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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望农牧



成立于2013年9月，是一家专注于“民望5A”

高健康、高性能高端种猪的育种企业。公司

核心场位于洛阳市嵩县 ，有开封、焦作育种

基地，以及外部合作育种基地，运营中心设

在郑州 。

1.1 河南民望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l民望郑州运营中心

l河南农大种猪育种新技术联合研发工作站

l民望嵩县核心场
l民望检测中心

l水磨基地

l中禾晟民贸易服务

l开封二级种畜禽场

l修武育基地



Ø 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

Ø 国家级猪瘟（非免疫）净化场

Ø 国家级伪狂犬（非免疫）净化场

Ø 国家级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非免疫）净化场 

Ø 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

Ø 国家进境种猪隔离检疫场

Ø 河南省养猪协会副会长单位

Ø 河南农业大学种猪育种新技术联合研发工作站

1.2 公司荣誉



1.3 民望5A高端原种特点

健康：非洲猪瘟、猪瘟、蓝耳、伪狂犬、流行

性腹泻、传染性胃肠炎

…等非免疫净化，抗原抗体双阴

平台
日期 2022.9.3 送样场区 运粮沟场 检测项

目 PRVgB抗体

原始标记 处理编号 检测编号 A(630)OD值 S/N 判定结果

　 　 　 NC 1.798 　 　

　 　 　 NC 1.868 　 　

　 　 　 PC 0.101 　 　
　 　 　 PC 0.092 　 　

6平台

6-1 81 81 1.480 0.84 阴性
6-2 82 82 1.420 0.80 阴性
6-3 83 83 1.435 0.81 阴性
6-5 85 85 1.623 0.92 阴性
6-7 86 86 1.495 0.85 阴性
6-8 87 87 1.516 0.86 阴性
6-9 88 88 1.575 0.89 阴性
6-12 89 89 1.512 0.85 阴性
6-14 90 90 1.549 0.88 阴性
6-16 91 91 1.397 0.79 阴性
6-20 92 92 1.658 0.94 阴性
6-21 93 93 1.405 0.79 阴性
6-22 94 94 1.408 0.80 阴性
6-23 95 95 1.485 0.84 阴性
6-24 96 96 1.435 0.81 阴性
6-25 97 97 1.529 0.86 阴性
6-26 98 98 1.521 0.86 阴性
6-27 99 99 1.547 0.87 阴性
6-28 100 100 1.591 0.90 阴性
6-29 101 101 1.410 0.80 阴性

第三方检测 自检

性能：大白TOP50活仔数16.34头、全群平

均16.2个乳头，初生均重1.4KG   

…更多成绩



Ø 用真实的数据保障民望种猪标准
2024年4月5日
哈兽研检测报告（非瘟、猪瘟、蓝耳、伪狂
犬、流行性腹泻抗原抗体双阴）

测定站：截止2024年4月12日数据



养猪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健康 基因 生态
联合体



二、建立高健康种群的工作开展



2.1 我国种猪育种面临的挑战

健康度1

开放度2

        育种体系不完善、基础测定薄弱3

育种投入产出比与人才培养4

新技术的应用与普及5

中国育种：如何弯道超车？



2.2 构建高健康高性能种群需要做的工作

1. 企业定位与种群结构制定

2. 高健康控制体系  

3. 系统的育种体系建设且不断提升种猪性能

4. 开放的育种心态，不断丰富育种素材

5. 勇于创新，尝试新技术用于



明确育种方向

l 消费端需求育种

l 经济性能育种

l 抗逆性育种

l 产业链育种（从育种到屠宰 到消费者）



Ø 核心场、扩繁场、商品场、育肥场

Ø 多项双阴、双阴、阳性稳定



2.4 高健康前提下的种猪价值体现

01

02

03

04

高健康是高性能的基础

高健康是育好种的前提

高健康是保护育种成果的
基本要求

用防非的思维和手段持
续保持高健康状态



2.5 构建高健康体系八要素

基 本 要 素目标与思路 组织架构
日常管理的
SOP

实施监督与
反馈

审计与优化 学习与复盘 应急演练



目标：

制定适合于自己猪场环境、硬件、产品等的健康目标

思路：

制定适合于自己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的健康管理计划，考虑文化、团队、硬件、执行
力……

