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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猪产业体系构建背景

湖北省是我国的生猪主产区之一，为种猪生产与调出大省

- 猪肉消费占肉类消费的60%以上

- 生猪产业产值过千亿,占畜牧总产值50%以上，是畜牧业支柱产业

- 生猪常年出栏量4100万头以上，全国第5

- 国家级核心育种场8家，全国排名第2



养猪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 从“数量需求”向“质量需求”转变

̶ 产品消费市场需求呈现优质化、多样化

供给侧结构

性需求改变

产品：优质、多元化

养殖：高效、安全、绿色

1.1 生猪产业体系构建背景



2017年湖北省委一号文件：
−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驱动。整合科技创新

资源，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

2017年湖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定增收、农村

可持续发展

1.1 生猪产业体系构建背景



2018年鄂政发〔2018〕9号：

    《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
− 深入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与协同创新，建成一批水稻、油

菜、茶叶、生猪等优势品种省级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1.1 生猪产业体系构建背景



1.2 生猪产业体系构建

̶ 依托湖北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

湖北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和省内优势龙头企业

̶ 以“优质、绿色、生态”为目标，“产、学、研、推”

紧密结合，围绕“种、料、养、病、环境”等生猪产业

关键技术环节开展技术研发与集成推广，科技支撑产业

转型升级



1.2 生猪产业体系构建

l研发首席：1名
l推广首席：1名

l种质创新与高效育繁岗位：2名
l疫病防控与安全用药岗位家：1名
l绿色高效养殖岗位：2名
l废弃物综合利用岗位：1名

总岗位数:12个



1.2 生猪产业体系构建

种质资源创新与新品种（系）培育

猪瘟、猪伪狂犬病等疫病综合防控与净化及安全用药技
术研发与应用

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与示范

高效育繁与绿色无抗养殖技术研发与应用





2.1 研发新型育种技术，缩小代差，提升效率与准确性

n 创建CT表型测定技术：实现瘦肉率、脂肪率等性状的活体精准测定 

n 建立了表型组大数据非接触式实时智能化采集系统

n 建立了基于机器视觉和深度学习的地方猪表型智能测定技术



2.1 研发新型育种技术，缩小代差，提升效率与准确性

n 开发了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新工具rMVP：计算高效、可视化丰富

n 开发出国际首款猪80K功能位点芯片

0.8万*80万 27.6 0.37

1.6万*160万 121.5 2.9

rMVP相比知名工具GEMMA的计算优势
（以混合线性模型为例）

https://github.com/Xiaolei
LiuBio/rMVP

https://github.com/XiaoleiLiuBio/rMVP


p 开发了基于先验信息的基因组选择新方法：PrI-ssGBLUP

性状 BLUP GBLUP SVM ssGBLUP PrI-ssGBLUP

总产仔数 42.37 46.45 47.88 52.37 55.65

产活仔数 42.36 46.65 48.14 54.25 56.32

不同方法估计育种值准确性（%）

在没有增加应用成本的条件下选择准确性提高了20%以上，

在硒都黑猪培育中进行应用，有效加快了育种进展

2.1 研发新型育种技术，缩小代差，提升效率与准确性



p 发明了安全的基因编辑新技术，获大北农科技奖创新奖

• 建立了选择标记“一步法双删除”技术，删除效率达82.7%，大幅度

降低生物安全风险

• “从头”分离猪基因组惰性区安全位点，安全性有了实质性提高

2.1 研发新型育种技术，缩小代差，提升效率与准确性



2.2 育种技术支撑瘦肉型猪种猪改良，提升“自主话语权”

n 产研融合，以国家核心育种场为基础，持续

选育了杜洛克、大白、长白，选育的种猪参

加全国种猪大赛并获得多项冠军

n 提升瘦肉型猪核心种源自给率，助力生猪种

业振兴



2.3 创新利用地方猪资源培育新品种，满足多元化需求

⫸ 实现新品种“培育一批，推广一批，贮备一批”，提升优质核心种源自给率

Ø 国审新品种“硒都黑猪”：实现30年来湖北省

生猪国审品种“从0到1”突破

Ø 楚香黑猪：中试，国家性能测定

Ø 鄂通两头乌猪：中试，国家性能测定

鄂通两头乌 楚香黑猪硒都黑猪



2.4 研发、集成系列高效繁育与生产配套技术，提升效率

n 建立了母猪妊娠期精准饲养技术在全国推广，显著提升母猪繁殖效率，获得

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科学研究类一等奖

母猪年生产力（PSY）提高

1.5头以上，年推广应用规

模达到160万头母猪



2.4 研发、集成系列高效繁育与生产配套技术，提升效率

l 利用武陵山区酒糟等非粮饲料
资源，研发、应用优质猪育肥
猪发酵日粮，提供生猪饲料玉
米豆粕减量替代技术方案

⫸ 每kg发酵饲料单价比常规饲料

少0.15元，单位增重成本节省

0.26元/kg



2.5 集成非洲猪瘟等畜禽重大疫病防控技术，减少发病率

p 技术支撑区域非洲猪瘟防控，稳产保供，助力“六稳”“六保”

