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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选用健康状况良好、无明显疾病的美系长白、大白猪的母猪各 10头、公猪各 5头、去势公猪各 5头分为 4组
进行为期 85 d的饲养试验，研究两品种间生长性能及肉质品质的差异。当试验猪体重达 100 kg时试验结束。结果表明，

长白母猪、大白母猪、去势公猪与公猪的日增重、日采食量间均差异不显著（P＞0.05）；长白去势公猪与大白去势公猪的

熟肉率、滴水损失（失水率）、压榨水分、初水分及嫩度间差异不显著（P＞0.05）。但肌内脂肪间差异显著（P＜0.05），大白

去势公猪的肌内脂肪高于长白去势公猪。

关键词：美系长白猪；美系大白猪；生长性能；肉质品质；日增重；采食量

中图分类号：S8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701（2016）06-0089-04

Studies on Growth Performance Test of American Landrace and Yorks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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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ty healthy swine (10 sows of landrace and yorkshire each, five breeding boar of landrace and yorkshire
each, 5 geldedox pig of landrace and yorkshire each)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with ten pigs per group.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of growth performance and meat quality between the two varieties, a feeding experi⁃
ment of 85 days was carried out. When the weight of pig was up to 100 kg, the test ended.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daily gain and feed intake were not significant among each group (P＞0.05). In cooking percentage, water loss,
the squeeze water, original moisture and shear forc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geldedox landrace and york⁃
shire (P＞0.05), but intramuscular fat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t (P＜0.05). Intramuscular fat of geldedox yorkshire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eldedox land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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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随着我国养猪产业化、集约化模式的

不断推进，长白猪、大白猪已然成为我国商品猪

生产中主要的父本和母本。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

地理环境及育种手段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点的

不同品系 [1]，其中从美国引进的长白和大白猪因

具有产仔性能好、生长速度快、胴体瘦肉率高、屠

宰率高、饲料利用率高等诸多优点 [2-4]，在我国分

布广泛，并成为规模化养殖企业最主要的引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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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5]。吉林省公主岭市稷丰种猪场 2008～2012年
间先后从美国引进杜洛克、长白猪、大白猪 500余
头。本试验在稷丰种猪场选购 40头美系长白、大

白猪，在相同营养水平及饲养管理条件下饲养，

旨在探讨美系长白猪与美系大白猪在生长性能及

肉质性状上的差异，并为后续生猪生产及品种选

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6]。

1 材料与方法

本试验于 2015年 5～8月在吉林省农业科学

院种猪场进行。当试验猪体重达 100 kg时，试验

结束。

1.1 试验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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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在吉林省公主岭市稷丰种猪场采购

