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了腊月就是年。在我国不少地方，都有“杀年猪”的习俗。长期以来，农户在自繁自养地方猪的过程中，培育出了金华猪、东北民猪等有名的
特色猪种。这些地方猪的肉香，沉淀在人们的味蕾里，是他们对于故乡、对于过年最真切的记忆。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本地猪、土猪已成为不少
消费者找回“老味道”、寄托乡愁的新宠。

近年来，各级相关部门充分挖掘、保护、利用我国优异的地方猪资源，以此作为育种材料，不断提升生猪生产性能，一大批优质品种被选育出来，
推广至全国各地，在丰富着消费者“菜篮子”的同时，也为农民增收致富、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本期版面，我们邀请长期关注地方猪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科研人员、管理者、生产者，讲述发展历史、保护现状及其产业化进程，为地方猪资源保
护利用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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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耳花猪又称两广小花猪，属于
华南型猪种，原产于广东省西江以南和粤
西一带，是广东省饲养量最大的地方猪种，
具有腹大背凹、早熟易肥、耐粗饲、肉质细
嫩等特点。

从外貌来看，广东小耳花猪与广东省
出土的 2000 年前汉墓的陶猪形象非常相
似，具有华南型猪耳小直立，体型短、矮、
宽、圆的特点，说明广东小耳花猪已有数千
年的培育历史。

育种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要不断地投
入与付出。2019年，在农业农村部种业管
理司指导下，广东省完成两广小花猪各类
遗传材料的采集工作，建立了国内最大的
广东小耳花猪资源库。这一过程中，解决
了小耳花猪规模化饲养过程中产能低下及
杂交后代毛色分化的问题，终端产品的一
致性大幅提高，直接经济收益上亿元。

本土品种的保护和利用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其中，龙头企业在产业带动和品种保
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猪种肉质优良，

杂交优势明显。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对广东小耳花猪杂交改良，推出“壹
号土猪”品牌，带动了小耳花猪保护利用。

10多年来，通过品牌化经营，广东壹号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广东小耳花猪保种群基
础上，以繁殖性状为主选性状，持续改良，培
育出了多个广东小耳花猪高繁殖力新品系，
并推广至华北、华东和西南地区市场。截至
目前，公司存栏广东小耳花猪纯种母猪3万
头以上，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形式，带
动养殖户200户以上，每户年收入10万元以
上。通过让土猪重归市场，让消费者认识到
土猪肉的价值所在，从而促进土猪养殖生产
企业的发展，真正打响了“土猪保卫战”。

2011年底开始，依托中山大学技术支
撑，企业以广东小耳花猪及其他几个地方猪
种及瘦肉型猪种杜洛克为育种素材，历时10
年培育成被毛全黑、肉质优良的“壹号黑猪”
新品种。目前已通过覆盖30多个主要城市
的销售网络销往全国，满足着我国猪肉市
场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广东小耳花猪：

“壹号”品牌享誉消费市场
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罗艳凤

黑龙江省农科院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开展民猪种质资源特性研究。 资料图

两广小花猪及其杂交后代。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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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猪具有皮薄骨细、肉质优良和肉
味鲜美等优点，与太湖猪、荣昌猪、宁乡猪
并称中国四大名猪。金华猪原产于浙江西
部金衢盆地。据金华县古方出土的西晋
（265年—317年）陶猪和陶猪圈考证，早在
1600年前这一带的养猪业就已相当发达。

金华猪后腿皮薄骨细、肉质鲜嫩，宜于
腌制，是制作金华火腿的最佳原料。相传
在古代就有“家乡肉”的腌制品，尔后演变
成火腿。唐开元年间（713 年—741 年）陈
藏器撰写的《本草拾遗》载：“火腿，产金华
者佳。”

