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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豬檢定之  
未來業務目標

家畜組種畜暨保健課

課長林欽德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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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


 

我國豬隻育種策略上


 

（1）血統看登錄


 

（2）性能看檢定


 

（3）外貌看比賽。



3

前言(二)


 
種豬產業為台灣養豬產業發展的龍頭，奠定台

 灣養豬產業發展的基石，應持續發展種豬登錄
 及種豬檢定等基礎育種工作，以提升養豬產業
 競爭力。


 

「種豬登錄」在國內已推動30餘年，建立全國
 種豬群的完整血統系譜，登錄的內容還包括配
 種、分娩、轉移的基本資料供種豬業者育種的
 參考。登錄除由業者提供資料外，現場審查種
 豬之品種特徵亦是確認登錄資料之正確性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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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三）

「種豬檢定」可分為中央檢定及場內檢定二種，
 中央檢定是收集各種豬場育成之種仔豬在相同的

 生長環境中比較、競爭，國內主要以日增重、飼
 料效率及背脂厚度等生長性能作為評比的對象。
 目前則以動科所(竹南)檢定站及畜產會(新化)檢

 定站為北南兩站中央檢定站為代表；場內檢定在
 1980年開始推動，其間暫停了幾年，終於在去

 年農委會支持下，展開新階段出發，今年更有多
 家種畜場參與試辦並擴大辦理員工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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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四）

檢定另一項重要工具則是基因選拔工作：
 檢定站完檢豬於2002年進行基因檢測，檢測引
 起緊迫猝死的緊迫基因(AA, AB, BB)、控制排

 卵數量的多產基因(MM, MN, NN)、以及影響
 到肌肉內的脂肪堆積分佈的肉質基因(HH6, 

HL5, HL4, HL3, LL2, LL1, LL0)，這三種基因
 檢測是DNA序列之單點鹼基差異。


 

登錄與檢定二者必須相輔相成，以擴大種豬產
 業育種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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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五)

根據農委會九十八年十一月底養豬頭數調
 查報告資料顯示，台灣地區九十八年底毛豬總在

 養頭數為613萬頭，其中種公豬25,645頭（占
 0.42％），種母豬591,653頭（占9.65％），種

 女豬79,068頭（占1.29％）。

成熟種母豬之在養頭數雖呈現減少，但種女
 豬在養頭數卻較九十八年五月調查時增加

 5.30%，且亦較去年同期調查時增加4.07%，顯示
 部份養豬戶已逐漸將繁殖能力較差的老母豬淘

 汰，進而以體能較佳之種女豬更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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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檢定業務的推廣與需求


 
我國自民國75年起辦理種豬檢定工作，我國檢定方法

 比較著重飼料效率、增重及背脂厚度，對於母系繁殖性
 能遺傳及父系經濟部位生長性能遺傳能力，似乎比較趨
 向於利用分子遺傳的方法去解決與探討。未來對於後代
 成績表現測定應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國內現有辦理種豬中央檢定單位為動物科技研究所

 (十期)及本會新化檢定站(八期)，本會新化檢定站受
 限於檢定畜舍之容量，僅能檢定八期種豬（黃金八

 週），年檢定量約1040 頭，年推廣量在450~500頭
 之間。實無法滿足種豬產業界之需要。



8

國內檢定拍賣業務的推廣與需  
求(一)



 
為充分供應檢定優良種豬給予肉豬場與種豬場使

 用，持續辦理種豬檢定。


 

培育符合逍費者與國內市場需求種豬，以區隔
 進口豬肉市場，並積極拓展種豬外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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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年種豬登錄頭數

約克夏 藍瑞斯 杜洛克 合
 計出生年 公 母 公 母 公 母

2009 62 115 152 471 365 471 1475
2008 116 340 236 1094 522 838 3146
2007 131 308 340 1461 814 973 4027
2006 128 352 378 1824 839 831 4352
2005 144 385 326 1731 922 1026 4534
2004 143 344 417 1362 856 1097 4219

資料來源：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資料整理

單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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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短程 中程 長程

目標 95年 96年 97年 98年 99年 100 
年

101 
年

日增
 重

1.00 1.01 1.01 1.01 1.02 1.02 1.02

飼料
 效率

2.15 2.15 2.14 2.14 2.13 2.13 2.12

種豬育種之短、中、長期目標

94.11.24種豬育種改良工作推動小組第15次會議 決議



11

現行種豬檢定育種目標


 

