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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猪科研特点与育种

台湾省���������年有关猪科研课题总

数达��项
，

其中猪育种 �包括猪胚冷冻
、

基

因工程等 �方面�项
，
猪饲料营养方面��项

。

猪效殖方面�个
，
还有管理

、

粪尿处 理
、

猪

舍设施等方面�个课题
。

研 究的内容既有若

础性的尖端项目如猪基因转移
、

胚胎冷冻保

存
，
又有生产实用性的饲养

、

饲料
、

营养
、

管理方面的项 目
。

研究课翅期限比较短
，
一

年性的试脸课题比较多
。

台湾的猪育种工作主要由有关企业 �台

褚公司 �和政府机构二个方面出资开展的
。

在研究方向上
，
台糖公司畜产研究所侧盆商

业方向
，
追求高产指标

、

高效益
、

满足市场

需要
。

政府研究机构以省畜产试脸所为主
，

主要开展地方猪种的保种和选育工作
�

台糖公司从����年开始
，
一直坚持利用

外来瘦肉型猪种长自
、

大约克夏
、

杜洛克和

汉普夏四个猪种
，
廷立

“
基本纯 种 猪 群 改

良” 研究
。

对纯种猪坚持长期选育
，
期望每

年在各项性能指标有����的改进 速 率
。

����年起为加速提高并突破现有种猪性能
，

又在纯种上开展特殊品系的选育
，
采取闭锁

方式
，
在长自

、

大约克夏品种上各建立 日增

重和繁殖力突出的品系
。

杜洛克品种建立 日

增重和屠体性能 �背脂薄 �二个品系
，
同时

结合进行
“

台糖猪种之育成
”
的研究

，
以长自

和大约克夏猪杂交育成 含长白血缘��一���

的合成母系
，
以提高其生长及繁殖性能

。

台

糖公司还对外来猪种发情不明显
、

繁殖力差

等特点
，

配套开展提高母猪繁殖性能的研究

课题
，
通过激素处理

、

精液品质研究
、

营养

与管理等手段进行试验研究
，
此外

，
台糖公

司畜产研究所曾开展
“
仔猪下痢抗病育种之

研究
，， �����一����年 �

，
以期建立一套猪

只抗�� ����� ��遗传型的鉴定方法
，
同 时

进行选育高免疫反应能力之猪种
，
以育成抗

病力强的猪种
。

经费来自
“
农委会

” 的台湾省畜产试验

所
，
近年来主要有二个大的项 目

，
一个是地

方猪种一一桃园猪的保种
、

选育计划
。

目的

是保存桃园猪的种质
，
并建立基本资料

，
进

而确定桃园猪之多产性基因
，
探讨多产性基

因融合于高产肉性能猪种之可能性 ， 另一个

是开展 “
小耳迷你猪的保种及选育

” ，
该项

目计划从����年�月至����年�月
，
研冤 目的

除了保存台湾特有且唯一小型猪种一一小耳

猪外
，
还通过世代选育小型猪

，
与大陆北京

农业大学开展的
“
小型香猪选育

”
研究目的

相同
，
即提供医学实验动物材料

。

福建省猪育种研究工作主要是省农科院

畜钦兽医研究所承担
，
十多年来研究福州黑

猪世代选育以及遗传参数
，
并以福州黑猪为

母本
、

引种外来瘦肉型种猪为父本进行杂交

改良
，
提高生产性能及瘦肉率指标

，
并研究

相配套饲养技术与营养需要
。
突出特点是发

挥地方猪种适应性强
、

分布广
、

繁殖力高
、

肉质好的特性
，
能在全省范围开展猪什交改

良
，
取得明显社会效益

，
因而获得了四项省

科技进步三等奖
。

目前研究 “ 闽��� 型 ”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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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菜篮子工程项 目
，
开展三元或多元杂交

