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长白山野猪生存的自然环境

长白山脉的森林、水利、矿产、动植物、药物等

特产资源丰富。长白山脉连绵千里，素有“长白林

海”之称。林业用地面积 982.86 万 hm2，占吉林省

土地面积的 52.03％，列全国第 12 位。长白山白

云峰海拔 2 691 m，矿产资源丰富，发现的矿藏

136 种。已探明有储量的矿产 78 种。有 22 种矿产

保有储量居全国前五位。长白山区野生动植物资

源丰富。吉林省是闻名中外的“东北三宝”———人

参、貂皮、鹿茸的故乡。灵芝、天麻、不老草、北芪

及松茸、猴头蘑、田鸡油等都在国内外很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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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植物资源为野猪的生存提供了条件，加之

近年来实行的封山禁猎，使长白山野猪繁殖的数

量增多，为人工饲养创造了条件。

2 长白山野猪的性能

长白山野猪以其独特的营养价值和野味肉质

享誉海内外，野猪肉中的特有野味也是不可替代

的。长白山的野猪区别于华南野猪和西北野猪，是

我国境内森林中现存最好的一个野猪种。它身披

刚毛，个头大，野性强，有棕黑色、浅黄色、白花色

3 种，并有短嘴和长嘴之分，毛色可随季节变化，

体长一般 150～180 cm，身高 80～130 cm，大的

可达 300～500 kg，寿命可达 20 多年。长白山野

猪肌肉发达，天性好动，腿长跑得快，弹跳力高，嗅

觉灵敏。其生命力极强，抗病，成猪常年无病；抗寒

冷，在长白山最冷 -40℃时，不影响觅食；抗饥饿，

长白山冬季漫长至大雪封山后，靠吃树根、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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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依然能够生存。长白山特种野猪的生活习性

是在森林中，靠掘取地下或者地表的食物生活，雄

猪具有发达的 4 颗犬齿，在母猪发情季节，雄猪互

相争斗，优胜劣汰，胜者与母猪交配产仔。一般在

冬季小雪至大雪季节交配，来年立夏到小满前后

开始产仔。喜欢群居。长白山野猪的食物范围广

泛，农作物秸秆、野草、干鲜树叶、野果等均是其上

等的饲料。

3 长白山野猪的分布

长白山野猪在长白山地区分布，以边远的山

区居多，如延边的和龙市、安图县、长白山自然保

护区；白山市、通化等地。驯养的纯种野猪在 1 万

头左右，特种野猪大约 5～6 万头，主要的杂交组

合有野猪同本地的猪杂交、野猪同引入品种猪杂

交，如同长白、大白的杂交，产生的野杂猪的毛色

为白色，生长速度在 550 g/d 左右，产仔成活 8～
9 头；野猪同杜洛克杂交，产生的猪毛色为棕色或

黑花。

4 长白山野猪的杂交和利用情况

在生产实践中，我们发现采用松辽黑猪同长

白山野猪杂交的效果最好，因此开展了不同组合

的杂交试验，现将结果介绍如下。
4.1 长白山野猪杂交猪生长性能

对饲养试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得知，野×
松×松 的 日 增 重 最 高 ， 极 显 著 高 于 另 外 两 组

(P<0.01)，野×松组次之，极显著高于野×野×松

(P<0.01)，野×野×松最低，仅为 450.02 g/d。

4.2 长白山野猪杂交猪屠宰性能

长白山野猪不同杂交组合的屠宰试验结果表

明，屠宰率野×松最高，极显著高于野×野×松

(P<0.01)，野×松×松次之，显著高于野×野×松

(P<0.05)，野×野×松最低为 68.60%。瘦肉率野×
野×松最高，极显著高于另外两组(P<0.01)，其它

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P>0.05)。腿臀比例 野×
松×松 最 高 ， 极 显 著 高 于 另 外 两 个 杂 交 组 合

