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 １６
年 第 ５ ２卷 第 〗６ 期Ｓｃ ｉｅｎ ｃｅａｎ ｄＰ ｒａｃｔ

ｉ

ｃｅ
？

觀技与裒跬

猪群配种分娩率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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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基于华 南地 区 某猪场 ２０ １ ３
—

２０ １６ 年 的生产记录
，
采 用频率分布 法 ， 查找发情鉴定 、精液质 量 、 配种 时机以

及母猪管理过程 中 影响猪群配种分娩率 的 因 素 。 结果表明 ：种公猪个体 、配种年龄 、母猪胎 次和子 宫 炎症等对猪

场配种分娩率 有显著影 响 （ Ｐ＜０ ．０ １ ） ，
配种季 节和助产等对配种分娩率影 响 不 显著 （ Ｐ＞０ ．０５ ） 。在 淘汰配种返情率较

高 的公猪和发生子 宫炎症及 ８ 胎 以 上的母猪后 ， 猪群配种分娩率获得持 续提 高
，
从 ７２ ． ０９％提升到 ８ １ ．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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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群配种分娩率是衡量母猪生产成绩和效益的

一项重要指标 ｔ

ｌ

］

， 影响母猪配种分娩率的 主要 因 素

有发情鉴定 、 配种方式 、配种时机及精液质量等 。 尽数据源 自 华南地区 某猪场 ２０ １ ３ 年 １ 月
一

２０ １６

管 目前有许多关于配种分娩率影响 因素的研究 ，但年 ５ 月 的生产数据记录 ，
包括 ２０９ 头公猪和 ２７９３

是要彻底解决猪群配种分娩率低的问题仍然十分棘头母猪的 配种 、妊娠 、流产及分娩等共 １ １３ １９ 条数

手 据 Ｐｉ

ｇＣ
ＨＡＭＰ 报道１ ２０ １２ 年加拿大 、美国猪群据信息 。 猪场采用全封闭式猪舍 ，

纵 向负压式通风 ，

配种分娩率分别为 ８６
．
６％ 、

８３
．
６％ 。 目前 ，行业可以接水帘降温 。 自 由采食 ， 自 由饮水 ，

按常规免疫程序接

受的配种分娩率在 ８５％左右 １

４
］

， 如果 ＰＳＹ 要突破 ３０种免疫 。发现母猪发情 的当天进行 １ 次输精操作 ，
在

头 ，配种分娩率应该在 ８５％￣９０％ 【＼ 本研究 以案例第二天早上再进行 １ 次输精操作 。 配种后 ２ ８ｄ 进行

分析的形式 ，
简单 、直观地讲述猪群配种分娩率低的第一次孕检 ，

妊娠结果不确定 的母猪 ，
配种后 ３ ５ｄ

原因及如何应用简单的生产记录解决猪群配种分娩补检 １ 次 。 数据采用 ＫＦｎ ｅｔｓ 猪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率低的 问题 ，供养猪同行借鉴和参考 。进行管理 ，
采用 Ｅｘｃｅ ｌ２００７ 进行描述性统计 ，

采用

ＳＡＳ９ ．４ 软件进行卡方独立性检验 。

２ 猪群配种分娩率基本情况
资助项 目 ： 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资金支持 （ＣＡＲＳ－３６ ）

； 广

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专项近 ３ 年来 ， 该场平均配种分挽率为 ７２ ． １ １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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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ａｉ
ｌ

：
２７７０候达到 ６１ ． ３７％

，
配种分娩率处于行业较低水平 ，如

４６ ３ ３０＠
ｑｑ

． ｃ ｏｍ图１所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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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配种分娩率统计图 ２ 母猪返情时 间段统计