例：

Ø 多种疾病非免疫净化策略

Ø 蓝耳病、伪狂犬双阴，

Ø 阳性稳定……

2 .5 .1目标与思路



2.5.2 基本要素

Ø 天然屏障

Ø 饮用水源的保障

Ø 污水处理及还田方案

Ø 健康的种源

Ø 生物安全硬件--阻断传播途

Ø 合理的设计与布局必备的硬件

Ø 批次生产节律



2.5.2 设计思路-立体的生物安全布防体系

四 级

生 物

安 全

防 护

体 系



2.5.2 生物安全内防扩散传播

Ø 明确的生物安全操作单元（场、区、单元、栏位）分区、分静污道……

Ø 规定人员、物资、猪群流转时应遵循生产金字塔等级顺序

Ø 清晰的SOP操作流程

Ø 清晰的过程管理

     ……



2.5.3 组织架构--日常管理与应急管理组织

     一把手工程
Ø 将制度转变为流程

Ø 将流程转化为动作

Ø 将动作提炼为标准

Ø 将标准演练到可复制



2.5.4 日常管理的SOP  

不断的提升 能够进行检查评价经营成本控制

源于一线
经验基础之上

简洁、易懂、便于
学习、操作 

及时反馈与改进

制定原则：



（ 例 ） 消 毒 的 几 个 原 则

Ø 阻断 阻断 再阻断。

Ø 单向处理，分级防护

Ø 全覆盖

Ø 物资分类优先消毒方法

Ø 消毒效果与成本控制

Ø 步骤清晰

Ø 每次操作检查反馈机制

Ø 激励机制

Ø ……



（例-1）严控车辆进出每一个细节-实时监控-及时上传-合格放行（拉猪、送料）

2.5.5 实施监督与反馈



（例-2）严控物资进场每一个细节-实时监控-及时上传-合格放行



（例-3）严控人员进场每一个细节-实时监控-及时上传-合格放行



2.2.6 定期审计与优化

Ø 对关键节点进行自我审计、上级审计、第三方审计、实时改进、周例会改进、月

改进……



2.5.7 学习与复盘

Ø 不断的强化知识体系

Ø 强化观念

Ø 学习先进经验

Ø 内部PK、树立先进标杆

Ø 对不达标事件及时复盘和纠偏

   ……



2.5.8  应急预案和演练

例：民望紧急事件处理方案



三、建立高性能群的工作开展



 3.1 建立企业自身的产品标准--民望5A高端种猪

6项双阴：非洲猪瘟，猪
瘟，猪蓝耳病，伪狂犬病，
猪流行性腹泻，猪传染性
胃肠炎抗原抗体双阴，无
口蹄疫。

1A

四级防护： 核心种猪场位
于深山幽谷的伏牛山深处，
三面环山，远离村镇和交
通要道，有着得天独厚的
天然防疫屏障，采取严格
的四级洗消生物安全管理
模式

2A

体系搭建： 根据育种目
标利用不同素材以及表型
测定、基因组选择、
BLUP综合遗传评估技术
实现精准繁育

3A

产的多带的活： 产仔多、
初生重大、乳头数多、超
级母性、超大产奶量、长
久使用年限、温顺、稳定、
易管理。
TOP50出生活仔数16.34
头，初生重：1.31KG …

4A

资源共享： 育种技术指
导，各阶段饲养技术指
导，行业优势资源共享，
疾病防控技术指导……

5A



立体服务（SOP）

Ø 健康管理

Ø 育种管理

Ø 硬件参数

Ø 营养参数

Ø 生产管理

Ø 性能参数标准



育好种猪，除拥有良好的育种素材（足够家系的种猪）、绝佳

的生产环境、明晰的育种目标、稳固的技术和生产团队、提供

适宜的营养，在生产中要有明确的工作流程和责权划分，以便

团队人员在育种过程中各司其职。

3.2 八段式选育流程



表型测定：

1. 繁殖性状：分娩信息（总仔、活仔、健仔、畸形、弱仔、

死胎）个体出生重、乳头数、断奶窝重；

2. 生长性状：30kg体重、100kg体重、100kg背膘、

100kg眼肌，料重比

3. 精液性状：采精量、密度、活力、畸形率。

体型外貌的测定：

1. 体尺性状测定：体长、体高、胸围、管围、阴户大小、

阴户角度，

2. 肢蹄评分：前后肢评分、四蹄甲评分，

3. 后备种猪乳头发育评

3.3 表型测定



1. 泌乳力的评估
2. 仔猪均匀度评估
3. 体长关联正相关性状分析
4. 肢蹄评分
5. 繁殖器官屠宰分析
6. 肋骨屠宰分析
7. 高产精液与基因位点的关联验证
    