1915年，金华火腿于巴拿马国际商品
展上荣获一等奖，与宣威火腿、如皋火腿并
称中国三大火腿，与西班牙的伊比利亚火
腿、意大利的帕尔马火腿并称世界三大火
腿。可见，金华猪是极其宝贵的遗传资源，
也是金华市和浙江省的一张名片。

近年来，尽管外来品种具有许多优点，
但抗病力弱、抗逆性差，更重要的是，其肉
质不符合中国传统烹饪体系与饮食文化的
要求，因而难以满足相当一部分国人“舌尖

上”的需要。
一直以来，金华猪的保护开发拉动着

优质猪肉及金华火腿产业的逐步壮大。为
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更好地保护和利用
金华猪这一优良品种，浙江大学和浙江加
华种猪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多家保种猪
场，加大了金华猪的保种力度，并且在保种
基础上同时进行提纯复壮，维持其繁殖力
高、肉质好、耐粗饲的优良特性。

根据当前优质猪企业的平均售价，每
头优质肉猪的产值基本稳定在4500—5500
元。考虑到浙江省 1400 万头的生产规模
及长三角对优质猪肉的庞大需求，金华猪
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自 2009年开始，国内科研单位及龙头
企业以金华猪、杜洛克、长白猪、大白猪等
为素材开展了“白金花猪”配套系、“金乌
猪”新品种的培育，部分专门化品系已将瘦
肉率提高到56%。通过保护利用金华猪这
一宝贵地方猪种资源，促进了地方特色生
猪产业的发展，也将满足差异化猪肉市场
对优质风味猪肉的需求。

金华猪：

立足本土资源打造地方名片
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 潘玉春

莱芜猪原产地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的
莱芜区和钢城区，属我国华北型优良地方
猪种，其肉质以肌内脂肪含量丰富最具特
色，平均含量 11.6%，是大约克夏猪的 9
倍，其他地方猪种的 2—3倍，为国内外猪
种所罕见。

莱芜猪发展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距今
5300—6500年的新石器时代。古代劳动人
民在长期的养猪实践中，对莱芜猪饲养和
选种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据北魏贾思
勰在《齐民要术》中记述（莱芜地属于北
齐），当时的饲养方式实际可以称为是放牧
和圈养相结合，直到今天这种饲养方法在
农村还是常存在的。因饲养当地海拔悬
殊、地形复杂、寒暑温差较大，饲草饲料因
季节不同，产量丰欠不均，质量优劣不等原
因，形成了莱芜猪的耐粗性、抗逆及囤积脂
肪的特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莱芜猪社会存栏量
达 3 万头左右，随后由于受到引进猪改良
的影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数量已不足
1000头。

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1976年建
立种猪场、1978 年组建保种群。1980 年、
1983 年又两次进行猪种普查，扩充组群。
1984年开始进行保种选育与利用研究，2—

3年一个世代进行保纯和性能选育。
30多年来，经过10个世代本品种的选

育，莱芜猪生产性能有较大提高，群体规模
得到了快速发展。核心群达到了 600 头，
扩繁群 2000头，生产群 1万头。莱芜猪已
成为全国许多地区、单位生产与育种的首
选种质材料。

发现莱芜猪肌内脂肪高的种质特性
后，相关科研单位深入挖掘其形成机理，并
在国内率先使用实测肌内脂肪进行肉质评
价。目前，以莱芜猪为基础育种素材，采用
常规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技术相结合，我
国成功培育出一个新品种“鲁莱黑猪”及

“鲁农1号猪配套系”，分别于2005年、2007
年通过国家畜禽新品种审定。

围绕莱芜猪优良种质特性，我国已研
究集成了多种生态型饲养模式和与之相配
套的营养、饲养管理及肉品质量安全控制
管理技术；形成了保种选育、制种扩繁、生
态养殖、产品开发、质量管控“五位一体”的
产业化生产体系。