＾＿３ ．２ 影响猪群配种分娩率的关键因素
３ 胃响配种分＿的主要 因素分Ｍ３Ｗ 种公猪精液质量

母猪配种分娩率低的主要原因有母猪返情 、 流种公猪精液质量的好坏是影响母猪妊娠成败的

产 、 死胎 以及配种后 死淘等 。 统计数据表明 ，
２０ １ ３关键因素 ，

个体 、年龄以及配种季节等均可影响种公

年 １ 月
一

２０ １ ５ 年 １０ 月
， 该猪场共配种 ９３９２ 次 ，分猪 的精液质量 。

娩 ６７７ １ 次 ，失配 ２６２ １ 次 ，失配原 因包括 ：母猪返情（ １ ）种公猪个体 。

１４９０ 次 ， 占 ５６ ． ８５％
；
流产 １ ９３ 次 ， 占 ７ ． ３６％

；
死胎 ８ １采用种公猪配种返情率分析法辨识种公猪个体

次 ， 占 ３ ．０９％
；
配种后死淘 ８ ５７ 次 ， 占 ３２ ．７ ０％ 。 由此对母猪返情的 影响 。 近 ３ 年来该猪场有配种公猪

可见 ，母猪返情 、配种后死淘等为影响配种分娩率的１ ７０ 头 ， 其 中返情率为 ０ ￣ １ ０％的 占 比 ２６ ． ４７％
，
返情

主要 因素 ，
而尤以返情影响最大 。率为 １０％￣２０％的 占 比 ４４ ． ７ １ ％

，返情率为 ２０％￣

３０％

３
．
１ 母猪返情 的原 因的 占 比 １ ８ ． ８２％ ，返情率为 ３０％？ ５０％ 的 占 比 ７ ．６５％

，

闫之春 １
６

１根据流行病学 、繁殖生理学 的原理和返情率 ５０％以上的 占 比 ２
．
３５％

， 说明种公猪个体差

几种主要病毒病的流行特点 ，
提出 了频率分布法分异对母猪返情的影响较大 。

析母猪返情的 主要因素 。 频率分布法不是研究母猪（ ２ ）种公猪年龄 。

个体未孕的原因 ，
而是综合考虑

一段时间 内 ，猪场过根据精子发生的生理过程
一般认为青年公猪的

往多个配种周期 ，配种后未孕母猪返情时间和症状的射精量和精子密度均不高 ， 壮年公猪的精液质量较

频率分布 ，
从而找出 配种和妊娠期存在的 主要 问题。 好 ，

老年公猪射精量高 ，但精子密度低 、 畸形率高 。

按照频率分布法 ， 笔者将该猪场近 ３ 年母猪返表 １ 数据表明
，
随着公猪年龄的增加 ，

返情率呈下降

情数据分成 〇 ￣ １ ８ｄ 、
１ ９ ￣２３ｄ 、

２４￣ ３９ｄ 、
４０ ￣４４ｄ 、４ ５

￣趋势 。 卡方独立检验结果表明 ， 不 同公猪年龄对返

１ ０５ｄ 、 １ ０６ ｄ 以上等 ６ 个阶段进行统计分析 （ 图 ２ ） 。情率 的影响 极显著 （ Ｐ＜〇 ．〇 ｌ ） 。数据结果与理论不符 ，

结果表明 ， 该猪场在配种后 １ ９
￣ ２３ｄ

、
２４ ￣ ３９ｄ

、
４５ ￣可能是猪场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淘汰了精液质量较差

１ ０５ｄ 未孕返情母猪较多 ，
据此表明影响该场母猪返的公猪

，
留下的老年公猪个体精液质量较好 。

情 的主要因素包括 ：种公猪精液质量不合格 ；
配种时（ ３ ）配种季节 。

机不佳 ， 操作不规范 ；
疾病所致胚胎吸收或妊娠失环境温度过高可能影响种公猪的性欲和精液质

败 ，母猪子宫未能完全恢复 ；
妊娠鉴定疏漏 。量 ， 其直接后果是种公猪精液中死精子的 比例提高 ，

？ 中 阒 ４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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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ｉ 公猪年龄差异对返情率 的影 响导致猪群配种分娩率下降 ，
因此母猪群应保持合理

