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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隻性能受到營養、生理、畜舍、管理、疾病等環境因素與遺傳的影響，

而豬隻育種之目的是遺傳改良豬隻之經濟性能，為達到此目的，有兩個重要的課

題，第一是選擇配種制度及選拔要應用在該配種制度的族群或品種；第二個課題

是在該族群或品種內選拔符合需求的個體。豬隻育種與生產者的主要工作亦是在

品種內進行選拔，在品種間進行異品種的雜交育種。 
選拔方法主要是增加優良或喜愛基因的頻率與降低不良基因之頻率，選拔

改良豬隻性能的速度較慢，投資費用較多，但其作用是可以累積的，也是永久的；

相反的，配種制度是選擇適當的豬隻品種，並依據性能決定其配種組合的方式，

以雜交育種的方式，改良豬隻性能的速度較快，所需投資費用也較少，但是其作

用是暫時的，也是無法累積的，一旦停止採用相同的配種組合，其優勢的作用也

會回到原點。 
設計一個適當且良好的豬隻雜交育種計劃，可以促進純種豬群選拔改良的

效果。雜交育種不會改變豬群基因的頻率，但會將基因做適當的組合，因此雜交

育種最初採用組合品種的基因頻率會繼續維持，但是雜種豬隻性能持續獲得改進

則仍有賴於純種豬群性能的選拔。由圖 1可以發現，當豬群性能未進行選拔與雜
交育種時，豬群性能維持恆定，沒有改變；當豬群只進行雜交育種時，豬群性能

可迅速提昇至雜交後的水準，但因未進行選拔，因此性能並未隨時間改變；而當

豬群只進行選拔時，可發現豬群性能隨著時間呈現 45 度的線性改進；而只有當
選拔與雜交育種同時進行時，方能達到最大的遺傳改進效果。 

國內商用豬隻的生產在 1960年代，台糖公司引進並評估了各品種與不同組
合的性能後，確立了台灣的藍瑞斯(Landrace, L)、約克夏(Yorkshire, Y)與杜洛克
(Duroc, D)的三品種終端雜交育種制度(LYD)，多年來也驗證了此種雜交育種制度
生產肉豬的優越性；除此而外，考慮藍瑞斯性能較為優越，而增加其成分的三品

種一次輪迴終端雜交(LYLD)，與注重肉豬體型希望獲得肉品市場高價位的兩品
種終端雜交(LD)，都是目前較多人採行的雜交育種制度，要注意的是自 1997 年
發生口蹄疫之後，國內有些豬場採行較無系統的雜交育種制度，例如：LYLLD, 
LYLDD等，對其雜交優勢與品種互補的利用效率可能無法預期，生產效率亦可
能降低值得憂慮。 

依據行政院農委會毛豬市場行情網的資料，台灣地區肉豬上市體重有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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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趨勢(表 1)，平均體重由 88年的 110.7 kg上升至 93年的 116.0 kg，在全
國 22 個肉品拍賣市場中，台北縣、新竹縣、桃園縣、苗栗縣、花蓮縣等五個市
場的上市肉豬體重 93年度平均都在 120 kg以上，而除澎湖縣外以嘉義縣、雲林
縣與台東縣的上市體重較輕，平均在 110 kg 以下，各地肉品市場具不同特性，
有所區隔，但各場的肉豬體重都逐年上升。國內中央檢定公豬的結束體重目前仍

維持在 110 kg，面對台灣肉豬體重的變化，中央與場內檢定制度似有修訂的必要。 
 
 
 

 
 
 
 
 

 
 

 
 
 
 
商用肉豬場的生產與經營效率，在 86年口蹄疫發生之後，成為國內豬隻生

產的主要課題之一，商用豬隻的生產者，除了要注意其豬隻的售價外，亦要從總

體經營角度，分析其雜交育種制度的經營效率，例如：LD雖然因為有較好的肉
豬體型，在拍賣市場可能獲得高價，但其繁殖性能較 LYD差，且照顧純種母豬
較費人工，整體經營效率未必較 LYD佳。此外上市肉豬體重與出售價格間的相
關，可能使得肉豬上市體種發生變化；而從上市體重大幅的提昇，究其原因可能