利用
。

有关外来引进纯种猪基础群的选育工

作主要由省认业厅畜牧局负贡
，
在同安县天

马利
“
猪场对大约克夏等迸行选 育

，
在连江县

东峥�种堵场对社洛克猪进行选育
，
以种猪供

应全省
，

满足地方猪种杂交改良的需要
。

二
、

养鸭科技之 比较

�
�

肉鸭

福建 台的主要肉鸭品种是 骡 鸭 �半 番

鸭 �
、

爵鸭和北京鸭
。

骡鸭是公番鸭 �黑羽

为主 �和母麻鸭杂交产生
，
多为黑羽

，
体型

较小
，
胭体瘦肉含量偏低

。

由于决乏亚热带

气候条件下最佳营养需要量的资料
，
���以

上的养鸭场采用自配词料
，
词料 转 化 率 较

低， 生厂“
成本较高

。

骡鸭的孵化以传纬鲜化

为主
，
通过长途蛋 输 送 到目的地出壳

。

人

工授精技术的研究始于��年代
，
现在人工授

精的受精率可达���以上
。

台湾 占的肉鸭
，
为三元杂髯体系生产的

自羽骡鸭
，
共自羽合格率可达���以上

。

这

种三元杂交体系集台了自色菜鸭�俗称香鸭�

的高产蛋性能
，
北京鸭的高生长率和番鸭的

优质炯体和皮内结钩等诸多优点于一身
。

白

羽骡鸭因其桐体外观比有色鸭 较受 人 们 欢

迎
，
所以价值较高

。
鸭的饲料���采用金价

颗粒饲料
，
料内比为�

�

�� �
。

骡鸭的孵化以

电气孵化为主
，
并向国外出口半孵化 �已孵

��天 �蛋
，
这种甭在运输途中装在聚乙烯的

箱中并彼孟新鲜豆校叶以保持适且的温度和

湿度
。

人工授精率已提高至������
。

艺
�

资稗

福建蛋鸭主妄有甫田黑鸭
、

金定鸭和山

麻鸭
。

南
一

田黑鸣以体小
、

早熟
、

高产着称
，

该鸭旧选 筒工作始于阳年代末��年代初
，
经

过家系选自后旧 甫 川黑鸭高产系�四 日 龄 产

蛋髯让之幻枚以上
。
����一����年 进行蛋鸭

营养裔女童妍究
。
土���年在国内首光采用鸭

胚组织培弃法侧定碱性磷 酸 酶 的 活佳
，
早

期评定蛋鸭不同家系的种用价值
，
比常规法

选种可提早半年以上
。

蛋鸭的饲养以放枚结

合补饲的方法为主
。

大部份的蛋鸭以鲜蛋出

售
，

小部分加工成咸蛋和松花蛋
。

台湾主要泊勺蛋鸭褐书菜鸭也是 口湾省唯

一的土种蛋鸭
，
以体小

、

高产
、

蛋壳质量好

著称
，
其年产蛋量超过��� 个

。
����年开始

实施菜鸭选育计划
。

放牧饲养是菜鸭一种特

殊的饲养方法
，
在�一��周龄期 间采 食散落

的稻谷
，
而产蛋期则关养于舍内给喂优质词

料
，
能达到理想的产蛋水平

，
而且菜鸭的营

养需妥量已研究确定
。

与�以上的鸭蛋都是

加工成咸蛋相反蛋
。

�
·

曹养研究

福建于����至����年由省农科院收医所

碑辣秩
、

陈晖等进行蛋鸭营养需 要 量 的 研

究
。

台湾从���‘年开始由沈添富博士进行鸭

茸养需要量的研究
。

经过多年的研究
，
台湾

对骡鸭及蛋用菜鸭的大部分营养需要量已研

究清楚
， ����年出版 了 《 鸭 的 营 养 量 标

准 》 ，
供鸭农以良好手段来配合鸭的日粮

。

��典病的琢防

雏鸭病毒性肝炎
、

鸭瘟和鸭霉乱是鸭子

的三种主要疾病
。

三种鸭病中鸭霍乱最难控

制
。

台湾省市告的鸭霉乱疫苗有 效 率 低 于

���
，
而福建推广应用了省农科院饮医所研

制的禽霍乱亚单位苗
，
保护率 可达��纬

，
且

安全刊
一

靠， 收到良好的预防效果
。

综观两省鸭业科技研究
，
台湾省在内鸭

和蛋鸭的营养需妥研允土比铰深入
，
白羽内

鸭的育种也取得一定成装
。

福建省在蛋鸭的

育种研究方面领先于台湾
，
且育种材料较台

湾为广
，
育种手段也领先一步

，
此外

，
福建

的禽霍乱亚单位苗优于台湾省同类产品
。

三
、

家畜肠胎工程抹木研究状况

台湾的研究人员在先成牛
、

羊肠胎移植

研究后
，
即把此项技术应用到钦场

。

在农村

建立了胚胎移镇站相早期妊娠诊断 服 务 中

心
，
他们的早子诊断是使用孕酮酶标侧定法

进行的
。



����年福建农学院完成了奶牛胚胎移植

研究
。

福建省农科院牧医所完成了奶牛早期

妊娠酶标测定法研究
。

在胚胎冷冻方面孑 猪的胚胎冷冻技术难

度较高
。

台湾省的李坤雄����年开始从事这

项研究
。

为了提高家畜的繁殖率
，