3.4 遗传分析



与院校、机构专家开展专项合作，建立专
题项目攻关，例如：专门化品系建立、高

繁、高饲料报酬、肉质等

建立商业机制、开展深度联合育种，加快
育种步伐

3.5 育种开展中的新技术应用与联合育种



功能位点分析：

多肋骨数、料肉比、采食量、多腰椎数基因、氟烷

基因、公猪精液品质、抗仔猪腹泻基因、酸肉基因、

体长基因、严重免疫缺陷基因、矮小基因、高胆固

醇血症基因、小耳畸形基因、遗传性出血疾病基因、

毛皮缺陷基因、内陷乳头基因、脐疝基因、软骨病

基因等21个功能位点。

分析模型的构建：

管围、产总仔、产活仔等

3.6 开展基因组育种关联分析



大白产活仔数50K芯片数据GWAS结果曼哈顿图

长白产活仔数50K芯片数据GWAS结果曼哈顿图

3.7 构建并扩充基因组参考群

总乳头性状不同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和偏差

管围性状不同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和偏差



某集团放养户育成阶段数据跟踪情况 屠宰：繁殖器官、肋骨数等测定

3.8 客户、下游扩繁、商品场、屠宰数据收集



1. 硬件
2. 软件
3. 反馈与监督机制
4. 激励机制
5. 区域无传染源管理机制

3.9 健康管理--生物安全防控体系



1. 《实验室检测规范》
2. 《定期不定期采样标准及规范》
3. 健康管理体系
4. 健康报告机制
5. 兽药疫苗保健预防应用规范
6. 应急机制

3.10 健康管理--兽医管理体系



日常必检项：非瘟、猪瘟、蓝耳、伪狂犬、流行性腹泻…

民望农牧实验室位于嵩县车村镇。以P2分子生物

安全实验室为建设标准。主要检测仪器：ABI荧

光定量PCR仪、Bio-RAD PCR仪、Bio-RAD酶标

仪、全自动核酸提取仪、低温高速离心机、生物

安全柜等检测仪器，可进行抗原抗体、细菌、饲

料霉菌等检测。

3.11 高标准自检实验室



1. 民望高产猪营养模型

2. 泌乳期采食量分析

3. 断奶窝重分析

4. 发情排卵关联分析

3.12 健康管理——营养体系



四、民望GGP种猪性能进展



4.1 繁殖表现-大白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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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繁殖表现-长白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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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繁殖表现-胎次/来源维度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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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繁殖表现--初产/经产维度

品种 胎次
繁殖表现（头） 繁殖表现（kg）

总仔 活仔 健仔 断奶 初生窝重 28天断奶窝重

大白
初产 15.44 13.97 13.32 12.83 17.08 89.12 

经产 16.90 14.97 14.47 13.14 20.09 97.50 

长白
初产 14.47 13.30 12.83 12.88 16.84 92.24 

经产 16.70 15.07 14.72 13.23 20.49 99.44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2日



品种 排名 总仔 活仔 PSY GS母系指数

大白

top10 19.97 18.68 32.80 140.82 

top25 19.01 17.69 32.87 130.71

top50 18.20 16.77 32.11 121.92

长白

top10 19.87 18.30 30.70 127.64

top25 18.88 17.45 31.40 121.28

top50 17.70 16.43 32.75 116.73

批
次
明
星

4.6 繁殖表现-总仔维度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2日



品种 排名 断奶头数 校正21日窝重
（kg）

28日龄断奶窝重
（kg）

28日龄断奶个体重
（kg）

大白

TOP10 15.31 96.05 107.94 7.05 

TOP25 14.79 93.58 104.62 7.07 

TOP50 14.26 91.51 102.23 7.17 

全群 13.03 85.79 94.51 7.25 

长白

TOP10 15.20 97.88 107.92 7.10 

TOP25 14.69 96.02 105.95 7.21 

TOP50 14.22 93.76 103.38 7.27 

全群 13.11 88.74 96.93 7.39 

批
次
超
级
奶
妈

4.7 繁殖表现-断奶维度



2024年校正达115kg体重日龄平均成绩：大白公猪163.1天，大白母猪176.4天；

校正达100kg体重日龄平均成绩：大白公猪149.2天，大白母猪157.9天；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2日