如今，莱芜猪已成为山东省的亮点品
牌，初步建立起了品牌和市场基础。目前
已开发出冷鲜肉、烤肉、香肠等三大系列20
多个品种的肉制品，莱芜猪极品猪肉以每
公斤200多元的高价供不应求。

莱芜猪：

肉质出色的猪中“贵族”
山东齐鲁财金集团济南市莱芜猪种猪繁育有限公司技术专家 魏述东

沙子岭猪原产湖南湘潭，是国家级畜
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一直以来，因其猪
肉油而不腻、肉味鲜香而深受广大消费者
的青睐，因是“毛氏红烧肉”的专用食材而
远近闻名。

沙子岭猪因原产于湖南省湘潭市城郊
沙子岭一带而得名，“点头墨尾”是其最为
独特的毛色特征。除此之外，其肌肉中锌
含量高于其他地方猪种30%—50%，γ —亚
麻酸含量是目前文献报道中含量最高的地
方猪种，属我国养猪生产中极为珍贵的遗
传资源。

上世纪 60—70年代，沙子岭猪占湘潭
养猪数的 90%以上，占了全省养猪数的一
半以上，对湘潭市乃至湖南省的养猪生产
具有深远影响。

鉴于沙子岭猪固有的优良特性和对生
猪生产的重要影响，1984年，湘潭市人民政
府决定对沙子岭猪进行专业化保种，采取
保种场、保护区相结合的保种方式，目前，
全市共活体保存沙子岭种猪 6000 多头。
为确保沙子岭猪资源不灭绝，近年来，有关
方面还将沙子岭猪纳入《国家畜禽遗传资
源品种目录》和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名录，并设立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
沙子岭猪资源场，实施永久保护。

同时，为满足城乡居民对优质猪肉的
需要，湘潭市积极探索沙子岭猪的产业开

发路径，重点推广沙子岭猪和湘沙猪配套
系，目前已开发出冷鲜肉、毛氏雪花猪肉
及扣肉、红烧肉、香肠、腊肉、烤中乳猪等
加工产品。

为推动沙子岭猪优异地方品种资源
的利用，30 余年来，沙子岭猪特色产业科
研创新团队与多家科研单位进行产学研
合作，致力于沙子岭猪种质特性、分子生
物、营养调控、肉质改良、菜品研发等方面
的研究。制定发布部省级标准 12 个，其
中《毛氏（家）红烧肉》标准重新修订，标志
着沙子岭猪肉正式成为正宗毛氏红烧肉
主材原料。

2020年，团队利用沙子岭猪、大约克、
巴克夏为育种素材，湘沙猪配套系成功培
育并通过国家审定，获得畜禽新品种（配套
系）证书，成为了湖南省第二个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

为推进沙子岭猪全产业链开发，2017
年，湘潭市人民政府引进九鼎集团与湘潭
产业投资公司共同组建湘潭新湘农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以优质猪肉市场为目标，打造
安全优质生猪品牌，沙子岭猪市场开发走
上了“快车道”。

目前，沙子岭猪特色产业已构建由1个
原种场、5个扩繁场、30余个养殖基地组成的
地方猪繁育体系，2021年出栏沙子岭猪及杂
优猪达30多万头，产值达20亿元以上。

沙子岭猪：

“毛氏红烧肉”的最佳食材
湖南省湘潭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研究员 吴买生

成华猪是我国著名地方猪种，其中心
产区位于四川省成都平原，历史上以成都、
华阳一带饲养尤为集中，故称成华猪。成
华猪具有肉质优良、皮厚和抗逆性强等优
势性状品种特性。

四川是全国第二大地方猪遗传资源大
省，拥有成华猪、内江猪、雅南猪、乌金猪、
盆周山地猪和藏猪等 6个原生型地方猪品
种资源。其中，成华猪是四川省发展特色
生猪产业、擦亮“川猪”金字招牌的重要战
略遗传资源。

