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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配日龄
大白猪

样本数 窝产总仔数 窝产活仔数 样本数 窝产总仔数 窝产活仔数

小于 210 天 13 12.54 a b±4.16 11.69 a±3.75 4 14.50±1.00 14.00±1.41
210～239 天 1 202 13.09 a±3.57 12.01 a b±3.64 679 14.34±3.30 13.30±3.42
240～269 天 1 189 13.09 a±3.82 11.92 a b±3.84 677 14.25±3.56 13.14±3.60
270～299 天 285 13.45 a±4.02 12.15 a b±3.93 149 13.66±4.25 12.24±4.66
300～329 天 90 12.74 a b±4.38 11.93 a b c±4.27 30 13.57±4.74 13.00±4.56
330～359 天 26 12.39 a b±3.31 11.07 c±4.18 26 15.23±2.61 14.04±3.11
360 天及 360 天以上 43 11.30 b±4.44 10.16 b c±4.88 28 14.32±4.01 12.68±4.56

注：同列肩标含相同字母或无肩标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同。

表 1 初配日龄对丹系种猪产仔数的影响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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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性状是猪场的重要经济性状之一，直接影

响规模化猪场的经济效益。繁殖性状包括窝产总仔

数、窝产活仔数、仔猪初生窝重、仔猪断奶窝重、母猪

使用年限等，除受品种、饲养管理、营养水平、疾病和

环境等因素影响外，母猪的初配日龄也是一个重要

的影响因素[1]。配种过早，后备母猪体成熟及性成熟

程度不高，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发育，而且还会造成产

仔数少，仔猪弱小，母猪难产几率增加；配种过晚则

会造成后备母猪躁动不安，影响其正常的生理活动[2]。
因此，把握配种时机是非常重要的。

丹麦是世人公认的“养猪王国”，猪肉产量位居

世界第七，仅次于中国、美国、德国、西班牙、法国、巴
西等大国。丹麦培育的种猪以生长速度快、产仔数

高闻名于世[3]。据统计，2015 年我国从国外进口曾祖

代 种 猪 4 442 头 ，其 中 丹 系 种 猪 919 头 ，占 比

20.69%。由此可见，丹系种猪在我国已经得到广大

养殖户的认可。然而引进的丹系种猪如何快速适应

当地的饲粮结构、气候环境和饲养管理条件，继续发

挥优秀的生产性能，是摆在养猪行业面前的一道难

题。本研究以丹系种猪为素材，对不同初配日龄母

猪的窝产总仔数、窝产活仔数、初生窝重、使用年限

等繁殖性能指标进行比较，旨在探索丹系种猪最佳

初配日龄，为丹系种猪饲养管理提供参考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华南地区某猪场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的生产数据记录，包括配种、妊娠、流产、分
娩、淘汰等数据信息共计 4 441 条。

1.2 饲养管理

猪场采用全封闭式猪舍，纵向负压式通风，水帘

降温。猪只自由采食，自由饮水，按常规免疫程序接

种免疫。公猪、母猪采用单栏或定位栏饲养，生长猪

小群分栏饲养。母猪连续两个情期返情，或者产仔

数连续 2 胎低于 7 头时予以淘汰。
1.3 初配日龄的划分

按后备母猪初配日龄小于 210 天、210～239 天、
240～269 天、270～299 天、300～329 天、330～359 天和

360 天及 360 天以上 7 个阶段分组，每组的初配日

龄相差 30 天。
1.4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KFnets 猪场综合管理信息系统进行

管理，采用 Excel 2013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

SAS 9.4 软件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配日龄对产仔数的影响

由表 1 可见，丹系长白猪窝产总仔数、窝产活

仔数随着初配日龄的增加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初配

日龄在 270～299 天时达到最高。初配日龄为 210～
239 天、240～269 天、270～299 天时的窝产总仔数、
窝产活仔数性能较高，且组间差异不显著 （P>
0.05）。丹系大白猪窝产总仔数、窝产活仔数随着初

配日龄的增加先呈下降趋势，窝产总仔数在初配日

龄 300～329 天时达到最低，窝产活仔数在初配日龄

270～299 天时达到最低，然后再升再降。因此，从影

响产仔数的角度，建议丹系长白猪初配日龄在

210～299 天，丹系大白猪初配日龄在210～26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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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初配日龄对初生窝重的影响

