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松配套系(暂定名)是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正

在培育的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配套系。配套

系商品猪含松辽黑猪 75%血缘，野猪 25%血缘。
吉松配套系父系为长白山野猪，其抵抗力强、

抗病、抗寒冷、抗饥饿、适应性强，驯化后性情温

顺、易饲养、觅食范围广、耐粗饲；肉质风味独特、
幼仔存活率高。但野猪本身繁殖力低、生长速度缓

慢 、肉适口性差，不利于饲养。母系为松辽黑猪，

其具有繁殖力较高、肉质较好、适应性强、抗病力

强，相对于长白山野猪生长速度快等优点。且吉林

省境内饲养的其他品种猪长白等猪，与野猪杂交

后适应性差、不耐粗饲、抗病力差，不适合与野猪

杂交生产。利用长白山野猪和松辽黑猪培育的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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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配套系具有二者的优点，解决了野猪不能家养、
生长发育慢和破坏农田的缺点，并能够保留野猪

肉质的独特风味，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特色猪

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据此生产的配套系商品猪

投放到市场后，产品供不应求，带动了吉林特色肉

猪产业的发展。

1 育种材料与目标

父系：长白山野猪。主选背膘厚，兼顾生长速

度，瘦肉率达到 60%，选育成瘦肉率高和肉质风

味好系。
母系：松辽黑猪。主选产仔数、适应性，选育成

多产系。初产母猪产仔数 10.4 头，20 d 窝重 39.6
kg，50 d 断奶窝重 100.1 kg，经产母猪产仔数 12.5
头，经产核心群为 13.2 头，活产仔数 11.7 头，50 d
断奶窝重 123.5 kg。

商品猪：生长肥育性能：平均日增重 600 g；料

肉比 3.8：1。胴体品质：瘦肉率 57%；眼肌面积 31.0
cm2；后腿比例 29.1%；平均背膘厚 2.98 cm；肌内脂

肪达到 3.5%；肉质优良；无 PSE 和 DFD 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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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吉松配套系在研究背景、育种目标、育种技术路线、性能测定、生产体系及产业开发等方面阐

述了吉松配套系的研究进展，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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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组合猪的饲养试验结果

项目 野×野×松 长白山黑猪 吉松配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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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列数据肩标小写字母不同为差异显著(P<0.05)，大写字母不同

为差异极显著(P<0.01)。下表同。

表 2 不同组合猪的屠宰试验结果

项目 野×野×松 长白山黑猪 吉松配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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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不同组合猪的肉质试验结果

项目 野×野×松 长白山黑猪 吉松配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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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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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育种技术路线

以长白山野猪作为父本，松辽黑猪作为母本

进行杂交，产生的后代经过选育，培育出长白山黑

猪，再用长白山黑猪作为父本，松辽黑猪作为母本

进行自群繁育即横交固定，培育出吉松配套系。

3 性能测定

选用 3 个组合，即长白山野猪与松辽黑猪的

长白山黑猪，长白山黑猪与松辽黑猪再次杂交形

成的野野松组合，长白山黑猪的公猪与松辽黑猪

母猪再次杂交形成的吉松配套系，对它的生长育

肥性能、胴体性状及肉质性状进行对比分析。
饲养试验结果表明，各个组合体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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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驾驭。并且随着野猪血统含

量的降低，试验猪生长速度加快。对饲养试验的结

果进行比较分析得知，吉松配套系商品猪的日增重

最高为 558.25 g，极显著高于另外两组；长白山黑

猪次之，为 512.36 g，极显著高于野×野×松；野×
野×松最低，仅为 450.02 g。试验结果见表 1。

屠宰性能结果见表 2。瘦肉率方面：野×野×松

最高为 63.81%，极显著高于长白山黑猪(53.69%)
和吉松配套系商品猪 (54.27%)，长白山黑猪和吉

松配套系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腿臀比例方面：吉

松配套系商品猪 (31.30%)最高，极显著高于另外

两组；其次 为长白山黑 猪 (26.58%)，极显 著 高 于

野×野×松(21.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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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背膘厚方面：长白山黑猪(3.23 cm)最高，极显著

高于另外两组；吉松配套系商品猪(2.91 cm)次之，

极显著高于野×野×松(2.12 cm)。平均背膘厚以长

白山黑猪最高，平均背膘厚在野猪血统含量降低

至 50%时升至最高，随后又降下来的原因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肉质性状见表 3。PH24 方面：长白山黑猪最

