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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海省猪产业现状



青海省猪产业现状

          “猪粮安天下”。我国是猪

肉生产第一大国，猪肉总产

量占肉类总产量的5 0 %以上

（国家统计局），我省猪肉

产量正常年份占比为24%；生

猪产值常年占牧业总产值的

1 2 % 。（青海统计年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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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眉猪情况

p 青海八眉猪是青海省唯一的地方品种，具有耐粗饲、 抗逆性强、繁殖力高、肉质好的优良特性，

是优良育种素材；八眉猪及其杂交猪数量占青海省生猪存栏的 16%左右，但其生长速度慢，背

膘过厚，瘦肉率低等缺点限制了八眉原种猪的利用。



p青海省藏猪存栏占到全省的 9%左右，存在种群杂乱，产品均一度差

的问题，急需通过本品种选育提高其种群纯度及繁殖性能。



青海省能繁母猪的品种及分布情况
根据青海省养猪生产的实际和调研情况，我省母猪品种主要包括洋二元母猪，主要包括长大和大长母

猪，主要分布在海东市各县（区）、西宁三县（区）、海南州贵德、共和两县、黄南州同仁、尖扎两县、

海西州的乌兰、都兰、德令哈、格尔木等县（市），大约占能繁母猪69.67 %；

八眉二元母猪，主要包括杜八、大八、巴八等，主要分布在海东市互助、乐都县（区）、西宁市湟中、

湟源区，大约占能繁母猪23.33 %；

藏香母猪、野母猪及少量杂种母猪，主要分布在乐都、湟中、刚察、兴海、共和、贵德、尖扎、德令

哈等地，大概占能繁母猪的7.0%。

  数量（头） 各类型占比（%）

11月中旬全省能繁母猪数 90016 -

洋三元 62716 69.67

八眉及其杂交母猪 21000 23.33

藏香猪、野猪及其杂交母猪 6300 7.00



高原环境、很多饲料原料短缺，成本天然高

p 青海地方猪饲养标准目前还处于空白阶段，同时青海地处高原，众多饲料原料如玉 米、豆粕等当地不能

大面积种植，导致青海地区饲料原料匮乏。同时青海当地（酒糟、马铃薯渣、菜籽粕、秸秆等）非常规饲

料资源未得到有效开发，导致饲养成本高昂、经济效益低下。



二 近几年工作成效



工作思路



主要工作内容
1：八眉猪遗传结构分析及分子辅助选育标记筛选

通过简化基因组测序分析八眉

猪群体遗传结构

DNA分子标记筛选

八眉猪不同肌肉发育阶段

miRNA及转录组测序

p首次从基因组水平明确青海省
八眉猪有7个血统，鉴别出优秀
级别母猪有5个血统，优秀公猪
有3 个血统，优良级别母猪有7
个血统，公猪有2个血统。 
p筛选到与八眉猪产仔数、乳头
数等繁殖性能及生长性能显著相
关的 DNA分子标记13个，为八眉
猪后续分子选育提供理论基础 ；
p构建了八眉猪肌肉发育相关的
双表达谱，筛选并鉴定了差异
miRNA 11个、差异基因14个，并
验证了sirt2与miR-106a-5p的分
子生物学功能；

八眉猪
遗传背
景不清

为八眉猪分子辅助选育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

产业问题1：



主要技术内容
2：八眉猪新品系培育及配套营养体系搭建

鲜肉型八眉猪适宜能蛋比确定
（生长性能测定+肠道菌群分析）

黑系猪蚕豆青贮饲料开发与利
用、粗纤维水平的确定

八眉三元猪适能量、蛋白水平
的确定

培育2个新品系，鲜肉型猪9月龄体尺达到八

眉猪24月龄水平；

生长育肥期鲜肉型猪适宜能蛋比为0.19:1；

生长育肥期黑系猪日粮中蚕豆青贮最适添加

量为10%，粗纤维水平为4.2%，饲料成本降低

8.2% ：

生长育肥期八眉三元猪适宜能量蛋白水平为

14%，能量12.95MJ/kg：

获得优质日粮配方3个。

八眉猪生
长速度慢、
产品均一
度差，配
套营养调
控技术体
系缺失

从生长速度考虑，培育黒系猪

从肉质出发，培育鲜肉型八眉
猪

产业问题2：



主要技术内容
3：藏猪本品种选育及产业化技术研发

藏猪群体
混杂，育
肥边际不
清，饲料
体系不全

不同比例发酵饲料对藏香
猪育肥期生长性能的影响

藏香猪本品种选育

妊娠期藏猪蛋白与能量水
平的确定

p 组建的核心群血统6个，公猪有16
头；藏母猪及仔猪初产母猪窝产仔
数和出生重分别提高了0.62头和
0.04kg，经产母猪窝产仔数和出生
重分别提高了1.17头和0.05kg；6月
龄体重选育后提高2.6kg，日增重
提高19.58g，背膘降低5.55mm。

p 确定藏猪最佳屠宰性能体重为
30kg、最佳风味体重为20kg；

p 妊娠后期藏猪能蛋比为0.20:1，获
得饲料配方1个，产活子数提高
0.67头，断奶活子数提高1.34头；

p 育肥期用10%发酵饲料替代基础日
粮，同期出栏重增加5.86kg，料肉
比为6.55:1，降低9%，每只猪增加

收入约150元！

藏猪育肥边际的确定

产业问题3：



主要技术内容

4：公猪精液品质提升技术及良种推广技术搭建

p精子活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长
白、大白、杜洛克；采精量大
小依次为大白、长白、杜洛克
p日粮中添加4.5%枸杞能显著
提高公猪精液品质；吸附型脱
霉剂能够有效提高霉菌毒素引
起的公猪生殖性能抑制；
p母猪子宫深部输精技术的应
用可以减少精液使用量
33%~67%，提高受胎率、产仔
数；

