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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成立于2013年9月，是一家专注于“民望5A高

端原种”专业化种猪育种企业。公司核心场位

于洛阳市嵩县。

Ø 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Ø 国家级猪瘟（非免疫）净化场

Ø 国家级伪狂犬（非免疫）净化场

Ø 国家级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非免疫）净化场 

Ø 农业农村部畜禽标准化示范场。

 河南民望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民望5A高端种猪产品标准

6项双阴：非洲猪瘟，猪
瘟，猪蓝耳病，伪狂犬病，
猪流行性腹泻，猪传染性
胃肠炎抗原抗体双阴，无
口蹄疫。

1A

四级防护： 核心种猪场位
于深山幽谷的伏牛山深处，
三面环山，远离村镇和交
通要道，有着得天独厚的
天然防疫屏障，采取严格
的四级洗消生物安全管理
模式

2A

体系搭建： 根据育种目
标利用不同素材以及表型
测定、基因组选择、
BLUP综合遗传评估技术
实现精准繁育

3A

超级性能： 产仔多、初
生重大、乳头数多、超级
母性、超大产奶量、终身
生产力大、温顺、稳定、
易管理，肋骨数多，屠宰
性状优异...

4A

资源共享： 育种技术指导，
各阶段饲养技术指导，行
业优势资源共享，疾病防
控技术指导……

5A



民望5A高端原种猪优势

Ø 高健康：非洲猪瘟、猪瘟、蓝耳、伪狂犬、流行性腹泻、传染性胃肠炎…等非免疫净化，抗原抗体双阴。

Ø 高繁殖：大白TOP50活仔数16.9头、全群平均16.5个乳头，初生均重1.4KG。

Ø 多肋骨：肋骨数15.7对。

Ø 低料比：大白校正30-120kg料肉比平均2.4*。

Ø 屠宰率：大白纯种79.06%（毛重116.69kg）    瘦肉率  63.98%*；   *批次测定成绩

大白公猪 耳号：YY23.27499
出生日期：2023-12-30
同窝活仔：15头 初生重：1.66kg
乳头数：左9、右10
校正120公斤背膘厚：12.8mm
校正120公斤体重日龄：139.85天
校正30-120公斤日增重：1031.52g
GS母系指数：152.81

大白母猪   耳号：YY23.6226
出生日期：2023-3-4
出生重：1.45kg
同窝仔猪数：18头 乳头数：左8、右9
校正120公斤背膘厚：9.29
校正120公斤体重日龄：150.15
校正30-120公斤日增重：1008.52
GS母系指数：172.69

长白公猪 耳号：LL23.100365
出生日期：2024-1-23
同窝仔猪数：15头   出生重：1.78kg
乳头数：左9、右9
校正120公斤体重日龄：152.99天
校正30-120公斤日增重：1034.48g
30-120kg料肉比：2.01
GS母系指数：158.41

长白母猪 耳号：LL23.106577
出生日期：2023-12-30
出生重：1.19kg
同窝仔猪数：22头  乳头数：左8、右9
校正120公斤背膘厚：11.45mm
校正120公斤体重日龄：153.47天
校正30-120公斤日增重：1064.58g
GS母系指数：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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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养猪业面临的挑战



1.1 养殖业的发展中的四大取向

价值主义：
高健康、PSY、
日增重、料比、
抗逆性、肉质

长期主义：
提供给上下游的
品质、履约的确
定性

1 2

分工精细化：
精细化管理，提
升资金周转率、
化解生物安全、
行情风险 等

3
产业联合体：
互补资源的合理
联合、价值最大
化

4



1.2 我国种猪育种面临的挑战

不同健康度01

不同开放度02

        育种体系不完善、基础测定薄弱03

育种持续性投入与人才培养04

新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度05



二、价值育种的架构设计



1.2 价值育种产品培育方向

高健康、高繁力、高长速、饲料报酬、肉质、抗逆性强以及 等

几个方向性能明显提升，呈现价值育种产品特点



2.1 构建价值育种工作开展需要的前提条件

1. 企业定位与种群结构制定

2. 高健康控制体系  

3. 系统的育种体系建设不断提升种猪性能

4. 开放的育种心态，不断丰富育种素材

5. 勇于创新，尝试新技术用于



2.2 大白---能生能带

能 带 ： 乳 头 数
多、泌乳力强、
断 奶 数 评 估 、
断奶窝重

能 生 ： 活 仔 、
管 围 、 均 匀 度 
持久繁殖力…

01 02

低更新率

03



2.2.1 能生--高繁殖 终生生产力大

大白群前50%成绩
Ø 总仔：18.57头、活仔：16.90头、断奶：13.50头、PSY33.26
长白群前50%成绩
Ø 总仔：17.50头、活仔：16.14头、断奶：13.54头、PSY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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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能生--初生重大均匀度高