特别是初

产母猪的产仔数和产后母牛的配种率
。

台湾

养猪科学研究所使用���� 和���� 刺 激

母猪多排卵和休情期母牛提早发情
。

黄英宗

把绵羊双胎素即雄烯二酮主动免疫原理应用

到初产母猪提高产仔数的研究上
。

李善男使

用����使夏季处于不发情的母 牛 发 情 配

种
。

为了使牛
、

羊多产仔
，
除了使用外源激

素刺激多排卵和用双胎素主动免疫之外
，
还

用腼胎移植的方法使牛怀双胎
，
即在牛的双

角子宫各移入一个优质牛胚胎使牛怀双胎
。

随眷胚胎移植技术在台湾的应用
，
对优质牛

肛胎的需求量大增
，

从美国购买一个冷冻胚

胎价格为���。美元
，
满足不了需要

。

畜产试

验所研究牛卵母细胞体外培养和体外受精技

术
。

并把胚胎切割
、

胚胎性别鉴定和胚胎移

植联合起来研究
。

将一个胚胎切成二半
，
一

半做染色体性别鉴定
。

另一半移植到牛子宫

角
，
产下预期性别的小牛

。

在动 物 育 种 方

面
，
在胚胎移植基础上将人生长激素基因移

植到猪的受精卵研制出了超猪
。

福建省胚胎工程较深一步的研究
，
如动

物细胞核调换
，
母细胞体外培养体外受精等

高新生物工程技术研究
，
均在设备条件较好

的有关院校中开展
。

四
、

兔育种之比较

福建省农科院牧医所
、

宁德地区农科所

等近年研究福建黄兔
、

德 系 长 毛 兔 的 选

育
，
要求����年内培育成新型福建黄兔

，
其

八月龄体重应达到了�一�
�

�公斤的中型黄兔

水平
。

宁德地区农科所���������年主持的
“
德系长毛兔的选育

” 研究课题
，
经三个世

代的选育
，
八月龄体重平均为����克

，
平均

产毛量为���克
，
分别比原种群提高�

�

��和

��
�

���
，
初生窝重及断乳窝重也分别 提 高

�
�

���和��
�

���
。

台湾省政府于 ����至����年补助 “ 适应

本省气候之安哥拉毛用兔之选育
”
研究

，
利

用本地白色肉用兔公母各��只为母本
，
安哥

拉毛用兔公母各��只为父本进行杂交
，
将杂

交第一代母兔作母本同交安哥拉公兔生产含

有���本省兔血统的杂种兔
，
视其分化情况

取决其用途
。

五
、

象草及杂交狼尾草研究的比较

福建通过在安溪
、

福州
、

建阳等不同的

地区设置试验地
，
基本掌握杂交狼尾草在不

同气候区的适应性和生产性能
，
发现其对红

坡有广泛的适应性 �在���
�

�以下强酸性瘦

有红壤上需多施有机肥和加施��石灰 改 良

可以获得高产 �
。

在南亚热带气候区终年保

持青绿
，
全年生长期达�����舫天

。

在中亚

热带气候区全年生长期为������ 。夭 ，
冬季

��月中旬至次年�月 �地上部枯萎
，
能有然

越冬的纬度范围达北纬��
�
��， ，

即在华南三

省区全境均可种植越冬
，
但在北纬��

’
��， 以

北地区需要越冬前留高搓 ���一��厦米 �
，

根部培土施肥等保护越冬措施
，
第二年返青

较快等的适应性
，
以及杂交浪尾草既具有其

父本象草的高产
，
又具有其母本美洲狼尾草

品质优良的特性
，

在同等条件下
，
亩产�����

����公斤
，
略高于象草

，
而其分桑力

、

叶子

比例
、

营养含量
、

适口性
、

品质和净摄入量

则明显优于象草
，
风干率为��

�

�一��
�

��
，

略高于象草
，
而其叶 子 产 � 则 比 象 草 高

��
�

��等生产性能
。
此外

，
对奶牛

、

肉兔和

草兔的喂养试验
，
显示了在基础 日粮相同的

情况下
，
饲喂杂交狼尾草比象草可使奶牛平

均日产奶里和肉兔平均日增重提高������
，

投喂草鱼每��
�

�公斤鲜草可获�公 斤 体重
，

比一般禾本科杂草提高������
。

在推广方

面
，
几年来以福州繁殖基地为依托

，
在全省

共建立推广示范点��个
，
目前全省推广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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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为了检验核心猪场的育种改良效