短期目標(]3年)：

檢定種豬日增重最高值由1.40提昇至1.50
檢定種豬飼料效率最佳值由1.8提升至1.6



 

中期目標(5年)：

檢定種豬日增重最高值由1.50提昇至1.60
檢定種豬飼料效率最佳值由1.6提升至1.5



 

長期目標(7年)：

檢定種豬日增重最高值由1.60提昇至1.65
檢定種豬飼料效率最佳值由1.5提升至1.4

註:2009年度種豬育種共識營會議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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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檢定站種豬日增重改良近況

年度(開檢日)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杜洛克 最佳 1.312 1.329 1.421 1.330 1.271
平均 1.076 1.092 1.093 1.106 1.104

約克夏 最佳 1.314 1.299 1.273 1.349 1.247
平均 1.113 1.100 1.114 1.136 1.138

藍瑞斯 最佳 1.329 1.357 1.407 1.343 1.221
平均 1.097 1.120 1.101 1.128 1.123

平均 1.095 1.104 1.103 1.123 1.122

單位：公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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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檢定站種豬飼料效率改良近況

年度(開檢日)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杜洛克 最佳 1.90 1.95 1.93 1.93 2.01

平均 2.03 2.05 2.05 2.06 2.07
約克夏 最佳 1.94 1.96 1.98 2.02 2.00

平均 2.04 2.06 2.06 2.05 2.08
藍瑞斯 最佳 1.91 1.86 1.95 1.98 2.01

平均 2.03 2.31 2.05 2.06 2.08
平均 2.03 2.14 2.05 2.06 2.08

單位：公斤飼料/公斤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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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緊迫豬群的選育近況(2005-2010)

年 畜產會 動科所 種豬協會 合計

2010 92.4% 95.8% 92.3% 93.7%
2009 93.6% 72.4% 89.7% 91.4%
2008 86.0% 88.5% 85.3% 86.5%
2007 87.5% 89.0% 79.8% 86.6%
2006 86.3% 84.8% 77.7% 84.0%
2005 79.0% 82.2% 70.8% 78.4%

杜洛克緊迫基因型AA型的百分率

資料來源：台灣畜產種原資訊網資料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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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洛克公豬緊迫基因 AA 型的拍賣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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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洛克女豬緊迫基因 AA 型的拍賣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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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丹育國際（DanBred

 
International）是由丹麥國家豬生產委員會所

 組織的一個國際性育種公司，該公司負責實施丹麥豬育種計劃，目前丹

 麥有兩家合作的屠宰公司，年屠宰加工肉豬超過2,450萬頭，其中約90％

 出口。
丹育負責豬肉品質的遺傳改良工作，因此丹育在整個肉豬產業鏈中

 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丹育和49家養豬場主要的71個核心豬群合

 作，成功的執行聯合育種計劃，也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聯合育種計劃。

 丹育的目標是改良四個品種的豬，使整個豬肉產業鏈綜合經濟效益達到

 最大化。丹育核心群的選育是根據生長育肥性能、繁殖性能以及屠宰性

 能的測定結果進行的。丹麥豬育種計劃的四個豬種是：丹育藍瑞斯、丹

 育約克夏、丹育杜洛克和丹育漢布夏。
丹育的純種核心群生產母豬有9,500頭（GGP），這些豬都沒有緊迫

 敏感基因，其中包括：丹育藍瑞斯3,700頭、丹育約克夏2,700頭、丹育

 杜洛克2,200頭及丹育漢布夏900頭。丹育純種核心群的生產母豬用來生

 產供給180個通過丹麥國家豬生產委員會認證的繁殖豬場所需之45,000頭

 繁殖母豬（GP），繁殖豬場再利用雜交配種制度生產1,150,000頭（P）

 雜交母豬（丹育LY或丹育YL）供給肉豬場當做生產上市肉豬用的母豬。

一、基本資料比較

(一)丹育國際（DanBred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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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育藍瑞斯在丹育雜交計畫中作為母系豬使用，生產父母代母豬－