Ø 大白测定8.6万余头，长白测定1.19万余头

Ø 初生重是中遗传力性状：大白0.17，长白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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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能带--多乳头
大白测定8.6万余头，长白测定1.19万余头

Ø 出生乳头是中高遗传力性状：大白0.28，长白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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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肢蹄粗壮

Ø 大白测定1456头、长白测定251头

Ø 经计算分析，管围属于中低遗传力性状：大白0.23、长白0.1（样本量小，数据还需积累）

   从表型数据上来看，2024年大白和长白的管围比2023年分别增加了：0.6cm、1.17cm，其中，长白肢蹄粗壮最显著。

190-210日龄大白管围 

表型 测定年份 平均值（cm） 标准差

右后肢管围
2023

18.19 0.75 

左后肢管围 17.95 1.23 

右后肢管围
2024

18.43 0.60 

左后肢管围 18.55 0.63 

190-210日龄长白管围

表型 测定年份 平均（cm） 标准差

右后肢管围
2023

17.57 1.05 

左后肢管围 17.41 0.90 

右后肢管围
2024

18.67 1.13 

左后肢管围 18.58 0.92 



2.4 长白

Ø 长速
Ø 料比



三 、价值育种的工作开展



3.1 专业的育种团队+测定现场   

李平华：组学育种负责人，南
京农大教授、博导，南京农大
淮安研究院院长，江苏省畜禽
遗传资源委员会猪专业委员会，
委员。

岳慧洁：民望育种部负责
人，南京农大遗传育种与
繁殖专业硕士，曾就职两
大上市公司，擅长种源规
划、育种方案的制定与落
地等工作。



3.2 选育体系

活仔
20%

校正115公斤体重日龄
50%

校正115公斤
背膘厚

5%

断奶窝重
20%

管围
5%

大白综合指数

活仔
20%

校正115公斤体重日
龄
60%

校正115公斤
背膘厚
10%

断奶窝重
10%

长白综合指数

8 . 后 备 种 猪
挑 选 入 群

民望八段式选育流程图



3.3 更多性状的表型测定及遗传分析

表型测定：

1. 繁殖性状：分娩信息（总仔、活仔、健仔、畸形、弱仔、死胎）个体出生重、乳头数、断奶窝重；

2. 生长性状：30kg体重、100kg体重、100kg背膘、100kg眼肌，料重比

3. 精液性状：采精量、密度、活力、畸形率。

体型外貌的测定：

1. 体尺性状测定：体长、体高、胸围、管围、阴户大小、阴户角度，

2. 肢蹄评分：前后肢评分、四蹄甲评分，

3. 后备种猪乳头发育评



3.4 开展基因组育种关联分析

功能位点分析：

多肋骨数、料肉比、采食量、多腰椎数基因、氟烷基因、公猪精液品质、抗仔猪腹泻基因、酸肉

基因、体长基因、严重免疫缺陷基因、矮小基因、高胆固醇血症基因、小耳畸形基因、遗传性出

血疾病基因、毛皮缺陷基因、内陷乳头基因、脐疝基因、软骨病基因等21个功能位点。

分析模型的构建：

管围、产总仔数、肋骨数等



3.5 应用基因组学技术

组份

组学遗传评估

功能位点

参考群



3.6 客户、下游扩繁、商品场、屠宰数据收集 

测定
单位

测定
数量

平均值
项：毛

重（kg）

平均值项：
白条重量
（kg）

平均值
项：出
肉率％

平均值
项：瘦
肉率%

平均值：
6-7根肋骨背
膘厚（mm）

平均值项：
臀部背膘厚
（mm）

民望
农牧

105 116.69 92.25 79.06 63.98 23.94 15.57 

为培育适应性强、繁殖力大、屠宰经济价值大的种猪，尽可能的收集繁殖器官、胴体数据、肉质数据。

最新屠宰性状：2024年10月份



1. 位置：四面环山，天然屏障
2. 硬件：四级生物安全防护体系
3. 饲料运输：二级中转
4. 兽医管理体系：例如，常见疫病六项疾病检测
5. 高标准自检实验室

3.6 健康管理--生物安全防控体系

四级防护体系 自建实验室 检测项目

日 期
2022.
7.19

场
区

YL
G

检测
项目

1

检测
项目

2

检测
项目

3

检测
项目

4

检测
项目5

检测
项目6

原始标记 处理编号
样品
类型

检
测
编
号

FW
猪瘟病

原
蓝耳病

原
腹泻病

原
伪狂犬
GB病原

伪狂犬
GE病原

日 期
2022.7.