成华猪是制作传统经典川菜“回锅肉”
的最佳食材。改革开放初期，“黑毛猪儿家
家有”是成都平原农村饲养成华猪的真实写
照，成华猪既是成都平原中心产区农村饲养
的主要猪种，也是成都猪肉市场的主力军。

为确保成华猪宝贵遗传资源不流失，
近年来，成都市政府投资 3000余万元建立
了成华猪保种场和备份场，成华猪活体保
种得到有效保护。与此同时，四川农业大
学、四川省畜牧总站和成都市畜禽遗传资
源保护中心等单位利用现代生物技术方
法，建立了成华猪异位保种体系，完善了包
括冷冻精液、卵母细胞、耳组织和体细胞成

华猪遗传材料基因库，实现了成华猪遗传
资源超低温永久保存。

为高质量推广利用成华猪宝贵的遗传
资源，助力四川省优质特色肉猪产业发展，
四川农业大学和邛崃市嘉林生态农场等单
位，利用成华猪和国外品种巴克夏猪的遗
传资源，历经 10余年选育出优质高效成华
猪新品种“天府黑猪”。“天府黑猪”肉质特
征突出，其肉色鲜红，肌纤维较细、易于咀
嚼，肉香味浓。同时，还呈现出独特的皮厚
性状，能极好满足四川及西南地区消费者
对猪皮的特殊消费偏好。

目前，“天府黑猪”已在全省范围内建
立了多个标准化示范基地和示范场，构建
成年均繁育 1 万头种猪、生产优质商品育
肥猪 10 万头的“天府黑猪”繁育推广体
系。并成功探索出专卖销售模式，在成都
等地建成近 60 家稳定的专卖店终端销售
渠道。

此外，由于“天府黑猪”表现极强的抗
逆性和耐粗饲的能力，体型外貌如面微凹、
额宽多皱纹而深及被毛全黑且遗传稳定等
品种特征，符合山区农户偏爱，已成为助力
农民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的主力品种。

成华猪：

擦亮“川猪”招牌的主力军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 姜延志 民猪，原产于东北和华北地区。原称

东北民猪，是中国华北型猪的主要代表之
一，具有繁殖性能高、抗逆性强、肉质好、杂
交效果显著等优良特性，受到了国外专家
的广泛关注，联合国粮农组织官员曾多次
到黑龙江省兰西县考察，并把民猪引入了
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家，于 1994年被国
家列入畜禽遗传种质资源保护名录。

民猪曾是我国北方地区猪新品种培育
历程中的重要角色。我国第一个瘦肉型新品
种“三江白猪”就是以民猪为基础培育而成。
此外，新金猪、东北花猪、吉林黑猪、哈尔滨白
猪、松辽黑猪等品种中也都引入了民猪血统。

近年来，黑龙江省发掘利用本土资源，发
展龙江优质民猪产业，打造“一白一黑”餐桌
主食主菜，即龙江的“大米饭红烧肉”，其中，

“一白”指的东北大米，“一黑”便是东北民猪。
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外来品种引入杂

交等原因，目前存在的民猪以中型猪为主，主
要分布在黑龙江省中西部地区。近些年，为
了进行地方猪保种工作，地方政府迅速行动，
周密部署，积极开展地方猪遗传资源保护行
动，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地方猪保种工作。

相对于引入“洋猪”品种，民猪是珍贵
的优质猪肉生产猪种，肌内脂肪含量高
（5.2%），杂交培育出的新品种能产出高品

质“雪花肉”，开发利用前景广阔。
为了更好地开展民猪利用，黑龙江省农

科院、东北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校围绕民猪研
究与产业化开发，组成专家团队，通过基因
芯片及测序技术等，开展民猪及荷包猪（小
型民猪）保种、新品种选育与杂交模式建立、
民猪养殖与肉质加工配套技术研发等工作。
针对民猪生长速度慢的问题，2007年以来，
在对民猪种质资源评价基础上，利用民猪、
巴克夏猪和松辽黑猪进行专门化品系培
育，形成“松巴民”配套模式，培育品系具有
肉质性能好、适应性强、生长性能和屠宰性
能适中的特点。