 丹育LY/YL。丹育約克夏在丹育雜交計畫中也作為母系豬使用，生產父母

 代母豬－丹育LY/YL；丹育約克夏同時也可以生產終端父系－丹育YD。

丹育杜洛克來源於美國和加拿大，於1977~1979年進口，在丹育雜交

 計畫中用作終端父系。自進口以後，一直對丹育杜洛克進行改良，尤其

 是瘦肉率、屠宰率改良顯著，現在丹育杜洛克的群體數量位居歐洲第

 一。

丹育漢布夏於1970年代末從美國和加拿大進口，在丹育雜交計畫中

 用作終端雜交父本。在丹麥普遍使用的終端公豬是丹育杜洛克和丹育漢

 布夏的雜交公豬－丹育HD。

目前在丹麥國內的繁殖生產結構如下圖：

9,500頭
GGP

45,000頭
GP

1,150,000頭
P

24,500,000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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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R農場是由John Sykes Rymer於1958年創立，他是屬於一個國際化

 的私人牧場，農場主要的位置是在英國約克郡東部的Driffield城，該農

 場除了生產豬隻以外還生產馬鈴薯、大麥小麥由菜等農作物，種豬及馬

 鈴薯種苗都是該農場內外銷的主要產品。
目前，該農場在英國擁有約6000頭母豬，其中1050頭（GGP）母豬屬

 於核心母豬群，這些核心母豬是用來繁殖1250頭（GP）繁殖豬場母豬，

 繁殖豬場利用雜交配種制度生產3700頭（P）雜交母豬（Genepacker

 
60 

/ Genepacker

 
120）供給肉豬場當做生產上市肉豬用的母豬。除此之

 外，該農場在加拿大還有650頭核心母豬群，2010年時該農場總共擁有約

 1700頭核心母豬，這些母豬大都以大白豬（Large White）及藍瑞斯

 （Landrace）為主，該農場也在全世界設置其他16個據點，合計46個豬

 場。
大白豬（Large White）及藍瑞斯（Landrace）在雜交計畫中作為母

 系豬使用，生產父母代母豬－LW/WL。除此之外，白色杜洛克合成豬

 （White Duroc

 
Hybred）也作為母系豬使用。白色杜洛克合成豬系將杜

 洛克與大白豬或藍瑞斯雜交後選留白色體色及精肉型之體型。

(二)英國JSR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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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洛克與漢布夏在雜交計畫中用作終端雜交父本。除此之外，白色

 比麗華（White Pietrain）合成豬（Geneconverter

 
600 -

 
Titan）及白

 色杜洛克×大白豬×藍瑞斯留白色體色及精肉型之合成豬（Geneconverter

 700）在雜交計畫中用也作為終端雜交父本。在英國大部分肉豬生產還是

 以雜交白色體色及精肉型之合成豬作為終端雜交父本

目前JSR的繁殖生產結構如下圖：

1,050頭
GGP

1,250頭
GP

3,700頭
P

92,500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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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育國際的選種標準是根據養豬生產者和屠宰戶之間密切合作的基礎上

 制定的。父系豬和母系豬的選種標準是不同的，下表是丹育四個品種豬的被選

 性狀。

二、選種標準

(一)丹育國際（DanBred
 

International）

性狀 經濟加權值 單位

日增重0~30kg 0.016 €/克

日增重30~100kg 0.015 €/克

飼料效率 11 €/kg（增重/頭猪）

瘦肉率 1.1 €/ ％/ 頭猪

LP5*：母系猪 2.8 €/頭仔猪

使用壽命： 母系猪
父系猪

3.4
1.7

€/ 分/ 頭猪
€/ 分/ 頭猪

屠宰率：父系猪 0.7 €/ kg/ 頭猪

*LP5：分娩後第5天的活仔猪頭數

從表中可以看出，母系猪的選種標準包括了產後第5天的活仔

 數，父系猪包括了屠宰率。母系猪的使用壽命的經濟加權值是父系猪的

 兩倍。由於選種、生產以及市場的變化會改變遺傳參數和經濟加權值，

 為了不影響育種群種猪的選擇指數排序，這些參數每三年或四年就要進

 行一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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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R的選種標準是根據養豬生產者利潤、消費者的需求和產品特色化

