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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黑猪和八眉猪泌乳性能的研究

柳万生 路兴中 刘孝停 沈亦 飞

( 畜牧系 )

摘 要 在相同条件下
,

对关中黑猪和八眉猪经产母猪的泌乳性能作了 研 究
。

结 果表

明
:

关中黑猪经产母猪 60 d泌乳 量 31 5
.

178 k g ,

日泌乳 量 5
.

25 k g
,

显 著 高 于 八眉猪的

2 3 9
.

2 2 7和 3
.

94 k g , 两品种猪平均 日放乳次数为2 5
.

75和 23
.

58 次
,

放乳 持 续 时 间 12
.

16 和

1 1
.

42 5 ,

放乳后的拱奶时间2
.

13 和2
.

31 m in
,

放乳间隔 5 3
.
6 7和58

.

36 m in
,

泌 乳行 为与导

乳量密切 相关 , 仔猪生后20 d 每公斤增重需要母乳
,

两品种分别为 5
.

56 和 5
.

31 k g
,

生后30 d

为 5
。
5 4和 5

。
3 2 k g

-

关幼词 母猪
,
哺乳母猪

,

产乳量
,

泌乳行为

母猪的泌乳性能是一个品种重要的种质特性之一
。

国内外部分猪种的泌 乳性能已有

报道
〔‘一 “ ’。

在进行关中黑猪和八眉猪种质特性的研究过程中
,

对其经产母猪 的泌乳量
、

泌乳行为等作了测定
,

旨在全面了解两品种的特性
,

为其饲养管理和育种提供 科 学 依

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试猪的选择与饲管

试验于 1 9 8 2年 3 月至 5 月在西 j匕农业大学猪场进行
。

从 3 月 15 ~ 25 日分娩的经产母

猪中
,

选产仔数相近的关 中黑猪 4 头
,

胎次分别为 3 , 3 , 4 和 6 ,

平均带仔 9
.

5 头 ,

八眉猪 2 头
,

胎次为 2 和 3 ,

平均带仔 1 0
.

5头
。

试猪 日粮组成与生产群相同
,

采取生湿

料 日喂 3 次
,

单圈管理
,

哺乳期母仔同圈不分开
。

,
.

2 泌乳 t 的浦定方法

1
.

2
.

1 总泌乳量的测定

(1 ) 日泌乳量 从母猪产后第 l d起
,

以 后每隔 s d 为一测定日
。

于测 定 日 上 午

9 ~ 10 时
、

下午 4 ~ 5 时分别称仔猪哺乳前后 的窝重
,

以其体重差额代表母猪一次泌乳

量
。

两次泌乳量的均值乘以 日放乳次数即为 日泌乳量
。

(2 ) 阶段泌乳量 (每 s d 为一阶段) 以其 l d 与第 s d 日泌乳量的均值代表从 初

生到第 s d 的平均日泌乳量
,

然后乘以 5 得出前 s d 的泌乳量
。

以后各阶段依此 类 推
。

(3 ) 总泌乳量 各阶段泌乳量之和为总泌乳量
。

1
.

2
,

2 不同次序乳头的泌乳量

文稿收到 日期 ; 1 9 8 9 一 1 0 一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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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吃不同次序乳头仔猪20 日龄的增重倍数来反映不同乳头的泌乳量
。

l
。

3 泌乳行为的观察

于每个测定 日24 h 内观察记载下列行为
:
每天放乳次数

、

每次哺乳总 时 间
、

放 乳

前
、

后的拱奶时间
、

放乳持续时间和放乳间隔时间
。

1
.

4 哺乳母猪的体重变化

母猪产后每隔 1 0 d 于早晨 8 时称重一次
,

观察其体重变化规律
。

1
.

5 哺乳母猪的喂料t 及其营养平衡

从产后第 s d 开始
,

每隔 lo d 称量一次母猪每头每日采食量
,

计算每日采食 的 D E

和 D CP
,

然后依据食入量与消耗量
,

衡量母猪的营养是否平衡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母猪的泌乳t

2
.

1
.

1 总泌乳量

在 60 d 泌乳测定期
,

关中黑猪平均泌乳 3 1 5
.

1 78 士36
.

1 25 k g ,

八眉猪为 2 36
.

2 27 士

1 3
.

87 4 kg
,

关中黑比八眉猪多泌乳73
.

95 1 k g (尸< 0
.