40头体重 30 kg左右、日龄相近、健康状况良好且

无明显疾病的美系长白猪与美系大白猪。其中长

白母猪、大白母猪各 10头，长白猪公猪、大白猪公

猪各 5头，长白去势公猪、大白去势公猪各 5头。

将试验动物分为 4组，每组 10头。A组为长白母

猪组，B组为大白母猪组，C组为去势组，D组为公

猪组。

1.2 试验日粮

试验期内饲喂的自配日粮严格按照 NRC
（2012）猪营养需要标准配制。各阶段基础日粮组

成及营养水平如表 1所示。

1.3 饲养管理

本试验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种猪场开展。试

验动物进入试验舍前隔离 7 d，并做好免疫驱虫工

作。在此期间饲喂试验猪基础日粮，并观察其采

食、饮水及健康状况，如无异常情况出现，预试期

最后一天晚上停止饲喂，第二天早上空腹称重并

记录，试验正式开始 [7]。试验期间饲养人员每天

投料 2次，试验过程中，试验动物自由采食、自由

饮水、自由活动。准确记录每组试验动物的日采

食量，每月称重 1次并记录，（称重前一晚停止饲

喂，次日清晨空腹称重）。每天上、下午分别进行

1次圈舍内的清洁工作，并做好定期消毒工作。

试验期内如有发病动物，及时采取治疗措施，治

疗一周后若病情无明显好转应将其从试验组中剔

除，并对其发病日期、离群日期等做好记录。免

疫消毒程序严格按照猪场规程进行。

2 测量指标

2.1 生长性能指标

2.1.1 平均日增重

每月定期对试验猪进行称重处理，根据试验

结束时试验猪的体重及试验猪的初始体重计算出

该阶段试验猪的平均日增重。

2.1.2 平均日采食量

平均日采食量采用整栏测定方法。试验期间

准确称量和记录每天的给料量、实际消耗料量和

剩余料量，并计算试验的平均日采食量。

2.1.3 料重比

根据平均日采食量与平均日增重来计算料重

比。

2.1.4 背膘厚

将活体背膘的测定位置（倒数第 3～4肋骨

间，距背中线 5 cm）处表皮被毛剃除，使皮肤裸

露，并将耦合剂均匀涂抹，使用背膘仪测定 [8-9]。

背膘仪影像读数起于皮肤止于背最长肌的外筋

膜，准确读数并记录。

2.2 肉质指标

2.2.1 熟肉率

取整块腰大肌，剥净外膜和脂肪后称重，置于

蒸屉上沸水蒸 45 min，将蒸后腰大肌吊挂于阴凉

处冷却至室温后称重，计算熟肉率。

熟肉率（%）=W2/W1×100%
其中W1为蒸前样品重，W2为蒸后处理后样品

重。

2.2.2 初水分

取干净培养皿称重（W1），放入 100 g左右肉

样称重W2后，置于 65℃烘箱中烘干至肉样完全干

燥（24 h）。取出肉样在空气中冷却 2 h后称重

W3。

初水分（%）=（W2-W3）/（W2-W1）×100%
其中W1为培养皿重，W2为烘干前培养皿+样

品重，W3为烘干后培养皿+样品重。

2.2.3 压榨水分

取第 3～6腰椎处背最长肌，取厚度 1 cm，直
径 2.5 cm的圆柱形样品，称重后，夹在上下各 18
层定性中速滤纸的纱布间，再夹于两层硬塑料板

间，置于土壤膨胀仪平台加压至 35 kg保持 5 min。

表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原料

玉米

45％豆粕

进口鱼粉

米糠

预混料

合计

营养标准

Cp（%）
EE（%）
CF（%）
Ash（%）
Ca（%）
P（%）
AP（%）

DE（Cal/kg）
ME（Cal/kg）
NE（Cal/kg）
Lys（%）
Met（%）

注：体重 30～60 kg饲喂前期料，体重 60 kg以后饲喂后期料

前期配比（%）
65.36
19.40
1.00
10.00
4.24

100

16.00
4.65
2.76
4.46
0.62
0.64
0.33
3.30
3.07
2.41
1.40
0.44

后期配比（%）
63.70
17.60
0
15.00
3.70

100

15.01
5.68
2.90
4.55
0.59
0.63
0.27
3.29
3.07
2.41
0.97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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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除压力后立即从纱布中剥下肉样称重。

失水率（%）=（W1-W2）/W1×100%
其中W1为压前肉样重，W2为压后肉样重。

2.2.4 滴水损失

取第 3～6腰椎处背最长肌，将肉样修整为 5
cm×3 cm×2.5 cm的肉片置于充气的塑料袋中，悬

吊在 4℃的冰箱冷藏层 24 h。用滤纸吸干肉样表

层汁液，称重并计算。

滴水损失（%）=[（W1-W2）/W1]×100%
其中W1为试验前的样品重，W2为滴水后的样

品重。

2.2.5 嫩度

取第 13～16胸椎部背最长肌一段或用完整

的半腱肌。将肉样表面脂肪剔除，装入塑料薄袋

内，置于 15～16℃下 24 h进行尸僵前处理，然后将

肉样置于 4℃冰箱冷藏层熟化 24 h。将熟化完成

的肉样，置于室温环境 1 h。用温度计插入肌肉中

心部并包扎好肉样，保持袋口向上，放入 80℃恒温

水浴锅中，持续加热，至肌肉中心温度达到 70℃，

取出肉样放于室温下使肌肉冷却至 20℃。按与肌

纤维垂直方向切取宽度为 1.5 cm的肉片，再用

1.27 cm直径的圆形取样器顺肌纤维方向钻切肉

样做 10个重复。按嫩度测定仪操作说明操作，记

录 10个肉块的剪切力值计算算术平均数。

2.2.6 肌内脂肪

采用索氏提取法进行肌内脂肪含量的测定。

脂肪含量（%）=（W3-W1）/（W2-W1）×100%
其中W1为烘干后的脂肪包重，W2为烘干后的

脂肪包+样品重，W3为抽提并烘干后的脂肪包+样
品重。

3 数据统计分析

试验记录数据运用 Excel进行初步整理，用

SPASS 19.0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
VA），结果以平均数±标准差表示。

4 结果与分析

4.1 生长性能测定结果

本试验为期 85 d，2015年 5月 29日称量体重

后开始试验，6月 30日、7月 31日、8月 21日分别

称重并记录，8月 21日试验结束。试验期间准确

统计试验猪每组每日采食量，对平均日增重、平

均每组日采食量、料重比、背膘厚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2、表 3、表 4所示。

经统计分析，试验动物的起始体重在同一水

平。试验结束后，对各组试验动物的日增重进行

处理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其中，A组和 D组的

平均日增重最大均为 0.75 kg，其次是 B组日增重

为 0.72 kg，C组平均日增重最小为 0.71 kg。但经

分析发现 A、B、C、D 4组的平均日增重间无明显

差异（P＞0.05）。

表2 平均日增重 kg
项目

初始体重

结束体重

平均日增重

注：同行数据肩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肩标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肩标相同字母或无字