果
，
台湾采取追踪

，
全省肉猪检定结果及场

内隔年一次后代追踪试验
，
即繁殖二元杂交

母猪
、

三元杂交肉猪
，
测定繁殖性能

、

生长

性能和屠体品质
，
以评鉴纯种猪选拔的方向

是否正确
，
以及纯种猪水准和肉猪 生 产 水

平
。

核心猪场还将每年使用的种公猪精液加
以收集

、

冷冻保存
，
每隔���年取出配种繁

殖后代
，
与当年培育的种公猪精液繁殖后代

作性能比较
，
以评鉴种猪改良的速度

。

�
·

举办猪只比安展览示会 为展示种 猪改

良成果
，
推广优秀种猪

，
并揭示种猪改良方

向
，
台湾分期分片举行各种形式的猪只展览

展示会
、

拍卖会
。
展示拍卖会由省农林厅及

省农会或各县
、
市政府及农会主办

。

全省性

猪只展示拍卖会系委托
“
中华民国养猪协会

种猪改良委员会
”
办理

，
目前举办日期基本

�

固定
，
分别是每年�月�日

、
�月�日

、
�月�日

及��月�� 日
。
各市

、

县展示会时间相刘不固

定
，
但在每次展示会前总要通过各种宣传媒

介通知各养猪户
。

展示会主要根据种猪
、

母

猪的外部特征
，
对猪只的性能鉴定以外的性

状
，
如体型

、

外貌
、

健康程度
、

精神状况及

活力情况
、

肉用猪的肌肉特别是瘦 肉 率 情

况
，
由评审委员会根据一定的评分标准综合

打分
，
按品种不同对各组参赛猪引卜出名次

。

展示结束时
，
种猪公开拍卖

。

展示过程中获

得好评的猪只
，
拍卖时自然成为养猪业者竟

相购买的对象
，
拍卖价格高得惊人

，
不仅如

此
，
获得好名次的猪只

，
其场主

、

其子孙兄

弟等也随之扬名
，
养猪场因而闻名

，
养猪业

者因而辉煌
。

展示会俨然是一个猪品种宣传会
，
又是

一个养猪科学技术推广会
。
展示会期间

，
养

猪业者
，
商人

、

农民甚至有关专业的学生云

集， 盛况空前 ， 热闹非凡
。

展示过程中， 评

审员对种猪
、

肉猪进行逐项详细讲解
，
指出

获得优胜奖的理由
，
指出理想体型的标准

，

从而使广大与会者从中获得信息
，
使养猪业

者朝这个方向努力
。

此外
，
在展示会现场

，

设立观众奖
，
欢迎观众参与评审

，
观众评审

的结果若与评审委员会的结果相同
，
大会发

给纪念品
，
因而参加人员踊跃

，
与会者的积

极性很高
。

为了增加人们对养猪业及猪只比

赛展示拍卖会的了解
，
在每次展示会前

，
主

办单位将上次参加人员情况
、

参加办法
、

评

审规则及养猪知识
、

世界养猪科技动态等印

成宣传手册
，
赠与与会者

，
让与会者增加养

猪知识
，
从而提高全省养猪科学水平

。

�上接第��页 �

达����亩
，
广泛应用于淡水养殖业

、

畜牧业

和水土保持业
。

狼尾 草 是 台 湾省的主要饲 料 作 物 之

一
，
因此是科研的目标草种

。

对狼尾草的生

理
、

生态
、

栽培利用及育种台湾作了大里工

作
，
如对不同类型狼尾草叶生长习性与产草

�关系之研究 ， 对狼尾草的杂交育种提供选

种之指标和方向
。

并对狼尾草光合成能力与

低温适应性关系的研究， 对了解狼尾草处于

不同冷暗环境下对叶片光合成之影响
，
掌握

狼尾草对低温适应情形的研究
多 对狼尾草新

品系肥料试验
，
并对其实生栽培播 种 期 生

长
、

栽培密度及割期对狼尾草产盆之影响等

研究
。

省畜产试验所饲作系还对不同成熟度

狼尾草青贮研究
。

在育种工作方面
，
利用杂

交育种手段选育出许多新品系
，
如少分基型

����
、

宽叶型����
、

狭叶型����等
。

综上所述
，
闽台双方在狼尾草属的科研

与应用方面各有其特色
。

台湾省在象草 �狼

尾草 �的科研与应用方面研究比较深入
、

全

面
，
而杂交狼尾覃在福建的引进和推广胜于

台湾省
，
为福建的畜牧业

、

淡水养殖业开辟

了薪的饲料资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