由表 2 可见，初配日龄对初生窝重影响不明显，

长白猪、大白猪初生窝重分别在 16 千克、17 千克左

右小幅波动，除初配日龄 270~299 天外，基本上初生

窝重是随着初配日龄的增加逐渐上升，到 360 天后

开始下降。因此，从影响初生窝重的角度，建议丹系

种猪初配日龄不要超过 360 天。

2.3 初配日龄对母猪使用年限的影响

由表 3 可见，长白、大白母猪初配日龄在 210～
239 天时使用年限分别为 713.84 天、718.27 天，显著

低于初配日龄在 240～269 天和 270～299 天时的使用

年限（P<0.05），两者差值达到 150 天以上。因此，从

影响母猪使用年限的角度，建议丹系种猪初配日龄

在 240～299 天。

3 讨论
3.1 初配日龄对母猪产仔性能的影响

适配年龄是指后备母猪开始配种的最佳年

龄，一般在性成熟之后、体成熟之前。对于大型的

家畜，初配日龄应在其成年体重的 70%左右 [4]。
叶 超 等（2016）[5] 报道，美系大白猪初配日龄为

256～285 天的母猪产仔数和健仔数显著高于初配

日龄大于 285 天的母猪。胡雄贵等（2013）[6]研究结

果表明，美系种猪窝总产仔数、窝产健仔数随着初

配日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在 274～294 天达到最

高。由此可见，美系种猪性成熟较迟，其种猪适配

日龄集中在 8～10 月龄。本研究结果表明，丹系种

猪从 7 月龄开始配种，其窝产总仔数、窝产活仔数

就能达到较好的水平。笔者认为，丹系种猪成年体

重较美系种猪小，且肥育期生长速度快，与美系种

猪相比其适配日龄提前与理论是一致的。因此，适

度提早丹系种猪的初配日龄，可以节省后备母猪

的生产成本。
3.2 初配日龄对母猪使用年限的影响

母猪使用年限性状是猪场的重要经济性状之

一。张文博等（2001）[7]报道，淘汰 1～2 胎的母猪比 7
胎后淘汰的母猪所产每头仔猪成本分别增加 21%
和 10%。李俊柱（2001）[8]报道，初配日龄低于 230 天

的年死淘率为 35％，初配日龄在 230～269 天的年死

淘率为 26％，初配日龄大于 269 天的年死淘率为

32％。刘德武等（2006）[9]研究结果表明，初配日龄小

于 209 天的母猪使用寿命较长，初配日龄在 240～
269 天的母猪容易发生繁殖疾病而过早淘汰。张元

跃等（2006）[10]研究结果表明，初配日龄为 210～239
天的母猪终生繁殖性能较好，初配日龄为 270～299
天的母猪因繁殖障碍被淘汰比例较高，终生繁殖性

能较差。本研究结果表明，丹系种猪使用年限随着

初配日龄的增加呈上升趋势，初配日龄在 210～239
天的母猪使用年限显著低于初配日龄在 240～269
天、270～299 天的母猪，与李俊柱（2001）[8]报道结果

一致，与刘德武等（2006）[9]、张元跃等（2006）[10]报道

结果不同。
4 结论

综合本研究结果，丹系种猪初配日龄在 240～269
天能获得较好的生产性能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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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初配日龄对丹系种猪初生窝重的影响

初配日龄
大白猪

样本数/头 初生窝重/千克 样本数/头 初生窝重/千克

小于 210 天 13 15.79±4.97 4 17.00±2.59

210～239 天 1 165 15.90±4.72 656 17.02±4.45

240～269 天 1 118 16.17±4.94 636 17.12±4.71

270～299 天 253 16.76±4.75 125 16.43±5.48

300～329 天 82 16.09±5.28 24 17.83±5.79

330～359 天 19 16.67±4.06 24 19.10±4.25

360 天及 360 天以上 36 15.48±5.21 24 16.52±6.26

长白猪

表 3 初配日龄对丹系种猪使用年限的影响

初配日龄
大白猪

样本数/头 使用年限/天 样本数/头 使用年限/天

210～239 天 387 713.84 b±7.99 161 718.27 b±6.89

240～269 天 403 867.65 a±8.21 298 894.05 a±8.39

270～299 天 98 867.76 a±8.56 81 905.64 a±7.84

长白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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