高，显著高于野×野×松，其它两组之间差异不显

著。PH24 是反映宰杀后猪体肌糖原酵解速率的重

要指标。肌肉 PH24 下降的速度和强度，对一系列

肉质性状产生决定性影响，可提高制品的保水性，

从而提高肉制品嫩度等品质，随着野猪血统比例

的降低，猪肉系水力有提高的趋势。眼肌面积方

面：以吉松配套系商品猪(30.60 cm2)最高。肌内脂

肪以吉松配套系商品猪(6.07%)为最高。肌内脂肪

含量对肌肉的风味、嫩度和多汁性等食用品质有

重要影响，本次研究结果表明，3 组猪的肌内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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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生产体系及产业开发情况

目前吉松配套系的群体主要分布在吉林省农

科院、吉林红嘴种猪繁育有限公司、吉林普康有机

农业有限公司、吉林精气神有机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延边森林猪养殖有限公司及白山市隆兴牧业

科技实验示范基地等地，父系的基础母猪达到

260 头，母系基础母猪达到 1 500 多头。
吉松配套系本着一边培育一边中试的原则，

对商品猪进行了产业开发。开发较好的是四平红

嘴农业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开发出关东黑特色猪

肉，产品销往北京、沈阳等地。年出栏商品猪达到

3 万多头。 (下转第 45 页)

长白山野猪(♂)×松辽黑猪(♀)

长白山黑猪(♂)×松辽黑猪(♀)

吉松配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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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份牧草的品质性状 %

序号 测定部位 粗蛋白 粗脂肪 粗纤维 粗灰分 无氮浸出物
1 茎 15.70 1.83 19.11 12.93 50.43

叶 24.55 4.03 13.36 14.94 43.12
3 茎 11.53 0.94 20.23 10.75 56.55

叶 23.53 3.69 14.26 14.10 44.42
4 茎 9.28 0.52 23.70 6.21 60.29

叶 14.90 2.01 17.57 8.95 56.57
5 茎 10.16 1.34 17.60 9.39 61.51

叶 18.74 4.49 13.32 12.39 51.06
6 茎 17.22 1.08 18.41 11.36 51.93

叶 21.77 3.33 14.03 10.28 50.59
7 茎 15.96 1.72 16.04 11.49 54.79

叶 24.48 4.52 14.49 12.18 44.33
8 茎 15.54 1.67 18.14 13.63 51.02

叶 23.88 4.13 13.15 17.97 40.87
9 茎 12.16 0.92 19.50 9.07 58.35

叶 14.96 2.32 19.14 9.93 53.65

3.2 营养特性

叶中所含的可消化总养分高于茎。常规营养成

分分析，在盛花期取样，实验室分析测定粗蛋白、粗
脂肪、粗纤维、粗灰分、无氮浸出物等营养成分的含

量。表 3 中，1 号和 3 号的营养成分含量相似，粗蛋

白含量都较高，1 号蛋白含量高是因为 1 号叶量丰

富。4 号和 9 号粗蛋白含量都较低，其他营养成分

含量也比较相似。只从品质性状来看，1 号虽然产

量低，但其粗蛋白含量高，也是较好的牧草品种。6、
7、8 号其粗蛋白含量都较高，品质都较好。

(上接第 40 页)一年生禾本科及阔叶杂草。并且 30%
氟·精·灭 EC 是三元复配剂，降低了氟磺胺草醚

的用量，正常施用情况下对后茬作物安全。
适宜施药时期为大豆苗后 1～2 片复叶期，一

年生禾本科杂草 3～5 叶期，阔叶杂草 2～4 叶期。
推荐使用剂量为：一般田块为 80 mL/667 m2(制剂

量 )，杂草基数或叶龄偏大时可适当增加到 100
mL/667 m2。选择风力较小、温湿度适宜的早晚茎

叶均匀喷雾，兑水 20～30 L/667 m2。本文只是针

对春大豆田杂草防治进行了试验，其对夏大豆、制
种田大豆、特种大豆的安全性、使用时期及剂量还

需进一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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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在培育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即核心群

数量较少，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需进行进一步扩

繁，扩大群体；部分性能指标未达到育种的目标，

如日增重未达到 600g，需要进一步选育；外貌特

征分化较明显，需进一步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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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4.1 2 号 (Dactylis Glomerata Tekapo) 和 10 号

(Dactylis Glomerata Tekapo)，于 5 月 15 日及 7
月 2 日种植均未出苗。
4.2 抗逆性方面，8 种牧草抗逆性都较强，都能

成功引种。
4.3 8 种牧草的生产性能比较而言，3 号、8 号、9

号均产草量高，叶量丰富。且 3 号和 8 号粗蛋白含

量也高。
4.4 从生产性能、营养特性、抗逆性综合评价，表

现最好的为 3、8、9 号。属于高产、优质、抗逆性强

的牧草品种，在本地区的适应性较强。至于其在本

地区的抗寒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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