4.8 生长测定--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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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校正达115kg体重背膘平均水平：大白公猪10.57毫米，大白母猪11.8毫米；

校正达100kg体重背膘平均水平：大白公猪9.32毫米，大白母猪10.18毫米。

4.9 生长测定--大白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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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0-115kg的日增重平均成绩：大白公猪919.09克，大白母猪836.05克；

30-100kg的日增重平均成绩：大白公猪885.98克，大白母猪837.02克。

4.10 生长测定--大白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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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测定群体的生长性状进行百分位排名，公猪的TOP1%、2%、3%、5%、10%，母猪的TOP1%、5%、
10%、30%、50%的性能表现见上表。

4.11 生长测定-大白全群排名

品种 性别 TOP 同窝仔猪数（头） 校正115kg体重日龄
（天）

校正30-115kg日增重
（克）

校正115kg背膘厚（毫
米） 母系指数

大白

公

2 17.3 140.02 1047.48 10.80 126.83 

3 17.6 141.28 1057.97 10.73 125.39 

5 17.8 142.96 1048.76 11.02 124.60 

10 17.7 145.67 1031.75 10.85 120.77 

母

17.6 146.65 993.52 10.96 119.10 

5 17.5 151.85 970.04 11.01 117.48 

10 17.4 154.84 958.36 11.09 115.32 

30 17.3 161.61 922.95 11.07 110.70 

50 17.2 166.28 900.84 11.07 107.42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2日



2024年校正达115kg体重日龄平均成绩：长白公猪163.8天，长白母猪平均173.52天；

校正达100kg体重日龄平均成绩：长白公猪149.62天，长白母猪平均155.68天；

4.12 生长测定--长白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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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达115kg体重背膘平均成绩：长白公猪11.30毫米，长白母猪平均12.13毫米；

达100kg体重背膘平均成绩：长白公猪9.94毫米，长白母猪平均10.49毫米。

4.13 生长测定--长白

数据更新于2024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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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料肉比表现

品种性别 校正115kg体
重日龄（天）

校正30-115kg料肉比
母系指数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大白公猪 157.71 1.75 2.40 3.06 113.60

长白公猪 162.21 1.76 2.38 3.075 112.81



4.17 体尺性状表现

110-120kg体重后备期，大白平均体长121.53cm，长白平均体长119.68cm；生产母猪在2胎龄

时基本达到体成熟。

品种 测定胎次 最大值项:体长
/cm

平均值项:体长
/cm

最小值项:体长
/cm

最大值项:体高
/cm

平均值项:体高
/cm

最小值项:体高
/cm

大白

0 155 121.53 93.5 84.2 67.67 52

1 176 147.41 128 92.3 80.40 71

2 184 159.25 128 93.5 84.82 72.4

3 176 159.73 139 96.6 85.19 72.6

长白

0 142 119.68 102 81.1 66.46 55

1 160 145.62 134 86.5 77.36 70

2 176 158.00 145 95.5 84.81 78

3 172 158.70 145 97.1 85.46 78



4.18 生长表现-第三方测定 农业农村部种猪测定中心（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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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遗传进展



五、未来育种思考和联合发展



5.1 对性能的思考与侧重点

1. 产仔

2. 长速

3. 饲料报酬

4. 肉质--品质

5. 抗病力--减少药残、降低损失

6. 原料适应性--减少与人类竞争粮食

7. 环境适应性--能源节约

8. 动物福利

图片来源：民望核心场



5.2 构建高性能种群的思考与发力点

1. 定位与架构

2. 优良基因

3. 高健康

4. 适合的营养

5. 与猪群特点匹配的环境

6. 饲养管理

7. 成绩持续提升的sop流程

8. 可持续发展

       ……

图片来源：
民望核心场工作现场



5.3 整体生态的构思

Ø 建立高效经营体系：

    即5A民望管理体系和民望5A高端种猪生态体系

Ø 培育民望品牌：

    高健康、高繁、饲料报酬、长速、多肋骨、综合性能、

肉质等几个方向性能明显提升，呈现民望产品特点

Ø 联合育种

Ø 建立联合体



结束语：

扫一扫 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