21
场区

运
粮
沟

检测
项目1

检测项
目2

检测项
目3

检测项
目4

检测项
目5

检测检
测项目

6

原始标记 处理编号
样品
类型

检
测

FW 猪瘟 蓝耳 腹泻
伪狂犬

GB
伪狂犬

GE



根据民望高产猪营养模型，调制专用营养配方，
特别针对泌乳期采食量，断奶窝重，发情排卵等维度进行关联分析

3.7 营养模型探索——定制配方下的营养管理



3.8 精细的生产管理  

13.7



四、价值育种下的民望GGP种猪性能进展



4.1 繁殖表现-大白 全群

数据更新于2024年1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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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繁殖表现-长白 全群

数据更新于2024年11月08日

14.6

16.2 16.5
16.1

15.3
15.6 15.6 15.7 15.8

14.9

15.7

16.4 16.3

15.6

16.5

14.7

15.6

17.5

13.3

14.9 14.6
14.1

13.8

15.2

13.6

14.5 14.6

13.7

14.4

15.3

13.6

14.4
14.8

13.4
14.0

15.4

12.6

13.4 13.1
12.8 12.9

13.2

14.0 13.8 13.7 13.4

14.8

13.6

12.6
13.0

12.4
12.8

13.4

0

5

10

15

20

25

30

35

11.0

12.0

13.0

14.0

15.0

16.0

17.0

18.0

2023-
13

2023-
14

2023-
15

2023-
16

2023-
17

2023-
18

2024-1 2024-2 2024-3 2024-4 2024-5 2024-6 2024-7 2024-8 2024-9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1月 2024年
2月

2024年3月 2024年
4月

2024年5月 2024年
6月

2024年7月 2024年
8月

2024年9月 2024年
10月

分
娩

量
（

窝
）

仔
猪

数
（

头
）

配种批次/分娩时间

民望长白繁殖趋势图

≥8胎 7胎 6胎 5胎 4胎 3胎 2胎 1胎 总仔 活仔 断奶 标线总仔



4.3 繁殖表现--初产/经产维度

品种 胎次 分娩窝数
繁殖表现（头） 繁殖表现（kg）

总仔 活仔 健仔 断奶 初生窝重 28天断奶窝重

大白
初产 1782 15.5 14 13.4 12.9 17.32 87.84 

经产 3473 16.8 14.9 14.5 13.3 20.39 96.04 

长白
初产 442 14.4 13.2 12.8 13 16.97 91.72 

经产 967 16.6 14.9 14.6 13.3 20.46 99.03 

数据更新于2024年7月20日



4.4 繁殖表现-胎次/来源维度

数据更新于2024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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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排名 总仔 活仔 断奶 PSY GS母系指数

大白

top10 20.10 18.75 13.59 32.93 120.87 

top25 19.05 17.77 13.52 33.15 115.15 

top50 18.35 16.92 13.47 33.17 111.75 

长白

top10 19.56 17.88 13.77 32.96 126.72 

top25 18.46 17.02 13.70 33.49 111.88 

top50 17.39 16.21 13.51 33.66 112.43 

4.5 繁殖表现-总仔维度

数据更新于2024年6月13日

批次分娩明星：3胎，26头仔
猪，出生均重1.37kg，无弱
仔，其中23头乳头8对及以上



品种 排名 断奶头数 校正21日窝重
（kg）

28日龄断奶窝重
（kg）

28日龄断奶个体重
（kg）

大白

TOP10 15.31 96.05 107.94 7.05 

TOP25 14.79 93.58 104.62 7.07 

TOP50 14.26 91.51 102.23 7.17 

长白

TOP10 15.20 97.88 107.92 7.10 

TOP25 14.69 96.02 105.95 7.21 

TOP50 14.22 93.76 103.38 7.27 

4.6 繁殖表现-断奶维度

数据更新于2024年6月13日

8胎繁殖力表现

母猪耳号 YY20.034568 LL20.035100

产总仔 162头 159头

产活仔 148头 147头

胎均活仔 18.5头 18.4头

仔猪初生均重 1.49kg 1.46kg

母猪终身生产力



数据更新于2024年11月08日

4.7 生长测定--大白

2024年1-10月测定成绩 测定量 校正120kg日龄 30-120kg日增重 校正120kg背膘厚 校正100kg日龄 30-100kg日增重 校正100kg背膘厚 GS母系指数

