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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豬種改良方法的建立過程

年產肉豬頭數

58年：400萬頭以下

61年：500萬頭

65年：600萬頭

68年：700萬頭

74年起：超過1,000萬頭（生產過剩）
民國67年到73年間，完成豬種改良措施



民國66、67年 後裔追蹤檢定試驗









民國67年

“美國的種豬事業看我國的種豬改良途徑”(雜
糧與畜產月刊)
檢定合格最優2-3%公豬，集中飼養，繁殖純種
後裔並推廣



民國68年

3,500萬元預算，建立“國家核心種豬場”計畫
南場

兩條作業線

北場

兩條作業線







民國68年

結束檢定體重由90公斤提高到110公斤

避免TOP2公豬競價搶購，購置電子拍賣系統並
於69年啟用



民國68年
爭取農發會及雜糧基金會經費，標購檢定合格
公豬，推動豬隻人工授精。















民國69年

鄭登貴先生（畜產試驗所）到英國劍橋大學

研習公豬精液保存方法

保存天數由2天延長到5天，以利運送



民國69年

於中國畜牧學會會誌發表種豬檢定選拔指數
(檢定站於70年採用之)

與豬研所顏秀鳳小姐研訂種豬場場內檢定辦
法(於69年當年實施) 

建立“肉豬屠體評級與作價標準”(供肉品基金
會使用)











民國70年

鼓勵民間種豬場選送優良仔公豬到檢定站參
加檢定

訂定並由農林廳執行“優良種豬場評鑑辦法”

每年評選有效期一年之特等、甲等優良種豬
場

國家核心種豬場可以買到國內真正優良的種
公豬









民國71、72年

推廣國家核心種豬場優良公母豬

建立種豬供應體系

挑選特約二品種單雜交之女豬繁殖戶



民國72年
訂定各縣市三品種肉豬生長及屠體性能檢定比
賽辦法

以縣市為單位，選送5胎，每胎公母各一頭
每年辦理二期，到民國81年止，共辦理15期
農戶選購優良種公母豬(或人工授精)改進肉豬水
準

雲林縣為最典型代表，數量增加，品質提高



民國71、72、73年
辦理純種女豬性能檢定，選購核心種豬場之基
本母畜群

性能檢定合格者送南、北二個核心豬場
73年建場完成
74年正式營運
種豬全部選自國內，繁殖之公、母仔豬全留下作
生長性能檢定
仔公豬參加中央檢定站之檢定

以優良種豬場評鑑辦法計算，各品種均可評定
為特等種豬場，作為示範種豬場



民國74年
開辦二品種女豬生長性能檢定，二品戶公開拍
賣銷售女豬

民國78年
種豬中央檢定站南站啟用

畜試所及豬研所人員共同修訂藍瑞斯與約克夏
母系品種的檢定選拔指數

民國81年



民國82年
邀請美國、日本、芬蘭及法國專家來台，舉辦豬育種策略研討
會

評估台灣現行育種措施是否要修訂或增加項目
四國專家意見

現行改良措施可繼續使用

加強淘汰遺傳缺陷基因
選拔有益的特性基因，如多產基因、肉質基因、抗病基因
等



民國94年

畜試所人員主導完成第二次修訂種豬選拔指數



台灣豬種改良十分成功的理由

限制只有世界四大品種豬能在台灣飼養，推薦
生產三品種雜交肉豬
肉豬生產效率高

肉豬上市體重整齊

屠體品質好、瘦肉率高

檢定、登錄、評鑑、核心種豬場，環環相扣



未來豬種改良的挑戰

在台灣

利用梅山豬與杜洛克雜交，改良杜洛克的繁殖
性能，選育杜洛克新品種

在國外

英國Cotswold豬育種公司的Dr. John Webb對未
來25年豬育種的看法和挑戰



Dr. John Webb對未來25年豬育種的看法和挑戰(1)

過去25年，豬的飼料效率和瘦肉率改良是成功
的

統計方法BLUP原用於乳牛改良，近年已被豬種
改良界漸漸使用，由於此方法可以將一頭種豬
的上下代及同代親屬資料，合併起來估計該種
豬的遺傳性能，不但準確度提高，而且可以估
計低遺傳率的繁殖性狀的遺傳性能，未來對繁
殖性狀的改進將可期待



Dr. John Webb對未來25年豬育種的看法和挑戰(2)

精子、卵、胚的冷凍技術，以及基因轉置技術
不斷地進步，將會育出更健康、更安全、更符
合動物福利、更環保的豬種、更便宜的豬肉

品種間雜交，育出新的雜交品種是未來的趨
勢，因為現有純種豬在過去二、三十年的改
良，各項優良基因的純合子比率已經相當高，
再改良不容易



Dr. John Webb對未來25年豬育種的看法和挑戰(3)

英國的Cotswold公司利用梅山豬改良原有藍瑞
斯和約克夏品種，提升原有品種的價值

豬的基因圖譜漸漸被訂出來，所謂標記基因的
特殊作用基因，亦逐漸被發現，未來將以直接
挑選基因來找好的種豬

人為控制X、Y精子技術漸漸進步，未來選性繁
殖是豬場的選項，可提高經營效率



Dr. John Webb對未來25年豬育種的看法和挑戰(4)

牛的雙肌束突變基因已經被剪下，移置於實驗
室小鼠，其瘦肉率生長速度快2倍，腿肉重3
倍。如果將這個基因成功移置到梅山豬身上，
豬肉的生產效率將提升數倍，因為L、Y母豬一
年只生產24頭肉豬，梅山豬可生產32頭
抗病性基因將逐漸被發現和利用，基因治療亦
將被用來治療特定基因缺陷之種豬或品種



未來豬群改良的目標

利用BLUP統計方法使傳統育種方法的改良速度
達到最大量

縮短優良純種核心種豬場與肉豬場的遺傳差距
到最小量

管好新科技的安全檢驗和安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