种公猪年龄配种母猪数 ／头返情数 ／头返情率／％的胎次分布 ，建议 ２￣５ 胎母猪 占群体 ６０％ 以上 。

１ 岁 及 １
２ ８ ８０４７７ １６５６表 ３ 不 同胎次分换率统计

１

￣

１
． ５岁３２ １５５２９ １６ ．４５

胎次 配种母猪数／头 返情数／头 返情率 ／％ 分娩数 ／头 分娩率 ／％

１
．５
￣

２岁１７ １
５２３６ １ ３ ．７６


１２４８８４４ １
１ ７ ． ７３１８１ ３７２ ． ８７

２
？

２． ５岁９５２１７０ １ ７ ． ８６

２１７８３３２０１ ７ ． ９５ １２９６７２ ． ６９

２ ． ５
－

３＾５２９６ ８ １２ ． ８ ５

３１３９０１９０１ ３ ．６７１ ００４７２ ． ２３

大于３岁 １０ １１０９ ．９０



４１２０７１８４１ ５ ．２４９００７４ ． ５７

配种受胎率降低 。 由表 ２ 可知 ，该猪场不 同配种季节
５１００４１６２１ ６ １４７３５７３ ＇ ２ １

６７ ７ １〇〇１ １Ｑ
－２ｃ ｏ

ｇ６ＱＱ １

平均返情率为 １５ ． ８６％
， 卡方独立检验结果表明 ，

不
７４９５６８

１
３ ． ７４３４７７０ ． １ ０

同配种季节母猪返情率差异不显著 （尸＞〇 ＿〇５ ）
，说明

８ 及以上 ２ ５５３３１ ２ ． ９４Ｂ７５３ ，３

该猪场公猪站环境温度控制措施较好 。


表 ２ 不舰种季节雖雜计 （ ２ ） ｉｅ＃＾ｉ５

－

〇

配种时 间 配种母猪数 ／头 返情数 ／头 返情率 ／％Ｓ精卵形成 的胚胎在最初 １ ２ｄ 内 自 由漂浮在


ｒ＾６



＾ 子宫内 ，
妊娠 １２￣ １４ｄ胚胎适当分开排列在整个子宫

３
－

４ 月１
８ ３７２５ ８ １４ ．０５中 ， 并且开始在子宫 内表面附着 ， 直到受精后 ２８ｄ

＇

５
－

６ 月１５０６２ ３８ １５ ． ８０着床完成 。 配种时和妊娠早期环境温度超过 ３０
￡

£ 时

７
＿

８ 月１
８３４２８８ １５ ＇７０会增加早期胚胎死亡的概率

，从而降低分娩率 。 表 ４

９
＿

１〇 ；！１６８５２＂ １７ ＇ ７５

的数据表明 ， 不同配种季节猪群平均配种分娩率为
１ １
－

１２ 月
—— ７２． ０９％ 。 卡方独立检验结果表明 ，

不 同配种季节对

３ ．２ ． ２ 种母猪猪群配种分娩率影响不显著 （
Ｐ＞０． ０５ ）

，说 明该猪场

母猪群管理与配种分娩率是紧密相连的 ，胎次 、 配怀舍环境温度控制措施较好 。

配种季节和生殖道疾病等均可影响母猪正常排卵和表 ４ 不 同配种季节分 率统 ｉ十

胚胎着床 。

配种时间配种母猪数 ／头分娩母猪数 ／头分娩率／％

（ １ ）胎次 。
 ！

＿

２ 月 １４６６ １ ０４７７ １
． ４２

一

般来说 ，低胎次母猪的分挽率较低 ，胎次分布３
－

４ 月 １８ ３７１３００７０ ．７７

可影响猪群的分娩率 。由 表 ３ 可知 ，随着母猪胎龄的５
－

６ 月 １５０ ６ １ ０７２７ １ ． １ ８

增加 ， 返情率逐渐下降 ，尤其是 ５ 胎 以后 ，母猪返情７
＿

８ 月 １ ８ ３４
！３６９７４ ．６５

率明显降低 。 此外 ，
随着胎龄的增加 ，分娩率逐渐降

１６８５
１ ２２ １７２ ４６

低 ，尤其是 ５胎 以后的母猪分娩率显著下降 ，
８ 胎 以

１ １
－ １ ２ 月
——

后的母猪配种分娩率只有 ５３ ／７３％ 。 卡方独立检验结（ ３ ）子宫炎症 。

果表明 ，
不同胎次母猪返情率差异极显著 （ｐ＜０ ．０ １ ） ，母猪子宫炎症主要是分娩助产前没有进行科学

不同胎次母猪分娩率差异极显著 （ ｐ＜０ ． ０ １ ） 。 在 日 常有效地检查 ，
并且助产过早

，
助产时机掌握不好 ，

影

生产过程中 ，随着胎次的增加 ，
返情的母猪逐渐被淘响正常的分娩过程 ，

从而对母猪产道 以及整个生殖

汰 ， 留下的老母猪往往繁殖性能优越 ，
返情率并不高 ，系统造成程度不同的损伤 。 据统计 ， 该猪场子宫炎

但随着胎龄的增加 ， 母猪在配种后完成整个繁殖周症母 猪 返情率为 ３８
．
８９％ ， 非炎症 母 猪返情率为

期的能力下降 ， 在怀孕中后期被迫淘汰 （或死亡 ） ，
１２

．
９４％ 。 卡方独立检验结果表明 ，

子宫炎症对母猪

中阒 ４ 牧象毛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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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情影响差异极显著 （ Ｐ＜〇 ．〇 １ ） 。６ ． ２ １％ 。 可见 ，瘫痪 、发烧及绝食等为该场母猪死淘