大白 5965 181.48 879.38 11.91 158.81 870.29 10.01 112.14 

大白公 761 167.47 947.03 11.11 148.40 915.77 9.40 116.02 

大白母 5204 183.53 867.52 12.03 160.33 862.32 10.10 1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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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测定群体的生长性状进行百分位排名，公猪的TOP1%、2%、3%、5%、10%，母猪的TOP1%、5%、
10%、30%、50%的性能表现见上表。

4.8 生长测定-大白全群排名

数据更新于2024年8月16日

品种 性别 排名 测定量 同窝仔猪数
校正120公斤
体重日龄（d）

校正30-120公斤
日增重（g）

校正120公斤
背膘厚（mm）

GS母系指数

大白

公

1 25 16.6 142.18 1057.09 10.77 129.74 

2 49 17.4 144.10 1063.62 11.23 128.71 

3 74 17.5 145.43 1063.73 11.28 127.94 

5 123 17.7 147.14 1057.38 11.42 127.22 

10 245 17.6 149.84 1040.76 11.28 122.53 

母

1 103 17.4 152.28 1000.24 11.46 131.62 

5 513 17.4 157.33 981.41 11.56 126.54 

10 1025 17.3 160.39 970.15 11.63 122.84 

30 3076 17.2 167.10 935.73 11.59 116.25 

50 5126 17.2 171.68 913.67 11.59 112.02 



4.9 生长测定--长白

数据更新于2024年11月08日

2024年1-10月测定成绩 测定量 校正120kg日龄 30-120kg日增重 校正120kg背膘厚 校正100kg日龄 30-100kg日增重 校正100kg背膘厚 GS母系指数

长白 1601 178.37 889.25 11.93 157.00 870.11 9.99 116.94 

长白公 554 172.25 921.21 11.54 152.83 891.23 9.73 119.45 

长白母 1047 181.61 870.30 12.14 159.21 857.59 10.13 1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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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生长测定-长白全群排名

对测定群体的生长性状进行百分位排名，公猪的TOP1%、2%、3%、5%、10%，母猪的TOP1%、5%、
10%、30%、50%的性能表现见上表。

数据更新于2024年8月16日

品种 性别 排名 测定量 同窝仔猪数
校正120公斤
体重日龄（d）

校正30-120公斤
日增重（g）

校正120公斤
背膘厚（mm）

GS母系指数

长白

公

1 23 16.2 145.25 1054.29 10.74 136.65 
2 45 16.9 147.29 1038.69 10.70 138.31 

3 68 17.4 148.45 1032.89 10.93 135.05 
5 113 17.5 150.36 1022.55 11.15 134.11 

10 227 17.2 153.25 1011.16 11.07 131.09 

母

1 26 17.2 152.66 993.35 10.58 142.12 
5 132 16.9 157.33 973.28 11.26 138.17 

10 263 17.1 160.59 953.13 11.47 133.13 

30 790 17.0 167.42 918.47 11.80 124.46 

50 1317 17.0 172.09 895.36 11.86 117.91 



4.11 体尺性状表现

110-120kg体重后备期，大白平均体长121.53cm，长白平均体长119.68cm；生产母猪在2胎龄

时基本达到体成熟。

品种 测定胎次 最大值项:体长
/cm

平均值项:体长
/cm

最小值项:体长
/cm

最大值项:体高
/cm

平均值项:体高
/cm

最小值项:体高
/cm

大白

0 155 121.53 93.5 84.2 67.67 52

1 176 147.41 128 92.3 80.40 71

2 184 159.25 128 93.5 84.82 72.4

3 176 159.73 139 96.6 85.19 72.6

长白

0 142 119.68 102 81.1 66.46 55

1 160 145.62 134 86.5 77.36 70

2 176 158.00 145 95.5 84.81 78

3 172 158.70 145 97.1 85.46 78



4.12 遗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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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价值育种对未来的思考和联合发展



5.1 整体生态的构思

Ø 建立高效经营体系：

    SOP管理体系和种猪生态体系

Ø 培育具有卓越性能的自有品牌：

    高健康、高繁、饲料报酬、高长速、多肋骨、抗逆性强、

肉质、高效率等几个方向性能明显提升

Ø 联合育种：

    通过联合育种，共同打造育种生态、培育中国猪芯片



与南京农大、河南农大、河南省农科
院等院校、机构专家开展专项合作，
建立专题项目攻关。

建立基因素材共享机制、加快
育种步伐。

5.2 校企深度合作+联合育种

黄瑞华：育种顾问，南京农大教授、
博导，江苏省生猪遗传育种首席
专家，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
猪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生猪遗
传改良计划专家组成员。

李新建：育种顾问，河南农
大教授，博导，河南省猪遗
传改良及养殖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任，海南省地方猪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