與豬種來源改變與豬隻品種間的雜交會有直接的關係，值得進一步探討。 
長期以來，台灣的活豬拍賣制度，似乎獲得購買者與出售者的信賴，而在

不知屠體性能的情形下，肉豬的體型更成為購買者的唯一依據，台灣的豬隻因此

往精肉型發展，繁殖性能因此有下降的情形；而另一方面，為改善體型，甚至有

以添加受體素者，造成衛生安全的品質也低落，而受各家肉商委託到肉品市場參

與拍賣的購買者，似乎也成為決定台灣豬隻品質的關鍵人物。具優良遺傳潛力的

豬隻，在使用優良的飼料與飼養管理情形下，當可使其遺傳潛力做充分的發揮，

而表現其優良的性能。為達優良的肉豬體型，了解豬隻的生長與體型變化間的關

係，當有助益。 
國人對黑毛豬肉一直偏愛，政府為因應進入WTO之後，各國豬肉可能進入

本土消費市場，積極開發具本土產品特色的畜產品，希望推廣黑毛豬的飼養達

20%的比率。目前國內的黑豬有三種：畜產試驗所發展的畜試黑豬一號、台糖公

圖 1. 選拔與雜交育種的組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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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具英國大黑豬血緣的台糖黑豬與民間飼養販售的黑豬，此三種黑豬皆為雜交育

成，在飼養管理方面亦具不同特色。目前超級市場黑毛豬的銷售有供不應求的趨

勢，亦有業者思考引進盤克夏豬種生產黑色毛豬，因此黑毛豬的生產制度亦有探

討的必要。 
本組即針對肉豬的配種組合與雜交優勢、體型生長與選種、肉豬上市體重

與經營效率與畜試黑豬的生產與管理制度等主題，進行討論。 
 
表 1. 台灣地區肉豬上市體重(kg)比較(88~93年) 

市場 88年 89年 90年 91年 92年 93年 
台灣地區 110.7 111.7 111.5 112.3 114.0 116.0 
台北縣 117.2 118.8 119.0 119.6 121.5 124.0 
宜蘭縣 108.9 109.9 111.6 111.3 111.5 113.7 
新竹縣 119.4 121.1 121.3 122.8 124.0 125.4 
桃園縣 113.7 115.3 115.4 116.3 117.7 120.1 
苗栗縣 117.5 119.0 118.2 118.4 120.5 123.5 
南投縣 109.8 110.3 110.4 110.9 111.9 113.0 
台中市 113.2 114.3 113.5 113.6 116.4 115.0 
大安區 109.6 110.6 110.3 111.5 113.6 115.4 
彰化縣 109.7 110.1 110.1  109.4 111.2 113.1 
雲林縣 105.4 106.2 106.7 107.0 107.8 109.6 
嘉義市 108.5 108.6 108.9 109.9 111.8 113.8 
嘉義縣 101.5 102.0 103.2 102.2 104.1 106.3 
台南市 104.7 105.7 106.5 108.3 109.7 111.5 
台南縣 105.5 106.2 105.5 106.4 108.3 111.1 
高雄縣 106.0 106.1 105.6 107.8 110.5 111.6 
岡山區 107.2 108.0 107.5 109.1 111.1 114.1 
旗山區 110.1 109.6 110.0 111.6 114.0 115.6 
鳳山區 109.2 109.6 110.0 111.6 114.0 115.6 
屏東縣 108.3 108.7 108.5 109.8 111.2 112.9 
花蓮縣 113.6 115.7 117.8 118.8 118.5 124.0 
台東縣 107.2 105.7 106.5 107.1 106.3 107.8 
澎湖縣 89.2 89.7 90.1 92.6 91.9 92.0 
行政院農委會毛豬市場行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