(P<0.01)，其次为野×松，极显著高于野×野×松

(P<0.01)，野×野×松最低，为 21.53%。平均背膘

厚野×松最高，极显著高于另外两个杂交组合

(P<0.01)，野×松×松次之，极显著高于野×野×
松(P<0.01)(表 2)。

4.3 长白山野猪杂交猪肉质品质

由表 3 可知，pH24 野×松最高，显著高于野×
野×松 (P<0.05)， 其 他 两 组 之 间 差 异 不 显 著

(P>0.05)。熟肉率野×松×松最高，极显著高于另

外两个杂交组合(P<0.01)，野×松次之，显著高于

野×野×松 (P<0.05)。眼肌面积以野×松×松为

最高，极显著高于野×野×松(P<0.01)，显著高于

野×松 (P<0.05)，野×松次之，极显著高于野×
野×松(P<0.01)。肌内脂肪以野×松×松为最高，

显著高于野×野×松(P<0.05)，其他各组之间差异

不显著 (P>0.05)。其他各项指标各组之间差异不

显著(P>0.05)。

野×野×松含有 75%长白山野猪血统，野×
松含有 50%长白山野猪血统，而野×松×松含有

25%长白山野猪血统。体型、外貌与野猪具有不同

程度的相似，野猪血统含量越高，相似程度越高，

试验猪均有一定的野性，善于跳跃，但没有纯野猪

难于驯化。随着野猪血统含量的降低，试验猪生长

速度加快，在猪的饲养过程中，通过观察可以发

现，含野猪血统高的猪对人工配制的高蛋白饲料

采食效果不好。试验猪生长速度不一致，其原因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随着野猪血统含量的降低，腿臀

比例呈上升的趋势，说明产肉性能逐渐增强。平均

背膘厚以野×松最高，平均背膘厚在野猪血统含

表 1 长白山野猪不同杂交组合的生长性能测定结果

项目 野×野×松 野×松 野×松×松
试验猪数(头) 10 18 10
初始体重(kg) 30.52±2.35 30.23±3.56 31.60±3.28
结束体重(kg) 86.03±4.25 91.33±6.03 91.50±2.12
日增重(g) 450.02±68.28C 512.36±84.12B 558.25±103.84A

饲料转化率(%) 3.40 3.60 3.70

注：A,B 同一行数字上角标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表 2 长白山野猪不同杂交组合的屠宰试验结果

项 目 野×野×松 野×松 野×松×松
试验猪数(头) 5 5 5
宰前体重(kg) 86.03±4.25 91.33±6.03 91.50±2.12
屠宰率(%) 68.60±1.22B 73.95±0.95 Aa 71.75±2.09 AaBb

瘦肉率(%) 63.81±0.37A 53.69±0.76B 54.27±0.37B

腿臀比例(%) 21.53±0.85C 26.58±1.01B 31.30±0.74A

平均背膘厚(cm) 2.12±0.11C 3.23±0.10A 2.91±0.10B

注：a,b,c;A,B,C 同一行数字上角标大写字母的不同表示差异极显
著；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下表同。

表 3 长白山野猪不同杂交组合的肉质分析结果

项 目 野×野×松 野×松 野×松×松
试验猪数(头) 5 5 5
pH24 5.47±0.15b 5.82±0.22a 5.72±0.12ab

肉色 2.50±0.00 3.00±0.50 3.00±0.00
大理石纹 2.50±0.00 2.93±0.12 3.00±0.00
失水率(%) 35.41±2.45 35.73±3.87 33.52±1.91
熟肉率(%) 52.97±0.95Bc 56.23±1.81Bb 62.66±0.91Aa

滴水损失(%) ——— 2.84±1.39 1.86±0.25
剪切力(kg.f) ——— 2.87±0.79 2.50±0.62
肌肉纤维直径(μm) 22.10±0.78 20.08±1.26 20.12±1.03
眼肌面积(cm2) 22.02±2.35Bc 27.57±3.29Ab 30.60±2.09Aa

