种进程提供

了可能。同时，该研究成果，发

表高质量学术论文1篇。



Ø     近年来，先后向周至、铜川和安康等周边地区，推广优良种

猪1000余头，积极助力种业强国和乡村振兴战略。



Ø  新品种培育工作，受到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与认可，获奖1项。



新品种培育主要参与人

于太永 副教授

马建 畜牧师

杨公社 教授 孙世铎 教授 

杜忍让 副教授 靳建军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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