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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产 母 猪 哺 乳 期 膘 情 与 繁 殖 性 能 关 系 的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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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便携式 B 超仪对一规模猪场 381 头美系大约克初产母猪临产前、断奶后背膘进行测
定，并对不同背膘厚母猪的有关繁殖性能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初产母猪膘情不同对其繁殖表现影
响显著（P<0.05），临产前背膘在 11～16 mm 时窝产仔数较高，在 13～14 mm 时最佳；断奶时背膘在

10～14 mm 时断奶至发情间隔较短，在 11～12 mm 时最佳；背膘在 10～15 mm 时次胎受胎率达 86%
以上；哺乳期背膘损失在 1～3 mm 时断奶至发情间隔和次胎受胎率最佳。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应对
初产母猪膘情进行合理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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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上母猪膘情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初产母

猪的繁殖表现对后续胎次影响较大，因此，掌握初产

母猪哺乳期背膘变化规律对生产有重要意义。传统

目测法对母猪膘情的评判误差较大，本研究借助 B
超诊断仪对初产母猪哺乳期背膘进行精确测定，对

繁殖性能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找出初产母猪哺乳期

最适背膘范围，为实际生产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对象

试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大型种猪场开展，选

择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9 月 381 头美系大约克初

产母猪作为研究对象，仔猪 21 日龄断奶。
1.2 试验器材

采用便携式多功能 B 超诊断仪（购自上海东晋

畜牧器械有限公司），依据 GB 10152—2009[1]进行背

膘测定，测定前用 B 型超声诊断设备标准检测装置

仿组织超声体模（KS107BG 型），对 B 超诊断仪测定

精度进行校验。
1.3 背膘厚测定方法

分别于母猪临产前 1～2 d 和断奶当天进行背膘

测定，同一头母猪临产前与断奶时的背膘减少量为

其哺乳期背膘损失。测定时，让猪自然安静站立，选

择猪背部 P2 点的右侧垂直背膘厚 （最后肋距背中

线 5 cm 处）作为测定点，避免猪只弓背或塌腰使测

量出现偏差。
1.4 测定指标

对母猪产后的窝产仔数、窝产活仔数、初生个

体重、弱仔率以及断奶至发情间隔、次胎受胎率等数

据进行统计。

1.5 统计分析

原始数据用 Excel 表格处理，用 SPSS20.0 软件

进行方差分析，结果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初产母猪临产前背膘厚对产仔性能的影响

由表 1 可知，大约克初产母猪临产前 P2 点背膘

在 11～16 mm 时窝产仔数较高，均在 10 头以上，其

中背膘在 13～14 mm 时最佳（P<0.05）；背膘在 11～14
mm 内时窝产活仔数最佳（P<0.05），均在 9 头以上；

在 13～16 mm 时初生个体重最佳（P<0.05），平均在

1.4 kg 左右；背膘在 12～16 mm 内时弱仔率均低于

15%，其中背膘在 14～16 mm 时最佳（P<0.05）。从以

上数据来看，大约克初产母猪 P2 点背膘偏薄（≤10
mm）和过厚（≥17 mm）会出现部分指标显著变差

（P<0.05），对产仔表现造成不良影响。

2.2 初产母猪断奶时背膘厚对断奶至发情间隔和次

胎受胎率的影响

母猪断奶时的膘情体况是影响母猪断奶至发情

间隔的重要因素[2]。从表 2 可以看出，母猪断奶时背

表 1 初产母猪临产前背膘厚对产仔性能的影响

临产前背
膘厚/mm

母猪
数/头

窝产仔数
/头

窝产活
仔数/头

初生个
体重/kg

弱仔率
/%

≤8 18 9.11 a±1.84 7.05 a±3.58 1.12 a±0.27 38 a±30
9 17 9.37±2.07 8.37±3.24 1.18 a±0.13 28 a±13
10 32 9.84±1.09 8.47±2.90 1.19 a±0.11 18±12
11 29 10.21±1.61 9.32 b±2.26 1.30±0.13 17±11
12 39 10.23±1.78 9.15 b±2.19 1.31±0.19 14±12
13 67 10.58 b±1.62 9.47 b±2.56 1.37 b±0.21 14±11
14 62 10.73 b±1.53 9.72 b±1.68 1.38 b±0.15 12 b±10
15 37 10.28±1.37 8.89±2.96 1.39 b±0.15 10 b±7
16 29 10.15±2.66 7.55±3.01 1.44 b±0.16 11 b±10
17 23 9.64±1.61 7.64 a±3.50 1.30±0.15 18±13
18 12 8.60 a±2.07 6.40 a±3.50 1.20±0.18 20±14
≥19 16 8.13 a±2.35 7.25 a±1.83 1.31±0.02 15±14

注：同列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小写字
母相同或无肩标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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膘在 10～14 mm 时平均断奶至发情间隔时间较短，