母标注表示差异不显著（P＞0.05），下同

长白母猪 A组
37.45±2.95
100.18±8.60
0.75±0.09

大白母猪 B组
36.65±4.01
97.87±9.77
0.72±0.10

去势公猪 C组
35.35±3.11
95.91±9.78
0.71±0.10

公猪 D组
37.00±1.32
120.33±22.18
0.75±0.14

表3 试验期料重比

项目

料重比

长白母猪 A组
2.72

大白母猪 B组
2.56

去势公猪 C组
2.82

公猪 D组
2.62

表4 背膘厚度 mm
项目

A点背膘

长白母猪 A组
11.60±0.52 a

大白母猪 B组
11.00±0.67 b

去势公猪 C组
11.40±0.52 ab

公猪 D组
11.40±0.52 ab

表 3为试验期内各组试验动物料重比的统

计。料重比是畜禽每增重 1 kg 所耗掉的饲料

量 [10]。其中，B组的料重比最低为 2.56，其次为 D

组料重比为 2.62，然后是 A组料重比为 2.72，而 C
组料重比最高为 2.82。结果表明，B组（大白母

猪）的饲料报酬最高即饲料转化率最高，而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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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猪组最低。

试验结束时，对试验猪的背膘厚度进行活体

测量。结果如表 4所示，A 组背膘厚度最大为

11.60 mm，C组和 D组背膘厚均为 11.4 mm，B组背

膘最薄为 11.00 mm。经统计分析发现 A组与 B组
间差异显著（P＜0.05），与 C组、D组间差异不显

著（P＞0.05）。B组、C组与 D组 3组的背膘厚均

无显著差异（P＞0.05）。
4.2 肉质指标测定结果

试验猪于屠宰前一天晚上停止饲喂，但保证

其正常饮水。本试验结束后，随机选择 3头去势

的大白公猪和 3头去势的长白公猪进行肉质测

定，测定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中结果显示，长白去势公猪的压榨水分、

嫩度均高于大白去势公猪；长白去势公猪的熟肉

率、滴水损失、初水分和肌内脂肪含量均低于长

白去势公猪。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长白去势公猪

与大白去势公猪除肌内脂肪含量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5）外，其余测量的肉质指标间均无显著差

异（P＞0.05）。
5 讨 论

美系长白猪最早源于丹麦，经过多年选育具

有生长速度快、胴体品质优、母猪泌乳能力强等

特点。美系大约克猪具有瘦肉率高、生长速度

快、饲料利用率高、繁殖性能好、适应性强等优

点 [11]二者均是世界著名的瘦肉型猪种。本试验对

美系长白猪、大白猪的日增重、采食量、料重比、

背膘厚及部分肉质性状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

示美系长白猪、大白猪、种用大白猪、种用长白

猪、去势大白猪、去势长白猪的生长性状间没有

明显的差别，大白猪母猪料重比最低，去势公猪

料重比高于种用公猪。

早在 1984年 3月庄士庆摘译的“猪去势与不

去势的研究报告”中，就已经通过试验验证并提

出单饲和群饲的不去势试验组的料重比要低于单

饲及群饲的去势试验组 [12]。与本试验结果相符。

郑飞燕等对杜洛克、长白、大白及其他几种杂

交品种中的日增重、料重比、部分胴体性状及肉

质性状进行了测定分析 [13]，其中大白、长白的日增

重、料重比均不及本试验所测定的结果。

对长白、大白去势猪的肉质性状进行统计分

析时发现，两组的熟肉率、压榨水分、滴水损失、

初水分以及嫩度间均无显著差异。长白去势猪的

肌内脂肪低于大白去势猪的肌内脂肪且差异显

著。肌内脂肪对肉质的风味具有重要影响。在烹

饪过程中，猪肉制品受热后会产生大量的直链

醛、醇、烃和酮类等挥发性风味成分，进而大大提

升产品风味 [14]。

种猪的选育、培育工作仍在继续，试验结果在

实践中不断被检验、完善，未来适应市场需求的

高标准商品也将慢慢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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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肉质指标

项目

熟肉率（%）
滴水损失（%）
压榨水分（%）
初水分（%）
肌内脂肪（%）
嫩度（N）

长白去势公猪

52.92±2.17
0.02±0.01
0.20±0.02
69.99±1.29
1.61a±0.25
42.48±7.74

大白去势公猪

55.12±1.77
0.03±0.01
0.18±0.02
70.01±3.84
1.82b±0.18
42.31±4.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