（ ４ ）助产 。的主要因素 ，
而尤以瘫痪影响最大 。

据统计 ，该猪场助产母猪配种返情率为 １７
．
９％

，一
＾＆

丨听立４３■

：拔 Ｋ
４ 米取的主要措施及效果分析

顺产母猪配种返情率为 １ ５ ．８％ 。 卡方独立检验结果

表明 ，
助产对母猪返情影 响不显 著 （ Ｐ＞０ ． ０５

） ， 助产４
．
１ 采取的 主要措施

后只要对母猪进行精心护理 ， 不会明显提高母猪返通过系统辨识影响配种分娩率 的主要因素 ，基

情率 。本将华南地区某猪场配种分娩率低的 问题锁定在 ３

３ ． ２． ３ 配种操作个方面 ：公猪精液质量问题 、母猪子宫炎症问题和母

发情鉴定 的效率 、 配种时间 的确定以及配种质猪胎龄结构问题 。 因此
，从 ２０ １５ 年 １ １ 月份开始猪场

量都会影响分娩率 。 配种时间太早或者太迟产生的采取以下措施 ：对存栏公猪进行外貌 、性能 、精液质

直接后果就是配种受胎率 ［

７
１和窝产总仔数下降＇ 据量评估 ， 淘汰 （暂停配种 ）精液质量较差 的公猪 ； 淘

统计 ，
近 ３ 年该猪场平均窝产总仔数为 １ ４ ．２ １ 头 ，产汰部分子宫炎症返情的母猪 ，规范助产操作 ，

助产的

活仔数为 １２ ．４２ 头
， 说 明猪场配种时机把握没有问母猪断奶后发情时放一个情期 ， 待母猪子宫机能完

题 。 通过比较不同配种员配种后母猪返情率来辨识全恢复后再配种 ； 分批次淘汰 ８ 胎以上的母猪
；
重新

猪场配种员输精操作是否规范 ， 由表 ５ 数据可知 ，不培训 、 考核配种员 使用 Ｂ 超进行妊娠检查的技能 ，

同配种员配种母猪返情率在 １ ２ ＿ １０％左右 ，卡方独立提高妊娠检查 的准确性 。

检验结果表明 ， 不同配种员 配种对母猪返情率的影４ ． ２ 效果分析

响不显著 （Ｐ＞０ ． ０５ ） ，说明配种员输精操作规范 。４ ． ２ ． １ 猪群配种分娩率显著提升

由 表 ６ 可知
，改进措施实施后 ，猪群配种分娩率

表 ５ 配 种员 对母猪返情的影响统计
得到大幅提升。 卡方独乂检验结果表明 ，

改进刖后
１５种员 麵母猪数 ／头 返情数 ／头 返情率’％ 紐受胎率 ／％

返情率与分娩率差异均达到极显著水平 （ｐ＜０． ０ １ ） 。

１３５ ６４ １ １ １５２８７３ １

猪群的返情率从 １ ５
．
８７％降低到 ７

．
８ １ ％

，配种分娩率
配种 员２６５ ５８ １ １２ ． ３７８ ５ ． ８６

配种员 ３５５７
１ ２ ．７３８７ ．２７从７２

．
０９％提升到 ８ １

．
１ ８％

， 效果非常明显 。

配种员 ４５１ ３ ６２
１２ ．０９８５ ． ７８４

．
２

．
２ 种公猪配种返情率大幅降低

实施改进措施后 ，
公猪配种返情率得到 有效控

３ ．２
．
４ 配种后死淘制 ，

配种返情率在 １０％以上的从 ７３ ．５３％降到 ３２ ．６ １％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月
一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０ 月该场死淘母猪共计但仍有 ４ 头公猪配种返情率在 ２０％以上 （表 ７ ） 。

１ ３６９ 头 ， 配种后死淘 ８５７ 头 ， 占 ６２
．