 及肉品安全衛生的基礎上制定的。父系豬和母系豬的選種標準也是不同。

 其選種標準希望利用遺傳持續改良品種，希望每頭屠宰豬每年增利超過2

 美元。目前選育作業方向已經針對：
1.增加對窩仔數的重視。
2.增加對肉質的重視。
3.增加對抗病性的重視。

寄望未來英國豬隻育種維持世界第一的地位。

目前育種工作的重點方向如下：
1.發揮最大雜交優勢。
2.父系與母系分別選育。
3.精確的量測檢定表現。
4.純熟的多元性狀選育指數運用。
5. 配合商業飼料性質選育。
6.快速發展及採行新科技（斷層掃描）。

(二)英國JSR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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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選育標準
1.同系近親繁殖情形減至最低
2.發揮最大混種雜交優勢
3.排除父系效應
4.選擇窩仔數
5.選擇窩重(吸奶能力)
6.選擇快速再繁殖能力
7.選擇高飼料攝食量(胃口)

父系選育標準
1.發揮最大混種雜交優勢
2.雜交優勢降低死亡率
3.選擇生長速度快
4.選擇經濟部位生長良好
5.選擇瘦肉率高
6.選擇高飼料攝食量(胃口)
杜洛克與漢布夏在雜交計畫中用作終端雜交父本。除此之外，白色

 比麗華（White Pietrain）合成豬（Geneconverter

 
600 -

 
Titan）及白

 色杜洛克×大白豬×藍瑞斯留白色體色及精肉型之合成豬（Geneconverter

 700）在雜交計畫中用也作為終端雜交父本。在英國大部分肉豬生產還是

 以雜交白色體色及精肉型之合成豬作為終端雜交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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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麥及英國都贊成實施父系與母系分別選育，測定項目也有差異。

 丹麥在父系測定項目包括：日增重（30~100kg）、瘦肉率、飼料效率、

 體型及屠宰率；母系測定項目包括：日增重（0~30kg）、日增重

 （30~100kg）、瘦肉率、體型及分娩後第5天的活仔豬頭數（LP5）。
英國在母系選育標準強調：1.同系近親繁殖情形減至最低，2.發揮

 最大混種雜交優勢，3.排除父系效應，4.選擇窩仔數，5.選擇窩重(吸奶

 能力)，6.選擇快速再繁殖能力，7.選擇高飼料攝食量(胃口)。父系選育

 標準強調：1.發揮最大混種雜交優勢，2.雜交優勢降低死亡率，3.選擇

 生長速度快，4.選擇經濟部位生長良好，5.選擇瘦肉率高，6.選擇高飼

 料攝食量(胃口)。
我國檢定方法比較著重飼料效率、增重及背脂厚度，對於母系繁殖

 性能遺傳及父系經濟部位生長性能遺傳能力，似乎比較趨向於利用分子

 遺傳的方法去解決與探討。未來對於後代成績表現測定應有很大的發展

 空間。

(三)檢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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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對於台灣早期須從歐洲買進大量一批又一批

 的種豬，到目前採購數量相對減少的情況看來，
 台灣種豬的繁殖及檢定已達相當的成就，並獲國
 內種豬業者、養豬戶，甚至國外如東南亞等地的
 肯定。

未來台灣將希望種豬或精液進一步輸出到其
 他國家時，發展過程首重檢定制度及防疫措施的
 國際接軌，在硬體設備的規劃建設，空間上既需
 符合台灣環境特性又滿足以上檢定制度及防疫措
 施的需求；在發展上應具有永續經營及運作順暢
 的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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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度種豬育種共識營總結

一、未來種豬中央檢定的模式應引用國際上種豬檢定的
 先進科技，應用群養個檢模式，增加檢定的效率及
 規模，並可破除檢定站黃金八週的時間限制，讓全
 年出生的仔豬均有機會送檢。

二、種豬場均應自己作場內檢定以選拔種豬，要有訓練
 平台及認證制度以求場內檢定資料的正確性，場內
 檢定宜有統一的批次管理方式及營養標準，並應配
 合執行屠體測定。

三、未來應規劃將中央檢定的優良種豬留種於人工授精
 站，除確定種豬的產精性能外，也可協助業者推廣
 優良種豬精液，並加速優良種原的流通及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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