近年来，针对民猪及杂交猪特性，以黑
龙江、海南等市场需求为导向，黑龙江省农
科院探索建立民猪特色培育和杂交模式，进
行推广应用，并推动企业在吉林、河北、海南
等地建立养殖基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黑
龙江省民猪及其杂交猪年出栏近 20万头，
省外民猪出栏量达到15万头。黑龙江信诚
龙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伊春宝宇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云宴三花猪畜牧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福建华亚集团等多家企业进行
民猪及其杂交猪的养殖及产业化开发，“巴
民壹号”“宝宇雪猪”“三花猪”等多个知名品
牌，销往全国20多省省、市。

民猪：

“一白一黑”餐桌上唱主角
黑龙江省农科院书记、院长 刘娣

用好地方猪资源 保种提质兴产业

荣昌猪原产于重庆市荣昌区和四川省
隆昌市。清康熙二十六年《荣昌县志》中就
有关于当地白猪的记载，清同治四年《荣昌
县志》已将“白猪”列为特产，清光绪二十二
年左右，荣昌猪鬃正式出口进入国际市场。

荣昌猪“好看、好吃、好养”，以其适应
性强、杂交配合力好、遗传性能稳定、瘦肉
率较高、肉质优良、鬃白质优和独特毛色等
优异特性而驰名中外。

荣昌猪属我国“西南型”猪种中最著名
的地方良种猪，由于其优良的生产特性，已
成为我国推广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影
响最深远的地方猪种之一。

为进一步加强荣昌猪遗传资源保护，
相关部门重新制定《荣昌猪保种方案》，开
展疫病的监测和净化、荣昌猪资源保护场
改扩建、遗传资源冷冻库的建设，大力开展
荣昌猪的保种工作。

如今，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荣昌猪遗
传资源保护建立了完善的体系，制定了保
种目标和实施方案，畜牧行政管理部门、科
研单位和养殖场（户）在总的保护方案下分
工协作，形成了富有成效的三级保种体系
和模式，荣昌猪现有 1个冷冻保存库、2个
保种场、2个荣昌猪复份场、4个保护区。

1987年成立荣昌猪品种协会和荣昌猪

保种选育办公室。1988年4月荣昌县举办
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荣昌猪”赛猪会，
荣昌猪文化不仅促进了荣昌生猪产业的发
展，同时作为荣昌一张响亮的名片，为荣昌
地方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为改善荣昌猪规模化、标准化进程缓
慢、品种选育滞后、产业链条短、品牌价值
转化低等突出问题，近年来，相关科研单位
开展荣昌猪杂交试验、高肌内脂肪含量专
门化品系培育、荣昌猪烤乳猪专门化品系
培育，通过龙头企业推动荣昌猪全产业链
发展，带领荣昌猪走出了“只闻其名而不知
其味”的困境。

同时，基于生猪具体数据，国家生猪市
场对合作伙伴的养殖场实施智能化改造，利
用猪联网技术可自动查看统计圈舍猪数量、
预估猪体重。荣昌还打造了溯源一头生猪
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爱迪猪（ID—PIG）”大
数据全程溯源技术。据测算，运用“爱迪猪
（ID—PIG）”技术养出来的猪每公斤的售价
要比普通生猪高 2元左右。为此，结合“荣
昌猪”的优良品种与爱迪猪（ID—PIG）大数
据全程溯源技术开发了爱迪·荣昌猪系列肉
制品。脆皮烤肉、原味腊排、巴蜀香肠等数
种猪肉产品一路从荣昌出发，远销海内外，
如今“荣昌猪”品牌价值超过27亿元。

荣昌猪：

“领跑”生猪产业发展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研究员 王金勇 郭宗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