肌内脂肪含量(%) 3.75±0.85 b 4.42±1.20 ab 6.07±0.9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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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低至 50%时升至最高，随后又降下来的原因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试验结果表明，长白山野猪不同

杂交组合的肉都具有较高的 pH24 值，这一特性对提

高肌肉的品质非常有帮助，可防止 PSE 肉的产生，

可提高制品的保水性，从而提高肉制品嫩度等品质。
熟肉率为度量猪肉的失水程度，较高的水分含量容

易在熟肉率测定过程中蒸发失去，高失水率又使这

一过程变得更快。熟肉率有升高的趋势，说明随着

野猪血统比例的降低，猪肉系水力有提高的趋势。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3 组野杂猪肌内脂肪含量均较

高，这是长白山野杂猪具有优良肉品质的重要物质

基础。长白山野猪不同杂交组合，随着野猪血统比例

的降低，生长性能及屠宰性能得到提高，肉质性状 3

个杂交组合均处于优良之列，也具有提高的趋势。综
合以上结果表明：野×松×松为最佳杂交组合。

5 目前饲养野猪存在的问题

5.1 养殖户大多以炒种为目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目前养殖户大多未解决进入市场的渠道，仅

以炒种为目的，盲目地开展养殖，根本无法实现预

期的经济效益是制约野猪生产的主要问题。但需

要肯定的是，由于人们消费取向的多元化，特种野

猪的消费市场是存在的，问题是这个市场有多大。
在供需关系平衡的状态下，饲养特种野猪是有利

可图的，一旦供求关系打破，受损失的肯定是生产

者。每一个打算引进特种野猪的饲养户必须对市

场情况有所了解，切忌盲目上马。其次，即使有着

广阔市场的产品，因销售渠道阻塞而造成产品积

压，给生产者带来严重损失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5.2 饲养的规模较小，产业化程度低

基本上还处于零散式的分散经营状态，一般

的只是信息闭塞，没有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资金

困难。农户基本沿用传统的老式的养殖方式，缺乏

科学的饲养管理技术和办法。疫病防治跟不上，仔

猪死亡率高。
5.3 对野猪的研究和饲养技术还有待于提高

对野猪的杂交和利用只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事,因此对野猪的种质特性还了解不够深入，对其

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另外对野猪饲养技术

和饲料配制技术也有待于深入的研究，为产业化

饲养提供技术支持。

6 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6.1 对野猪实行保护和利用相结合的办法

1996 年，吉林省人大颁布实施了《关于在全

省范围内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决定》，使全省

各类野生动物资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一些动物

的种群数量都有了明显增长，尤其是野猪的种群

数量增加最快。4 年增加 7 272 只。但是由于野猪

的数量增加太快，出现了野猪经常破坏农田的现

象。因此，应采用野猪家养，进行合理的利用，从

而达到保护的目的。
6.2 野杂猪或特种野猪是发展特色肉猪产业的

方向

野杂猪或特种野猪，既保持了野猪家猪的优

点，又克服了二者的缺陷，具有繁殖性高、生长发

育快、适应范围广、抗病能力强和耐粗饲、易管理、
好运输等特点。其肉质香味浓郁、营养丰富、瘦肉

率高，脂肪含量低，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多种氨基

酸、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也大大高于家

猪，具有普通猪肉无法比拟的美食、保健作用。以

上优点表明，这是发展特色肉猪产业的方向。
6.3 利用野猪培育新的品种

根据我们多年对不同品种猪杂交组 合的筛

选，通过对生长发育、屠宰率、瘦肉率、肉质、饲养

的经济效益进行综合评定，采用长白山野猪为父

本、松辽黑猪为母本，产生的杂交一代公猪再与松

辽黑母猪进行杂交产生的商品猪效果最好。从长

远的观点来看，利用野猪的风味基因和抗逆基因，

培育一个肉质风味好，饲养效益高的配套系品种

是必要的，“吉松”配套系的选育将为野猪的利用

提供很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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