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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猪早期隔离断奶（Segregated Early Weaning，
SEW）主要目的是降低疾病垂直传播几率、缩短母猪
繁殖周期和改善仔猪生产性能。随着早期断奶技术

的广泛应用，关于仔猪的研究报道较多，其中大多数

研究集中于寻求提高断奶仔猪生产性能的途径，关

于断奶日龄对母猪繁殖性能影响的报道较少。不久

前，欧盟已立法规定仔猪断奶日龄不低于 28 d，断
奶日龄对母猪的影响逐渐受到人们重视，过早断奶

虽能缩短母猪繁殖周期，但同时也降低了母猪繁殖

性能[1]。断奶日龄决定了仔猪断奶体重，而仔猪体重

又决定其消化系统发育水平，因此断奶日龄是配制

乳猪日粮的基础。母猪是养猪生产的源头，探讨母

猪最适断奶时机不仅对提高母猪繁殖效率意义重

大，也为乳猪料生产提供依据。

1 断奶日龄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1.1 断奶日龄对发情间隔期的影响

发情间隔期（Weaning to Estrus Interval，WEI）是
评价母猪繁殖效率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表明，过

早断奶（<16 d）可致母猪 WEI 紊乱或延长，增加乏
情母猪比例[2-4]。当断奶日龄早于 17 d时，有明显发
情征兆的母猪比例下降 60%；且即使有发情征兆的
母猪，其排卵也受到抑制 [5]。与 18耀21 d断奶相比，早
期（8耀12 d）断奶（Early Weaned，EW）母猪在下一个
繁殖周期内，WEI显著延长[6]（P约0.001）。

适当延长断奶日龄有助于缩短 WEI。Le Cozler
等 [7] 系统研究了母猪哺乳时长、断奶至配种间隔

（Wean-to-Conception Interval，WCI）和胎次三者间的
关系，在 6 种不同断奶（<18 d、19耀23 d、24耀25 d、
26耀30 d、31耀34 d和>35 d）方式下，29 d断奶的母猪
WEI最短。因哺乳时间越长（大于 29 d），母猪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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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WEI延长，从而影响其繁殖性能。
但有部分研究报道，断奶时间对母猪 WEI 无显

著影响。Smith等 [8]报道，15日龄断奶母猪和 20日龄
断奶母猪的 WEI 差异不显著；但随断奶日龄的延
长，WEI有缩短趋势。Koketsu等 [9] 也报道，12 d 和
21 d断奶，WEI无显著差异。

过早断奶引起母猪 WEI 延迟的原因可能是促
黄体激素（Luteinizing Hormone，LH）和促卵泡激素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水平不足 [9,10]，卵

泡囊肿 [2-4]。母猪发情间隔受促黄体激素水平调控，

Koketsu等 [9]研究断奶日龄和采食量 2种因子对母猪
繁殖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断奶日龄和采食量都显

著影响母猪体重损失、背膘损失、分娩至发情间隔

时长、血糖水平、LH及其脉冲频率。这说明在生产
中，应尽可能提高母猪哺乳期间采食量，以缩短断奶

至发情间隔。

1.2 断奶日龄对母猪受胎率的影响

断奶日龄过早会降低母猪受胎率（Conception
Rate，CR）。Marsteller等 [8]报道，EW母猪与传统方式
断奶（Conventional Weaned, CW）母猪相比，受胎率从
87%下降至 68%，差异极显著（P约0.001）。Le Cozler
等 [7]和 Dewey 等 [11]报道，过早断奶的母猪 LH 和 FSH
分泌不足，这可能跟受胎率降低有关。过早断奶（<
13 d）会导致大约 20%母猪卵巢囊肿，并引起排卵失
败 [2-3]，但也有报道称断奶日龄不影响排卵数和卵泡

成熟[6-7]。

断奶日龄对母猪发情后的排卵时间无显著影

响。母猪排卵时间一般在发情后 41耀45 h[5,12-13]。Knox
和 Zas [5]报道，母猪断奶日龄在 20耀43 d 范围内，其
排卵时间在 37耀45 h内变化，但 20 d 以前断奶母猪
排卵情况有待进一步研究。

1.3 断奶日龄对胚胎成活率的影响

过早断奶降低胚胎成活率 [6,14]。21 d 以上断奶
的母猪配种后，胚胎成活率约 70%耀80% [15]，而 14 d
以前断奶的母猪配种后，胚胎成活率只有 50%耀
60% [3,16]。与 CW 母猪相比，EW 母猪胚胎成活率从
67%下降至 53%，差异显著 [8]（P约0.001），且胚胎重量

显著下降（P=0.006），子宫长度缩短（P=0.059）。
Belstra 等 [17]研究发现，延长断奶日龄（从 13 d 延长
至 32 d）显著提高胚胎成活率（P约0.05）。

通常人们认为子宫修复不完全是引起配种后胚

胎死亡的原因。Christenson 等 [18]报道断奶日龄影响

子宫长度，但胚胎存活率是否与子宫长度有关，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过早断奶影响母猪体内激

素变化，如雌二醇水平异常升高，影响胚胎成活率。

Varley等 [19-20]报道，10 d断奶的母猪体内雌二醇水平
显著高于 42 d断奶的母猪，相关分析认为雌二醇水
平可能与胚胎死亡率上升有关。还有研究报道称，