0 5)
。

就泌乳量的变异程度来看
,

八眉猪和关中黑猪的变异系数分别为5
.

87 %和 1 1
.

46 %
,

说明八眉猪的泌乳量低而稳定
,

关于黑猪的泌乳量多而个体间差异较大
,

通过选择
,

可望提高其泌乳力
。

2
.

1
.

2 日泌乳量

全期平均日泌乳量关中黑猪为 5
.

2 5 士 2
.

0 7 (2
.

1 1~ 8
.

5 0 ) k g ,

八 眉 猪 3
.

9 4 士 1
.

3 3

(1
.

69 一 5
.

66 ) k g ,

关中黑猪比八眉猪高33
.

25 % (尸< 0
.

0 5)
,

尤其是在泌乳的第 5 ~

IO d
,

关 中黑猪日泌乳量显著高于八 眉 猪

(尸< 0
.

01 )
。

由于全期 日泌乳量 的不均

衡性
,

形成了一条泌乳曲线 (图 1 )
。

由

图 1 可见
,

二者的曲线不同
,

八眉猪的低

而平稳
,

高峰期出现在10 ~ 20 d
,

基本符

合一般规律
。

而关中黑猪的曲线 高 而 不

稳
,

高峰期出现较早
,

在 3 ~ 16 d
,

其后

迅速下降
。

2
.

1
.

3 阶段泌乳量

整个哺乳期母猪各阶段的泌 乳 量 不

同
。

关中黑猪第一个月泌乳量为全期乳量

的6 5
.

3 %
,

第二个月为第一个月的53
.

2 %
,

�J一�朔解泊口

产 后 11数 ( d )

图 1 母猪的泌乳曲线

1

—
关 中黑猪 , 2

—
八眉猪

八眉猪相应为6 3
.

7 %和5 6
.

9 %
.

对关中黑猪30 d 泌乳量与 全 期泌 乳 量 求 相 关
,

结 果
犷 “ 。

.

98 9 (尸< 0
.

05 )
。

因此
,

可用30 d 泌乳量估测全期乳量
,

其估测式为
洲、

、

y = 1
.

9 0 3劣 一 7 6
.

4 7 6

2
。

1
.

4 不同次序乳头的泌乳量

关中黑猪不同次序乳头的泌乳量列于 表 1 。

各乳头泌乳量的大小次序 为 5 ,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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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6和 7

.

总的趋势是位于中部的各对乳头乳量最高
,

前部乳头次之
,

后 部 乳 头 最

少
,

与前人报道的前部乳头乳量高
、

后部乳头乳量 低的结果略有不同
〔‘’ “ 〕。

表 1 关中黑猪不同次序乳头的泌乳t

乳头 次序
吃奶的仔

猪数 ( 头 )

仔猪 的初

生重 (k g )

仔猪 20 日龄

重 ( kg )

约 日岭为初生

重 的倍 数

1
。

2 4

1
。

13

1 。

1 9

1 。 23

1 . 2 1

l
。 2 9

1
。 1 0

4
。

0 9

3 。 4 0

4 。

0 5

4
。

1 1

4
。

2 2

3
。

6 8

3 。 0 0

3 。 3 0

3 。 0 1

3 。 4 0

3
。

3 4

3
。

4 9

2
。

8 5

2
。

7 3

R���
,卫,自

九b八心几JJ�

5
介d一‘

5
八btr

2
。

2 泌乳行为

2
.

2
.

1 泌乳行为

关中黑猪和八眉猪各项泌乳行为观察结果如下
: 平均日放乳次数分别为 2 5

.

75 土 1
.

84

和 2 3
.

5 5 士 0
.

3 5次
,

每次哺乳总时间4
.

1 8 士 0
.

3 5和 4
.

3 1士 o
.

3 4 m i n ,

放乳 前 拱 奶 时 间

2
.

9 5士 0
.

0 7和 1
.

9 5土 o
.

1 6 m i n ,

放乳持续时间1 2
.

1 6士 0
.

8 5和 1 1
.

4 2 士 1
.

0 3 5 ,

放乳后 拱

奶时间 2
.

23 士 0
.

2 4和2
.

3 1 士 o
.

1 8 m i n ,

放乳间隔时间5 3
.

6 7 士 5
.

3 8 和 5 5
.

3 6 士 z
.

s6 m i n .

上述 6 种行为两品种间差异均不显著 (尸> 0
.