６％ 。 其中 ６９６ 头

配种 后死淘未详细记录原 因
，

１６ １ 头配种后死淘原
Ｊ

因 如下 ： 发烧 ２９ 头
， 占 １ ８ ． ０１ ％

；
绝食 ２０ 头 ， 占５

．
１ 精液质量是影响猪群配种分娩率的关键因素

１２
．
４２％

；
难产 ８ 头

， 占 ４ ． ９７％
； 身体瘦弱 １ ８ 头

，
占闫之春

【
９
］提到不同公猪所配母猪的配种分娩率

１ １ ． １ ８％
； 瘫痪 ６７ 头 ， 占 ４ １ ．６２％

；
胃穿孔 ７ 头

， 占和窝产活仔数是评价公猪繁殖性能的很好指标。 冯

４
． ３５％

；
胸膜性肺炎 ２ 头 ， 占 １ ． ２４％

；
应激 １ ０ 头 ， 占迎春等？报道通过公猪个体分娩率及产仔数分析 ，

表 ６ 改进措施实施前后配种分娩率统计

＂

不 同时期配种窝数 ／窝返情数 ／头返情率／％分娩数 ／头分换率／「

改进前 （ ２０ １ ３ ．０卜 ２０１ ５ ． １０ ） ９３９２ １４９０１ ５ ． ８７６７７ １７２ ．０９

改进后 （ ２０ １ ５ ． １ １
－２０ １６ ． ０１ ）８４５６６７ ． ８

１６８ ６８ １
．
１ ８

？ 中阄 ４教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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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改进措施实 施前后公猪配种返情率统计与排卵 的时间差也非常重要 ［

１ ３
】

。 后备母猪发情
一

般

改进前 （
２０ １３ ．０ １－２０ １５ ． １０

） 改进后 （
２０ １５ ． １ １－２０ １６ ．０ １

）持续 ２４￣４８ｈ
，
经产母猪发情可持续 ７２ｈ

，
正常情况

返情率




公猪数量 ／头 所占 比例 ／％ 公猪数量／头 所占 比例 ／％下有 ９０％的母猪会在断奶后 ３
￣６ ｄ 开始发情 ，

有数

°
￣

１０％４５２６ －４７３ １６７ ３９据表明在断奶后 ４￣ ６ ｄ 发情配种的母猪有较好的配
１〇％￣

２ 〇％７６＿１ １２３９ １

种分娩率和产仔数 １

１４
１

。 母猪断奶后 ｌ
￣２ ｄ 就发情或

２〇％￣

３ 〇％３２１８８２ ２４＇ ３５

者 ７ｄ 以后发情 ， 分娩率通常都降低 。 建议母猪断奶
３０％

￣

５ ０％１
３７ ． ６５２４． ３５

５０％以上４２ ． ３ ５〇〇后 ｌ ￣２ ｄ 发情或者是 ７ｄ 以后发情的推后
一

个情期

合计 ｉ ７〇１ 〇〇４６ １ 〇〇配种 。 母猪排卵
一

般在发情 ３８￣４ ８ｈ后
，排卵 占整个

发情期的 ２／３？
５－

＇ 因此查情频率越高 ，
预测排卵 的

会发现部分母猪生产表现不好其实跟公猪有关。 本时间就会越准确 。 要发现真正的母猪发情 ，
最准确

研究正是从公猪配种分娩率入手 ， 成功解决 了猪群的莫过于公猪在场时按压母猪背后部能检验到母猪

配种分娩率低的 问题。 然而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计有明显的静立反射 ，从而确定适当 的配种时间 ， 保证

