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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充分利用集安本地黑猪的特性，避免本地黑猪瘦肉率低的问题，设计培育集鲜黑猪。本文对集鲜黑猪与集安

本地黑猪生长性能、屠宰性能、肉质品质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集鲜黑猪改变了集安本地猪背膘过厚、生长速度慢、

料肉比高的缺点，同时又保留了集安本地猪肉质好的优点，是一个值得推广的黑猪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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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Report on Selection and Breeding of Jixian Black Pi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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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an local black pigs and avoid the problem of low lean
meat rate of local black pigs, Jixian black pigs were designed and bred. The growth performance, slaughter perfor
mance and meat quality of Jixian black pig and Ji′an local black pig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in this artic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Jixian black pig changed the disadvantages of too thick backfat, slow growth rate and high feed-
to-meat ratio of Ji′an local pigs, and retained the advantages of good quality of Ji′an local pork, so Jixian black pig
was worth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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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广物博，猪种资源丰富，伴随着多年的

饲养与驯化，地方猪种具有耐粗饲、适应性强，肉

质优良的特点。充分利用地方品种培育满足当前

市场需求的猪种将会进一步提高中国地方猪种的

国际地位。集安地区位于鸭绿江畔，四季分明、景

色宜人，林地资源丰富。同时将培育品种在林区进

行放牧养殖，为生产特色优质猪提供品种资源。

集鲜黑猪由集安本地黑猪与国际上公认的优

良肉质父本巴克夏猪杂交选育，其特点是肉质鲜

美，抗逆性强，全身被毛黑色，故根据育种素材、发

源地、黑毛色及肉质鲜美的特点，暂定名集鲜黑猪。

集鲜黑猪由巴克夏猪、集安本地黑猪为品种

收稿日期：2019-05-06
基金项目：吉林省农业科技创新工程项目（CXGC2017ZD004）
作者简介：张 琪（1991-），女，研究实习员，硕士，主要从事生猪

育种研究。

通讯作者：李 娜，女，博士，副研究员，E-mail: lina_0507@126.
com
张树敏，男，博士，研究员，E-mail: shumin1961@126.
com

资源，采用二元杂交育种法，以巴克夏为父本、集

安本地黑猪为母本进行杂交，产生的后代进行现

场测定和外貌标准评分法相结合，同时结合指数

选择法确定选留比例。采用重叠式不完全小群闭

锁选育法、群体继代选育、开放核心群等选育方

法，最终生产出性能表现一致、瘦肉率高、肉质优

良的特色猪种—集鲜黑猪。本文对集鲜黑猪与集

安本地黑猪生长性能、屠宰性能、肉质品质进行

对比分析，为优质瘦肉猪培育提供参考。

1 育种材料与目标

1.1 育种素材

集鲜黑猪母本集安本地黑猪起源于鸭绿江沿

岸，与韩国的济州黑猪同宗同源。该品种在粗放

条件下经多年的饲养形成性成熟早、抗逆性强、

耐粗饲、肉质鲜美的优良特性。大理石花纹十分

明显，肉味香浓，口感极佳，尤其是背膘晶莹剔

透，稍加压力油脂便可流出，犹如豆腐般细嫩。

集鲜黑猪父本巴克夏猪是世界著名的猪品种

之一，原产地为英国巴克夏，初为脂肪型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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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育为瘦肉型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对环境