0 5)
。

其中前 5’项行为有随泌乳日龄 的 延

长而下降的趋势
,

二者间具有Y = “ 一 bt 关系
; 而放乳间隔时间正好 相反

,

具Y = 。 + bt

关系 (表 2 )
。

品 种

衰 2 泌乳行为与泌乳日助的关系

y 二 。 + b t

关中黑猪

j、 眉 猪

Y I 二 3 1
。 47 一 0

。 19 t

Y : = 6
.

02 一 o
.

o 6 t

Y 3 二 2 。

4 3 一 0
.

0 2 亡

Y ‘ = 一9
.

5 2 一 o
.

Z d r

Y , = 3 。
2。一 。

一 。魂t

Y 6 二 3。
。

74 十。
。

4 6 t

Y l = 2 7
.

6 3 一 o
. z 3 t

Y Z = 6
.

0 5 一 。。 o 6 t

Y 3 = 2
.

3 4 一 o
.

o l t

Y ‘ = 2 7 . 2 0 一 o
.

z g t

Y , = 3 。 3 9 一 0 . o 4 t

Y 。 二 4 7
.

2 5 士 o
. 3 7 t

一 O
。

8 4 3
⋯

一 0 。

7 8 9二

一 0 。 4 7 8

一 O。 8 84
⋯

一 O。

7 7 1二

0 。

9 04 二
每

一 O
。

7 4 4二

一 O
。 8 1 1⋯

一 0 。 5 4 2

一 O 。

91 9 二
。

一 0
.

7 8 4二

0
.

7 9 6
“ .

注
: y l ~ Y ‘分别代表 日放乳次数

、

每次哺乳总时间
、

放乳前供奶时间
、

放乳持续时间
、

放 乳后供奶时间 和 放

乳间丽时间, t代表泌乳 日龄 , r 为相关系数
。

2
.

2
.

2 泌乳行为与泌乳量的关系

泌乳行为与日泌乳量的相关见表 3
。

以放乳持续时间与乳量的相关最密切
,

放乳后

的拱奶时间次之
,

放乳前的拱奶时间最小
。

因而
,

可以用放乳持续时间来间接估测母猪

的日泌乳量
,

其回归公式关 中黑猪为 y 二 2
.

2 4 + 0
.

24 “ ,

八眉猪 为 y 二 1
.

61 + 。
.

20 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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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3 泌乳行为与日泌乳, 的相关系橄

品 种
日放乳

次 数

0
。

5 0 8

0
。

3 2 6

每次哺乳

总时间

放乳前

供奶时间

关中黑猪

j、 眉 猪 概
0

。

0 10

0
。

1 15

放乳持续

时 间

0
。

6 0 6
.

0
。

5 9 4

放乳后

供奶时间

O
。

5 27

0
。

5 87
.

放乳间

隔时间

一 0
。
6 2 8

一 0
。

40 9

0.0.

2
.

3 喃乳母猪的体孟变化

由表 4可见
,

整个哺乳期关中黑猪和八眉猪的体重均有下降
,

分别为2 0
.

7 5和34
.

0k g,

占产后体重的1 6
.

9 %和2 9
.

6 %
.

不 同泌乳阶段体重的下降量不同
,

一般以泌乳 前 期 为

高
,

如关中黑猪第一个月下降量占总减重的9 0
.

4 %
,

八眉猪占“
.

4 %
.

衰 4 喃乳母猪体盆变化衰

品 头 产后 喃 乳 期 减 重 ( k g ) 减重占

神 数 体重 。~ lo d 1 1~ Zo d 2 1~ 3 0 d 5 1~ ‘o d ‘l~ so d 5 1~ 6 o d o~ 6o d 产后重 %

9
。
6 3 2

。

3 8 一 1
。

0 0

1
。

6 8

1 。

7 5

2
。

4 7

20
。
7 5

l
。

6 6

16
。

9
.6311ol.

5
。
2 5

2
。

4 7

3 4
。

0 0

16
.
9 7

八U户0�b印‘

:

x 1 2 2
。

7 5

5 1 1
。

0 6

6
。

5 0

1
。

2 9 2
。

5 6

2
。

6 3

1 。

2 5

月任

关中黑猪

x l l5
。
0 0

5 2 2
。

6 3

5
。

0 0

1
。

4 1

12
。

7 5

6
。

0 1

4
。

5 0

1
。

4 1

2 9
。

6

3
。

1 8

八眉猪

2
.