人工调控母猪体内孕酮（P4）或雌激素水平能提高胚

胎存活率 [14]。但也有文献报道断奶日龄对母猪体内

激素水平影响不显著 [21-22]。 研究发现，剂量注射孕

酮或雌二醇并不影响母猪排卵数、胚胎成活率 [17]，这

表明过早断奶导致胚胎死亡的机理还有待于进一步

探讨。

1.4 断奶日龄对母猪窝产仔数的影响

适当延长断奶日龄有助于提高母猪窝产仔数。

Le Cozler 等 [7]报道 26耀30 d 断奶的母猪产仔数最高
（P约0.05）。Costa 等 [23]认为适当延长母猪哺乳时间，

有助于提高产仔数。

某些极端环境下，断奶日龄对产仔数影响不显

著。Tantasuparuk等[24]报道，在高温高湿条件下，断奶

日龄从 17 d延长至 35 d，母猪下一胎产仔数变化不
显著。

影响母猪下一胎产仔数的因素主要有子宫修复

时间、成熟卵子数、排卵数、胚胎成活率和分娩率。

有研究报道，调控母猪体内孕酮或雌激素水平能提

高产仔数 [25-27]。如前文所述，断奶日龄通过影响子宫

修复时间和胚胎成活率，从而影响母猪窝产仔数。

断奶日龄是否影响母猪分娩率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2 生产中最佳断奶日龄的选择

2.1 国外平均断奶日龄
由于欧盟国家重视动物福利，已立法规定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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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奶日龄，其他各国尚无条令约束。欧盟 1991年立
法规定断奶日龄不得低于 21 天，随后 2006 年又颁
布新法规，规定断奶日龄不得低于 28 d。从以往报
道的文献看，美国养猪行业普遍断奶时间是 18耀23 d，
巴西 21 d，澳大利亚 22 d，加拿大 21 d。近几年来，
断奶日龄有向后推迟的趋势。总而言之，世界各国

乳猪断奶日龄均不低于 18 d，这反映出生产者普遍
认同母猪断奶时间不宜过早。

2.2 我国适宜断奶日龄

为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养猪生产者应选择合适

的断奶时机，过早断奶会影响母猪繁殖性能。从以

往文献看，母猪最早断奶时间应不低于 16 d，也有
少数报道认为是 19 d。根据 Le Cozler等 [7]的研究结

果，断奶时间从 19 d 延长至 29 d，产仔数增加 0.62
头/胎，随着断奶时间延长，产仔数呈线性增加。根据
Dewey等[13]的报告，最佳断奶日龄是 28 d。以母猪每
年提供的断奶仔猪头数评价最适断奶日龄是比较客

观的。若以 Le Cozler等 [7]的模型计算：21日龄和 28
日龄断奶方式下，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分别

是 23.6头和 23.8头。一方面，延长断奶日龄将导致
母猪每年胎次减少；另一方面，延长断奶日龄能提高

母猪年产仔数，此消彼长，最终 21日龄和 28日龄断
奶的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相当。

在我国，规模化猪场仔猪断奶日龄约为 21 d，
有些养殖场也会早于 21 d。21耀29 d 断奶对母猪繁
殖性能无显著影响，但仔猪养殖成本差异较大，如：

21耀28日龄断奶仔猪体重约 6耀9 kg，因体重差异，仔
猪消化、免疫等系统发育差异较大，以致日粮配制成

本有所不同。从原料供应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生产

断奶仔猪饲料普遍所用的原料有血浆蛋白粉、乳清

粉和进口鱼粉等，近几年这些原料价格波动频繁，对

饲料生产和养猪影响较大。由于仔猪断奶越早，体

重越小，对这些原料依赖越大，尤其是血浆蛋白粉的

供应日趋紧张，引起人们的反思。乳清粉和进口鱼

粉也是一类资源性的饲料原料，近几年价格增长较

快。一方面，要减少对国外饲料原料依赖；另一方面

要提高养猪生产效率，因此笔者建议，我国应提高母

猪日粮营养水平和饲养管理水平，以提高断奶仔猪

体重，从根本上解决养猪可持续发展问题。

在不影响母猪繁殖性能前提下，适度延长仔猪

断奶日龄，可提高仔猪断奶体重，有效提高断奶仔猪

成活率，降低饲料成本。当然，饲养管理水平也影响

断奶时机的选择。笔者建议，规模化猪场可参考当

前市场上主流的教槽料定位水平，仔猪断奶体重不

低于 7 kg，断奶日龄宜为 24耀26日龄。
2.3 国内外生产中仔猪断奶日龄存在差异的原因

国外和国内仔猪断奶日龄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是养殖水平和条件。在断奶阶段，由于仔猪消化系

统和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对营养来源、水平和环境

条件要求较高。在环境控制和饲养水平较好的猪

场，能较好地控制病原传播，早期断奶可减少疾病垂

直传播，提高保育阶段成活率，促进断奶仔猪生长；

而在养殖条件和水平较差的猪场，病原得不到控制，

各种外界因素（如：温度、湿度、氨气浓度等）导致仔

猪应激，生产性能反而下降。因此，选择断奶日龄应

视养殖条件和水平而定，不可盲目追求过早断奶。

美国养猪业普遍断奶日龄是 18耀23 d（且有延迟趋
势），断奶体重约 7.0耀8.0 kg，欧盟等国家断奶日龄
不能低于 28 d，断奶体重也大于 7 kg。我国母猪饲养
水平相对落后，根据笔者调研，在 21 d 时断奶仔猪
体重普遍不足 7 kg。仔猪体重越小，所要求环境控制
和饲养水平越高，因此过早断奶不适合我国国情。

3 小结

断奶仔猪的生产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断奶日

龄和环境条件，过分追求早期甚至超早期断奶带给

仔猪的挑战是巨大的，不仅增加了断奶仔猪饲料成

本，更重要的是母猪自身繁殖性能下降，最终抵消了

缩短繁殖周期带来的利益。我国养猪水平跟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养猪生产者应根据自身条件

选择断奶时机，以提高养猪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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