利用营养调控手段（枸杞、脱
霉剂）提高公猪精液品质

深部输精技术熟化、推广

种猪高原
环境下精
液品质下
降，良种
扩繁体系

缺失

产业问题4：

公猪精液品质调查



产业化技术组装与示范推广

        种业是生猪产业的制高点，也是产业发展的命脉。围绕八眉猪、藏猪两个地方品种，以

“产业问题→攻关方向→配套技术→集成推广”为研究主线，四个层面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集成八眉猪分子辅助选育标记、背膘精准调控、八眉猪杂交选育及二元、三元猪育肥生产

技术、藏香猪良繁生产及人工授精技术等技术，形成地方猪良种猪高效繁殖推广体系；

       依托青海省农牧业科技创新生猪产业平台推广体系，通过技术研发、熟化和攻关，实现了省

级技术转化研发、县级技术转化推广和技术转化示范基地三级平台之间的有效衔接，强化高原

特色地方猪种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借助种源优势利用本地化非常规饲料，配套饲料利用体系的构建为发展低碳畜牧经济奠定

基础，推动生猪提质增效和产业绿色发展，形成了产、学、研、商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格局。在

试验基地、示范区、推广区层层推进，顺利进行成果，为青海省地方猪保护利用以及乡村振兴

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创新点
p 利用基因组学手段首次理清八眉猪遗传背景和血缘关系，为确立八眉猪保种利用方向奠定了

基础；以生长性能与肌肉性状为育种目标进行新品系培育，通过对生产性能+肠道菌群多样

性进行表型+肠型系统性综合评估，科学建立相应的营养调控技术体系，加快八眉猪产业化

进程。

p 项目对藏香猪本品种选育，从根本上解决了种群混杂，表型不一等问题，产仔数、初生重等

指标均得到显著改善；同时通过系统、全面分析藏香猪屠宰性能及肉质特性，确立了藏香猪

育肥边际，为藏香猪肉品的开发及产业链延伸提供理论数据。

p 明确了八眉二元、三元猪及藏香猪妊娠后期日粮的能量蛋白水平，利用本地化饲料原料蚕豆

青贮替代基础日粮，饲料成本降低8.2%；通过妊娠期母猪营养精准调控，产活子数提高0.67

头，断奶活子数提高1.34头；利用发酵饲料替代藏猪育肥期日粮，料肉比降低9%，每头猪增

加收入约150元，达到了节本增效的效果。



三 应用情况及效益



项目根据我省养猪业资源分布情况，分别在互助县、乐都区和湟中区开展了针对八眉猪、藏香猪及杂

交猪开展技术的示范推广，猪出栏时间缩短，饲料成本、公猪饲养成本、母猪产仔数、仔猪成活率等

方面体现经济效益。推广良种猪 1. 41 万头，出栏育肥猪49. 54 万头，实现总经济效益 13. 08 亿元，纯收

益 3. 98 亿元，经济效益显著。 

应用情况及效益



应用情况及效益

p 支撑优质猪肉品牌“眉鲜猪”品牌1个；

p  举办关键技术培训班20余次，培训2000余人次；

p  均衡饲料配方，提高了饲料利用率，实现氮磷源头减排。



宣传报道



四 知识产权情况



1 成果 获成果4项

1、《青海优质鲜肉型八眉猪新品系培育及示范》 ，2021.10.12 ，9632021Y0771 （国内领先）

2、 《青海八眉黑系猪培育技术研究，2018.08.21 ，9632018Y0423 （国际先进）

3 、《青海八眉猪肌肉生长发育miRNA和mRNA双表达谱及其分子网络调控研究》 ，2018.09.18 ，

9632018J0437，（国际先进） 

4 、《提高种公猪精液品质技术集成与示范》 ，2019.04.25 ，9632019Y0255（国内领先）



2 实用新型专利及软著

实用新型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6项
一种饲养八眉二元猪的饲料及其制备方法      CN201811249061.6
一种与青海八眉猪产仔数性状相关的SNP分子标记及其应用       CN202010414932.6

https://wenku.baidu.com/view/17e6d61e4493daef5ef7ba0d4a7302768f996f68?fr=xueshu_top
https://wenku.baidu.com/view/54a3679ef042336c1eb91a37f111f18582d00c29?fr=xueshu_top
https://wenku.baidu.com/view/54a3679ef042336c1eb91a37f111f18582d00c29?fr=xueshu_top
https://wenku.baidu.com/view/54a3679ef042336c1eb91a37f111f18582d00c29?fr=xueshu_top


2 发表论文

本成果共获实用新型专利4项、
软件著作权6项，发表论文合计
25篇（SCI论文11篇）、商标1个。

形成品牌猪肉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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