4 哺乳母猪的喂料t 及其营养平衡

哺乳母猪日采食量及能量和蛋白质的平衡状况列于表 5
。

关中黑猪泌乳第一个月
、

衰 5 哺乳母猪的日采t t 及能蛋平衡

泌乳

月份

日采食

风干料
( kg )

D E ( k e a l)

总需量 二者差

D C P ( g )

食入 食入 总需盆 二者差

品种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第一个月

第二个月

4
。

3 2 9

1 8 8

9 8 0

1 0 8 0 5
。

3 6

10 5 6 0
。

8 4

7 4 4 9
。

0 2

5 03 6
。

3 0

1 7 60 4
。

7 0

10 5 2 5
。

3 0

13 6 0 9
。

7 0

8 6 3 1
。

94

一 6 了9 9
。

3 4 3 6 7
。 3 7 67 0

。

8 4 3 0 3
。

4 7

n咨甲口,l,几�RU�

⋯
3 5

。
3 4 3 7 3 。

0 7

一 6 16 0
。

6 8 2 5 3 。 2 5

3 8 8

5 0 9

一 1 5
。

0 3

一 2 5 5 。

8 2

1
。

9 5 2 一 3 5 9 5
。

6 4 1 7 7
。

6 8 3 1 1
一 13 4

。

1 3

关中猪黑八眉猪

八眉猪泌乳全期 D E 和 D C P 的食入量严重不足
。

泌乳期每天缺少的能量应由体重降解来补充
。

关 中黑猪泌乳第一 个 月 日 均 减 重

0
.

62 5 k g ,

此重量转化的能量正好补充了每天缺少的 6 79 9
.

3 4 k Ca 1 D E
,

由此 推 算
,

关

中黑母猪体重每降解 1 k g 可节省饲料 D E 1 0 8 79 kCa l
,

对八眉猪的计算结果为
,

第一
、

二个月每降解 i k g 可节省 D E 8 3 0 6 和 9 1 8 o k c a l
,

均 低 于 W n itte m r e
报 道 的 1 1 1 8 4

k c al 汇’ 〕
。

2
.

5 泌乳 . 与仔猪增 , 的关系

哺乳期关中黑猪每头仔猪 日平均吃母乳 5 51
.

33 士 1 39
.

20 9 ,

八眉仔 猪 为 36 6
.

72 士

6
.

18 9
.

两 品种仔猪生后 20 d 每增重 I k g 需要 母 乳 分 别 为 5
.

5 61 士 0
.

9 42 和 5
.

3 11 士

2
.

2 o Z k g ,

生后 3 o d 需要乳量分别为5
.

5 3 8士 0
.

7 7 7和 5
.

3 2 8 士 z
.

7 7 9 k g ,

二者差异 不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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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P > 0
.

0 5 )
。

3 讨 论

(1 ) 60 d 泌乳期
,

关 中黑猪平均泌乳 3 1 5
.

1 78 k g ,

平均 日泌乳 5
.

25 k g ,

八眉猪 相

应为23 6
.

22 7和 3
.

94 k g 。

关中黑猪显著高于八眉猪
,

也高于二花脸猪 (6 O d 泌乳 2 74
.

20

k g ) 〔‘3 、

内 江 猪 (1 4 5
.

3 7~ 1 8 6
.

8 z k g )
、

荣 昌 猪 (1 5 7
.

0 ~ 1 8 4
.

2 3 k g )
、

雅 南 猪

。 3 2
.

5 9 ~ 1 5 5
.

2 4 k g ) 〔“’以及国外引入品种 巴 克 夏 (3 0 5
.

3 4 k g ,

本 室 测 定) 和 杜

洛 克 猪 (4 5 d 泌 乳2 4 9
.

5 8k g ) 〔“ ’ ,

与东北 民猪 (3 17
.

4 o k g ) 〔‘ 」、

哈 白猪 (3 1 9
.

8 0

k g ) 〔”’、

黑 花猪 (3 2 9
.

4 o k g ) 〔。’和吉林黑猪 (3 2 9 k g ) 〔7 〕相接近
,

但 低于上海白猪

(4 4 8
.

8 0 k g )
、

大 白猪 (5 7 1
.

8 0 k g ) 〔‘’和枫径猪 (3 5 5
.

4 5 ~ 4 8 3
.