适应性强等优点，在国际养猪业中被普遍用作终

端父本生产精品杂种猪。

1.2 育种目标

商品猪屠宰率达 68%，平均背膘厚 3.5 cm，眼
肌面积 25 cm2，胴体瘦肉率 50%，大理石花纹评分

均达到 3分以上，背最长肌肌内脂肪含量达 3.5%，
肉质优良，无 PSE和DFD肉出现。

2 性能测定结果

以巴克夏猪做父本、本地黑猪做母本进行杂

交培育集鲜黑猪，集鲜黑猪与本地黑猪进行生长

性能、屠宰性能及肉质品质对比分析。

由表 1可知，集鲜黑猪日增重 548.28 g，高于

本地黑猪的 499.48 g，差异极显著（P<0.01）；本地

黑猪料重比为 4.16，高于集鲜黑猪的 3.75。

由表 2可知，集鲜黑猪胴体斜长高于本地黑

猪，差异显著（P<0.05）；集鲜黑猪背膘厚低于本地

黑猪，差异极显著（P<0.01）；集鲜黑猪屠宰率、瘦

肉率高于本地黑猪，差异极显著（P<0.01），皮厚差

异不显著。

由表 3可知，集鲜黑猪肉色、大理石花纹、

pH24、剪切力、肌内脂肪含量与本地黑猪差异均不

显著（P>0.05）。

3 讨 论

3.1 集鲜黑猪与本地黑猪生长性能对比分析

商品猪育肥期日增重受品种、营养、管理水平

等因素的影响 [1]。在同一饲养环境与相同营养水

平条件下，集鲜黑猪日增重高于本地黑猪，且差

异显著，说明其可能是继承了父本巴克夏的生长

优势。在饲料利用效率方面，本地黑猪料重比为

4.16，而纯种巴克夏猪料重比低于 3[2]，集鲜黑猪经

测定为 3.75，表明利用巴克夏做父本，其高饲料利

用率优势可以传递给后代。因此利用巴克夏高生

长速度、高饲料利用率的特点可以改善集安本地

黑猪生长速度慢、料肉比低等问题。

3.2 集鲜黑猪与本地黑猪屠宰性能对比分析

屠宰性能是反映动物产肉性能的主要性状指

标。而背膘厚是衡量胴体肥胖的重要指标。我国

地方品种猪背膘普遍高于引进品种与培育品

种 [3-4]。集鲜黑猪背膘厚极显著低于集安本地猪，

胴体斜长显著高于集安本地黑猪，说明集鲜黑猪

的体躯更长，整体更趋向于“修长”体型。在屠宰

率方面，集鲜黑猪低于杜长大三元杂交猪，极显

著高于本地黑猪，与已培育成功的松辽黑猪相差

不大 [4-5]。集鲜黑猪瘦肉率低于松辽黑猪、杜长大

三元杂交猪，极显著高于集安本地黑猪。

3.3 集鲜黑猪与本地黑猪肉质性能对比分析

巫婷婷等 [6]研究结果显示，当肉色 L值在 53～
59范围内，趋近 PSE肉；在 37～52范围内为正常

肉色，在 31～36范围内，趋近 DFD肉；当 L值≤ 30
为 DFD肉。集鲜黑猪肉质亮度高于本地黑猪，但

均在正常范围内。肉色 a值、b值与巫婷婷、周波

等 [6-7]的研究均不在同一范围，但集鲜黑猪与本地

黑猪结果差异不大，可能与测量仪器、评价标准不

同有关。动物在屠宰后一段时间内，（下转第 111页）

表1 本地黑猪与集鲜黑猪生长性能测定结果比较

指标

实验猪数（头）

试验天数（d）
测定初始体重（kg）
测定结束体重（kg）

日增重（g）
料重比

注：同行大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小写字母

不同表示差异显著（P<0.05），没有标注表示差异不显著

（P>0.05），下同

本地黑猪

6
160

36.42±1.63
116.33±3.01
499.48±20.01B

4.16

集鲜黑猪

6
145

37.58±2.11
117.08±2.54
548.28±28.77A

3.75

表2 本地黑猪与集鲜黑猪屠宰性能对比

指标

实验猪数（头）

宰前活重（kg）
胴体重（kg）

平均背膘厚 (cm)
胴体斜长 (cm)
皮厚 (cm)

屠宰率（%）
瘦肉率（%）

本地黑猪

6
116.33±3.01
81.68±0.88
5.83±0.23A
72.57±0.54b
0.35±0.01
66.67±1.38B
48.59±0.60B

集鲜黑猪

6
117.08±2.54
81.61±1.10
3.58±1.02B
75.20±1.89a
0.32±0.02
69.72±1.50A
50.51±0.69A

表3 本地黑猪与集鲜黑猪肉质品质对比

指标

实验猪数（头）

肉色

大理石纹评分

pH24

剪切力值 (N)
肌内脂肪 (%)

L*
a*
b*

本地黑猪

3
48.90±1.73
12.21±2.65
9.61±0.55
3.67±0.29
5.63±0.02
34.73±0.78
4.28±0.41

集鲜黑猪

3
49.16±1.49
11.68±2.40
9.79±0.45
3.33±0.29
5.55±0.05
36.60±1.86
3.7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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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l ( )总
= U 2

rel( )f + U 2
rel( )M1 + U 2

rel( )C提 + U 2
rel( )C标 + U 2

rel( )C仪 = 0.026 0
酸菜中亚硝酸盐含量为 6.21 mg/kg，合成标准

不确定度为：

Urel ( )合成
= X × Urel ( )总

= 6.21 × 0.026 0 = 0.161( )mg/kg
扩展不确定度U为：

U = kUrel ( )合成
= 2 × 0.161 = 0.322 ( )mg/kg

2.4 不确定度分量影响比较

各不确定度分量的比较结果见图 3和图 4。
3 结 论

分光光度法测定酸菜中亚硝酸盐含量结果为

6.21 mg/kg（n=10），扩展不确定度为 0.322 mg/kg，
取值范围为X=（6.21±0.322）mg/kg。

测定过程中引入不确定度的各分量因素所占

比例顺序为：标准曲线绘制>提取>仪器测量>重
复次数>样品称量。

标准曲线绘制引入的不确定度是导致扩展不

确定度较高的主要原因。而拟合曲线在绘制标准

曲线过程中引入的不确定度所占比例最大，因

此，在测定酸菜中亚硝酸盐含量的过程中，选择

标准曲线的相关系数 r≥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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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氧气不足，只能启动糖酵解供能，而糖酵解生

成丙酮酸可导致肌肉 pH下降 [8]。当 pH24>6.0时，

肉色发紫且表面干燥，判定为 DFD肉 [9]。本地黑

猪与集鲜黑猪 pH24均小于 6.0，在正常范围。大理

石纹影响肌肉的嫩度、口感等指标，与肌内脂肪

呈正相关，大理石纹评分越高，肌内脂肪含量越

高，肌肉越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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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本研究

中，集鲜黑猪大理石纹评分、肌内脂肪含量、嫩度

较本地黑猪稍有降低，但均保持相关性。可能是

集鲜黑猪中含有巴克夏猪基因的缘故。也有研究

表明很难单纯提高胴体的瘦肉率而不降低肌内脂

肪含量 [11]，现在育种工作只能使瘦肉率与肌内脂

肪更趋于一个合理的范围。

4 结 论

巴克夏猪血统的导入提高了集鲜黑猪的生长

速度，同时提高了瘦肉率，降低背膘厚，改变了集

安本地猪体质过肥，生长速度慢，料肉比高的缺

点，同时又保留了集安本地猪肉质好的优点，使

集鲜黑猪向优质瘦肉型猪品种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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