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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繁殖性能特性與指標
• 產仔對經營的重要性
• 選拔是主要改進途徑
• 育種目標與選拔項目
• 台灣未來發展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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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性能特性與指標
母豬要會生且好照顧



母豬繁殖性能

• 繁殖性能有哪些？
– 女豬發身日齡、再配間距、母豬使用年限
– 分娩總仔數、出生活窩仔數（第1胎）、出生5日活窩
仔數（第1胎）、離乳窩仔數

– 出生窩重、離乳窩重
• 從群體來看

– 發情率、配種率、分娩率、再配率
– 更新率、淘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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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性能特性與指標

• 母豬繁殖性能普遍為低遺傳率性狀
– 遺傳率不到 10%

• 須等到女豬發身配種後才可被觀察測量
– 公豬不會懷孕

• 等待成熟分娩的時間太長
– 至少一年半

• 環境與照護因素容易影響性能表現
– 好的母豬，需要好的環境與照顧，才有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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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仔對經營的重要性
生越多，越賺錢



產仔數影響經營成本

• 降低每頭肉豬攤提母豬成本
– 增加每胎產仔頭數
– 增加產仔胎次，直到產仔頭數低於選留標準

• 飼料價高壓縮獲利，產仔增加提高利潤
– 飼料價格一樣，產仔數大大不同

• 畜舍利用效率提高
– 無閒置空間，無閒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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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齊度影響豬場管理

• 仔豬量要增加，質也要提高
– 總產仔數只是帳面數字，包含死仔與弱仔
– 弱仔需額外照顧

• 整齊度不佳，無法批次管理
– 跑得快和掉隊的須分開處理
– 無法統進統出
– 需要額外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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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拔是主要改進途徑
瘦肉精有效嗎？



提高產仔數沒有捷徑

• 可以用瘦肉精嗎？
– 可以提高生長性能，但不會增加產仔數

• 可以用基因來選嗎？
– 須要用全基因組的方式，以及較多的成本

• 如何才能準確評估？
– 須要正確的出生與繁殖記錄
– 母豬群數量要夠大
– 累積的繁殖資料要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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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仔數選拔的難處

• 新女豬還沒有任何產仔記錄如何選拔？
– 母系新公豬也沒有產仔記錄
– 後裔母豬才有記錄

• 至少一年半才會有第一胎記錄
– 如果第一胎不配純種，就要等兩年才有記錄
– 應用現代技術， 5 代才增加 1 頭，則需要十年
– 資料不健全，沒有育種技術，時間再加倍

• 年更新率50%，母豬兩年全換新
– 資料蒐集到手時，母豬已淘汰，怎麼選留？
– 產仔數高，整齊度差，腳蹄差又再配不上，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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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種價的應用

• 育種價讓繁殖性能選拔加速變得可行
• 新女豬/新公豬的初次遺傳性能評估

– 不在出生當下，在配種親畜決定時
– 配種前即可試算，找出最佳親畜組合

• 初次分娩後進行第2階段選拔
– 驗證性能，同時更新育種價

• 資料要正確，結構要完整
– 納入基因組資料，評估更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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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種目標與選拔項目
還沒有生，是要怎麼選？



產仔選拔項目

• 先適當定義性狀，才能獲得有效改善
– 分娩總仔數、出生活窩仔數（第1胎）、出生5日活窩
仔數（第1胎）、離乳窩仔數

– 出生重（整齊度？）、離乳重
• 資料有效性與成本考量

– 寄養代哺怎麼算
– 秤重需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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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種目標

• 複合性育種指標
– 繁殖＋生長
– 指數的應用

• 差異化選拔
– 公系或母系是否分開
– 藍瑞斯與約克夏是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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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未來發展與趨勢
現在開始，還來的及嗎？



未來的方向與趨勢

• 更先進的育種技術
– 整合基因組資訊之育種價GEBV
– 跨國性資料庫的整合與運用
– 急起直追，迎頭趕上？

• 國際分工與整合
– 專注生產或研發？
– 加入聯盟或自立陣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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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下一個十年

• 台灣未來應訂定具有特色的繁殖育種目標
– 建立完整的選拔體系與制度
– 可以永續經營的目標

• 各司其職，各盡其責
– 生產者、協會、政府與學研機構
– 分工、協調與整合
– 責任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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