算 出公猪配种分娩率需要至少 ４个月 ， 当发现公猪配种质量 。 此外 ， 精子在母猪体内存活的时间 约为

问题时
，
损失已经十分惨重。 因此 ， 建议配种 ２２ｄ２４ｈ

， 如果在母猪排卵前 ２４ｈ 进行输精操作 ，
则精

后
，使用 Ｂ 超妊检 ，分析母猪受胎率 ，

用作公猪的选子与卵子几乎没有结合的时间 ，
因此母猪配种分娩

留标准 ，尽早发现和淘汰配种质量不好的公猪 。率和产仔数均会很低 。 在美国的做法是发现母猪发

在猪场 日 常生产管理过程中 ， 习惯用精子活力 、 情当天进行
一次输精操作 ，

在第二天早上再进行
一

密度来评价种公猪的优劣 ，但是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 次输精操作 。

猪场根据精液检测的结果来评估精液质量并不理５ ．４ 妊娠鉴定不影响猪群配种分娩率 ，但可降低母

想 。 可能的原因 ：

一是精子活力 、密度等指标 的评价猪非生产天数

主观标准太强 ，
很难通过仪器设备较为客观地评估 ；配种分娩率是猪场的重要指标 ， 但根本 目 的是

二是种猪精液畸形率的检测
一

直被行业所忽视 。降低母猪非生产天数 ，
返情母猪中 ，

不同时 间返情的

５ ． ２ 母猪管理是影响猪群配种分娩率的核心因素母猪所 占比例不同 ，经济效益也会相差甚远。 以 ２个

配种分娩率的提高与母猪群管理紧密相连 。 陈猪场生产成绩为例 ，配种分娩率均为 ８５％ ，


Ａ场配种

新蘖？ 、 闫之春 １

１２
１报道在猪场 日 常生产管理过程 中 ， ３０ｄ 内返情的 占 ８０％

，
３０ｄ 后返情的 占 ２０％

；
Ｂ 场配

要注意母猪营养 ， 如果哺乳期母猪营养跟不上 ， 会造种 ３０ｄ 内返情 的 占 ２０％
，
３０ｄ 后返情的 占 ８０％ 。 两

成哺乳期母猪严重失重 ，从而导致发情异常 ，降低群个场配种分娩率
一

样 ，但返情的情况却大不
一

样 ， 配

体配种分娩率和下
一

胎 的窝产总仔数 。 另外 ，
要及种 ３０ｄ 后返情母猪所 占 比例越大 ，

意味着母猪的非

时淘汰不合格母猪 （子宫炎症 、高胎龄 ） ， 否则 ，无论生产天数越多 ，
生产成本也会增加 。 为减少经济损

采取的其他改进措施有多少 、效果有多大 ， 也很难持失 ，在北美很多规模猪场在母猪配种后 ３
￣

５ 周使用

续 、显著地提高配种分娩率 。 此外 ，疾病如蓝耳病 、 Ｂ 超进行妊娠鉴定 ％
。 Ｂ 超检查是否妊娠 的准确率

伪狂犬和子宫炎症等也会降低母猪 的繁殖 和受胎达到 １００％
， 是 降低 非生产天数最 有效 、最及时 的

率 ，
因此预防和控制这些疾病是提高分娩率的重要办法 。

措施 。， １^ ．
＞ Ａ

５ ． ３ 配种管理是影响猪群配种分娩率的重要 因素

发情鉴定是否准确对母猪的配种分娩率和产仔众所周知 ，种公猪年龄 、
配种季节和母猪胎次是

数有较大的影响 ，然而即使发情鉴定准确 ，把握发情影响猪群配种分娩率的关键 因素 ，
然而种公猪个体

中阒 Ｉ牧免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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