背膘在 11～12 mm 时断奶至发情间隔最优且均小于

7 d，而背膘在 15 mm 以上和 9 mm 以下时断奶至发

情间隔显著高于最优范围（P<0.05）。母猪断奶时背

膘对次胎受胎率影响较大，背膘在 10～15 mm 时次

胎受胎率在 86%以上，其中在 10～12 mm 内时次胎

受胎率均超过 90%，显著高于背膘 16 mm 以上和 8
mm 以下的母猪。

2.3 初产母猪哺乳期背膘损失对断奶至发情间隔

和次胎受胎率的影响

哺乳期背膘损失代表母猪哺乳阶段的体能损

耗。由表 3 可知，背膘损失在 0～3 mm 时，平均断奶

至发情间隔在 8 d 以内，显著高于背膘损失 5 mm
以上和-2 mm 以下的初产母猪（P<0.05）；背膘损失

在 1～4 mm 时次胎受胎率均高于 90%，且显著高于

背膘损失 5mm以上和-3mm以下的初产母猪。综合来

看，母猪哺乳期背膘损失在 1～3 mm 时，断奶至发情

间隔和次胎受胎率最佳。

3 讨论

母猪临产前的体况储备不仅是妊娠期饲养水平

的直接体现，而且影响母猪产仔表现，初产母猪哺乳

阶段合理的膘情损失以及断奶时膘情对后续繁殖表

现影响较大[3]。本研究表明，该场初产母猪临产前背膘

在 11～16 mm 时窝产仔数较好，其中在 13～14 mm 时最

佳；初产母猪断奶时背膘在 10～14 mm 时断奶至发情

间隔和次胎受胎率较好，在 11～12 mm 时最佳；初产

母猪哺乳期背膘损失在 1～3 mm 时断奶至发情间隔

和次胎受胎率最佳。综合来看，在该场生产中，应尽量

将初产母猪产前背膘调整到 11～16 mm（13～14 mm 最

好），断奶时背膘控制在 10～14 mm（11～12 mm 最好），

哺乳期背膘损失控制在 1～3 mm。
妊娠后期合适的膘情对母猪分娩十分重要。有学

者指出，妊娠后期膘情过肥会导致腹部脂肪沉积过

多，子宫壁血液循环受限，激素水平降低，进而影响胚

胎发育[4]；另外，临产时膘情过肥还会造成分娩无力，特

别在炎热的夏季，容易导致仔猪窒息死亡[5]。本研究也

得出相似结论，即母猪临产前背膘过厚会导致窝产仔

数、窝产活仔数、初生个体重下降，弱仔率上升等问

题。而膘情过瘦也会造成不良影响。Skorjanc 等（2008）
发现，妊娠后期膘情较薄产活仔数显著降低，其哺乳

期断奶至发情间隔、受胎率都会受到影响[6]，这与本研

究结果基本一致。丹麦索伦森（2008）认为，初产母猪

转入产房时背膘厚应达到 15～20 mm，断奶时背膘厚

可能会降到 14～18 mm[7]，其背膘范围高于本研究结

果，笔者分析这可能与品种不同或育种改良有关。
有研究指出，控制好哺乳期母猪膘情和返情率

是减少猪场非生产天数（NPD）的有效方法[8]。根据

Morgan Morrow 机会成本算法，以每头母猪每年提供23
头肥育猪、存栏 1 000 头母猪的猪场计，NPD 每增加

1 d，每年直接减少上市肥育猪约 63 头[9]，因此母猪

哺乳期膘情损失处于合理区间显得尤为重要。本研

究表明，哺乳期背膘损失在 1～3 mm 的初产母猪，其

断奶至发情间隔减少，从而有效降低 NPD，而第 2
胎的配种成功率显著上升也会大幅减少返情率，进

而促进猪场的合理周转与母猪生产成绩的提高。
生产中头胎繁殖表现较好的母猪，其终生的繁殖

表现也往往较优，但与经产母猪相比，其产后乏情、断
奶至发情间隔延长、次胎受胎率降低等问题尤为突

出。因此，在实际生产中应重视初产母猪膘情的控制，

并根据生产母猪实际情况，制定本场初产母猪哺乳期

前后最佳背膘范围，从而更好地提高本场养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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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初产母猪断奶时背膘厚对断奶至发情间隔和次胎受胎率的影响

断奶时背膘厚/mm 母猪数/头 断奶至发情间隔/d 次胎受胎率/%
≤8 23 17.45 a±5.20 76 a±18
9 16 12.42 a±2.77 82±17
10 48 8.75±2.22 92 b±8
11 64 6.85 b±2.64 92 b±9
12 88 5.46 b±1.31 96 b±3
13 69 9.50±3.51 86±13
14 37 10.22±3.40 88±13
15 15 12.90 a±4.01 88±14
≥16 21 13.86 a±5.78 71 a±16

表 3 初产母猪哺乳期背膘损失对断奶至发情间隔和次胎受胎率的影响

哺乳期背膘损失/mm 母猪数/头 断奶至发情间隔/d 次胎受胎率/%
≤-3 27 20.44 a±6.38 76 a±19
-2 14 14.36 a±5.47 82±15
-1 34 11.69±4.08 85±14
0 53 7.90 b±2.33 88±11
1 55 7.42b±3.99 92 b±10
2 77 7.47 b±3.20 95 b±8
3 66 5.40 b±0.69 96 b±6
4 21 9.10±3.06 90 b±12
5 16 13.50 a±5.27 58 a±14
≥6 18 15.13 a±6.12 77 a±16

注：哺乳期背膘损失=临产前背膘厚-断奶时背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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