9 2 k g ) 〔日〕。

说明关中黑

猪的泌乳量是比较高的
,

而八眉猪较低
。

(2 ) 据 资料报道
,

仔猪生后 20 日龄或 30 日龄每增重 1 k g 需要母乳 3 k g ,

并以
“ 3 ”

作系数来估计母猪第一个月 的泌乳量
。

但实测结果均大于
“ 3 ”

。

Le w is 报道
,

哺乳前 3周

仔猪每 1 k g 增重需母乳 4
.

s kg 〔‘“’ , ya n g 的测定结果前 4 周为4
.

s k g 〔“’。 另据报道
-

杜洛克猪的测定值为 4
.

8 7 k g ,

荣 昌猪为3
.

9 8 k g ,

内江猪3
.

2 9 k g ,

雅南猪5
.

0 1 k g (2 0日

龄 ) 〔2 ’ ,

枫径猪20 日龄和30 日龄的测定值分别为 5
.

21 和4
.

96 k g 〔‘’ ,

东北民猪为 4
.

67 和

4
。

4 6 k g ,

这些资料均与我室对巴克夏猪 (4
.

7 4和 4
.

6 5 k g )
、

关中黑猪 (5
.

5 6和 5
.

5 4 k g )

及八眉猪 (5
.

3 1和5
.

3 9 k g) 的测定结果相似
。

此外
,

据王景顺
〔“ ’、

经 荣 斌
〔‘〕
的 测

定
,

哺乳仔猪每公斤增重需要8 o o o k C a l左右 D E ,

而 3 k g 乳仅含 6 z 4 9 k e a l D E
,

与 所

需差异很大
。

上述表明
,

以 “ 3 ”
作为系数来估计母猪的泌乳量是不适宜 的

。

对于关中

黑猪和八眉猪应以
“ 5

。

5,, 和 “ 5
.

3,, 作系数
。

(3 ) 泌乳行为与泌乳日龄具有函数 Y 二 a 士bt 的关系 (表 2 )
,

此结果与 经 荣 斌

的报道一致
,

两品种猪的各项泌乳行为无显著差异
,

与其它猪种相比
,

放乳次数和放乳

间 隔 介 于中间
,

放乳持续时间短
,

拱奶时间长
。

(4 ) 泌乳行为与泌乳量密切相关
,

尤其是放乳持续时间与日泌乳量相关 显 著
,

且

易于度量
。

因此
,

建议将放乳持续时间作为鉴定母猪泌乳量高低 的一个指标
。

研究发现
,

日泌乳量与放乳后拱奶时间呈较强正相关
,

与放乳前拱奶时间 呈 弱 相

关 (表 3 )
。

若以每次泌乳量对拱奶时间求相关
,

则 与放乳后拱奶时间呈正 相 关 (: =

0
.

2 6 0
,

尸> 0
.

0 5 )
,

与放乳前拱奶时间呈负相关 (r “ 一 0
.

21 6 ,
尸> 0

.

0 5)
。

这与一般

认为的拱奶时间与每次乳量呈正相关有所不 同
。

对此现象
,

可从猪的行为学角度予以分

析
。

放乳前仔猪的拱奶
,

目的是促进母猪提早排乳
,

当处于泌乳高峰时
,

仔猪对乳房稍

加按摩刺激
,

母猪便会排乳
,

当处于低峰期时
,

仔猪需较长时期 的按摩
,

母猪 才 会 排

乳
。

而放乳后仔猪的拱奶
,

纯属于一种非营养性 吮 乳 (N o n 一 n u t r itio n Su ek lin g )
,

作

用在于给母猪以安慰
,

消除母猪紧张的情绪
,

促进乳房的代谢
,

为下次泌乳作准备
。

(5 ) 哺乳期间母猪消耗 自身组织以满足泌乳的营养需要
,

保证仔猪的生长 发 育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猪种母性的好坏
。

本研究中
,

由于哺乳期喂料量和能蛋浓度过低

(每公斤风干料含 D E 2 4 9 6 k ca l
,

D CP 8 4
.

86 9)
,

导致关中黑猪和八眉猪体重下降 了

1 6
.

9 %和29
.

6 %
。

此结 果一方面说明两品种猪母性较强
,

另一方面又影响了泌乳量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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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偏低
。

如果能在妊娠后期与泌乳期加强饲养
,

满足母猪的泌乳需要
,

关中黑猪和

八眉猪的泌乳量将进一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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