制订非洲猪瘟综合防控方案1套

- 7个生猪示范基地均成功阻击非洲
猪瘟，安全正常生产

- 年出栏生猪29.5万头

产业化示范核心企业 出栏商品猪（头）
武汉丰美禾畜牧科技有限公司 35948

湖北天之力优质猪育种有限公司 9600
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 50000

当阳清平种猪场 10000
宜昌牧康牧业有限公司 14000
武汉金龙畜禽有限公司 135000

湖北晨阳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2.5 集成非洲猪瘟等畜禽重大疫病防控技术，减少发病率

p 集成疫病净化技术，助力企业疫病净化及综合防控

l 国家级生猪疫病净化场1个
Ø 武汉天种畜牧有限责任公司会龙山分公司
l 国家级生猪疫病净化创建场1个
Ø 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原种猪育种场
l 国家级非洲猪瘟无疫小区5个
Ø 湖北钟祥牧原养殖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Ø 襄阳正大农牧食品有限公司高庄种猪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Ø 湖北省正嘉原种猪场有限公司鄂州原种猪场无非洲猪瘟小区
Ø 湖北石首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Ø 老河口牧原农牧有限公司无非洲猪瘟小区
l 省级疫病净化场1个
Ø 湖北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原种猪育种场



2.6 研发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推进环境友好

p 建立了一种新的畜禽粪污负荷评估方法，精确评估区域“土地-畜禽”

匹配合理性

ↇ 为摸清区域粪污承载量家底、精准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ↇ 为区域畜禽产业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p 集成、推广养殖废弃物资源化综合利用模式
• 生猪养殖粪污异位发酵床模式

• 江汉平原“猪-沼-肥（电）-水稻（果）”种养一体化模式

• 山区“猪-沼-肥-菜（果）”种养循环养殖模式 

p 形成了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2.6 研发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推进环境友好



2.7  深度融合龙头企业，科技支撑产业发展

创新

转化

产业技
术体系

⫸ 有效提升了企业种猪性能水平、科技创新与示范带动能力

► 区域性联合育种

► 智慧养殖

► 种猪繁育

► 硒都黑猪推广

► 监利猪利用

► 新模式（技术）

推广

武汉市金龙公司大白猪核心群性能表型进展



2.8 聚集与发挥智力优势，提供行业决策参考

湖北省省委政策研究室
湖北省自然资源厅

►2020年湖北省生猪产业

全产业链发展调研报告

►2022年湖北省生猪全产

业链发展的问题与建议

►湖北省现代畜牧

兽医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湖北省科技厅

►湖北省“十四

五”农业农村

领域科技发展

规划

两个报告 两个规划



2.9 创新形成系列成果，科技支撑区域产业发展

类别 名   称 影响（或奖励等级）

品种 硒都黑猪新品种 30年来湖北省首个国审品种

科技
奖励

猪整合组学基因挖掘技术体系建立及其育种应用 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猪功能位点液相基因芯片研发与选种选配应用 湖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基于高效安全基因编辑与规模化克隆的猪育种新技术 大北农科技创新奖

基于母子一体化提高PSY的精准饲养技术的建立与推广应用 神农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
猪主要繁殖障碍性疫病诊断及综合防控技术研究与应用 湖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主推
技术 生猪健康养殖与粪污综合利用技术 湖北省农业主推技术

Ø 国审生猪新品种1个
Ø 国家、省部级科技奖励10项
Ø 省级农业主推技术3项，湖北省农业科技服务产业链十大引领技术1项



n 生猪产能有效快速恢复，规模养殖水平不断提升

2021年，全省生猪出栏量4115.08万头，位居全国第6

生猪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670亿元，在大宗农产品中排名第一

2021年全省生猪净调出476.8万头

2.9 创新形成系列成果，科技支撑区域产业发展





3.1 湖北省生猪产业技术体系运行存在的问题

• 科技创新聚焦产业需求仍需强化，需要更进一步突出

省之要事

• 体系内外交流仍需加强，开放、合作、共享不够

• 体系上下有效对接仍需加强，先进技术成果集成创新

与推广应用效果不突出



3.2 体系体系高效运行建议

p高效聚焦区域产业需求，科技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 产科教推融合

• 纵横交织

• 点线面结合

• 立体矩阵式

• 种业振兴

• 疫病防控与净化

• 玉米豆粕减量替代

• 兽药减量替代

• 数智化

• 高适配性和有效性

的科技成果供给

• 高层次科技与产业

人才培养

• 全产业链的综合技

术解决方案

创新与应用模式 产业聚焦 产业贡献



p 积极有效对接国家产业体系，强化先进成果落地应用

3.2 体系体系高效运行建议



p 优化完善管理运行机制，高效服务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

− 优化完善顶层设计

− 强化产业需求目标导向

− 强化开放合作与共享，健全沟通机制

− 强化上下左右联动，优化对接机制

− 优化考核考评机制，突出产业贡献，能进能出

3.2 体系体系高效运行建议

• 产业技术创新的策源地，现代产业科技应用的试验场，

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摇篮，创新、转化、推广有机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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