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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收集 515 头丹系大白母猪的初情期和初配日龄以及繁殖性能(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健仔数、弱仔数、

死胎数、木乃伊数、畸形数和出生窝重)数据，按初情期(≤180 d、181~200 d、201~220 d、≥221 d)和初配日龄(≤

240 d、241~270 d、≥271 d)进行分组，分析比较不同组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性能。结果表明：初情期≤180 d

的丹系大白母猪的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健仔数、出生窝重显著高于其他初情期母猪的，当初情期为 201~220 d

时，母猪的繁殖性能最低。初配日龄≤240 d 的母猪头胎繁殖性能显著高于其他组的。丹系大白母猪初配日龄与

初情期的相关系数为 0.77(P<0.001)，初配日龄与初情期呈显著正相关；初配日龄(Y)与初情期(X)的回归模型为

Y=0.66X +104.48，决定系数 R2 为 0.592，说明初情期较早的丹系大白母猪头胎具有较好的繁殖性能；丹系大白母

猪的初配日龄在 210~240 d 时，母猪初配繁殖性能好。在实际生产中可根据初情期信息，提前作好母猪初配计划，

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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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atas of 515 Yorkshire sows including age at puberty and age at first mating as well as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including total number born(TNB), number born alive(NBA), number healthy piglets(NHP), number born 

weak(NBW), number born stillbirths(NBS), number born mummies(NBM), number born deformities(NBD) and litter 

birth weight(LBW) were collected. These data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age at puberty(≤180 d, 181-200 d, 201-220 d, 

≥221 d) and age at first mating(≤240 d, 241-270 d, ≥271 d) to comparatively analyze th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sows with first parity in different group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NB, NBA, NHP, and LBW of sows with age at 

puberty ≤180 d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other sows. Sows with age at puberty ranging from 201-220 d 

showed the lowest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The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sows with age at first mating ≤240 d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sows with other mating time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age at puberty and the 

age at first mating was 0.77(P<0.001), with regression model Y=0.66X +104.48, where X is age at puberty and Y is age at 

first mating, and the calculated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 was 0.592. The traits of first parity indicated Yorksh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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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ws with early estrus showed good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and the sows showed good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at 

the first parity when the initial mating age is between 210-240 days. In actual production, the information of puberty can 

be used to make plans for the first mating of sows and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Keywords: Yorkshire sows; age at puberty; age at first mating;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first parity 

 

2022 年，中国核心育种场大白猪平均总产仔数

为 13.43 头，比 2012 年提高了 2.39 头[1]。丹系大白

母猪的繁殖力在大白猪中处于前列，其高繁殖力和

良好的生长性能已得到广泛认可。母猪的主要繁殖

性状包含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健仔数、弱仔数、

畸形数和死胎数等。头胎繁殖性能对后续胎次的繁

殖性能具有重要影响，头胎的繁殖性能越好，后续

胎次的繁殖性能越好[2–3]。影响母猪繁殖性能的因

素除品种、胎次、季节、环境等外，初情期和初配

日龄与繁殖性能也有密切关系[4]。初情期的早晚与

母猪卵巢发育有关，影响母猪的产仔数[5–6]；初配

日龄不仅影响母猪的利用时长，也影响母猪的繁殖

效率与繁殖性能[7]。初情期影响母猪的初配时间，

初配越早的母猪繁殖性能越好[8]。笔者以丹系大白

母猪为研究对象，分析初情期和初配日龄对其头胎

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健仔数、弱仔数、死胎数、

木乃伊数、畸形数和出生窝重的影响，以期寻找不

同初情期下的最适初配日龄，提高母猪的利用率，

提升猪场的生产效益。 

1 材料与方法 

1.1 数据采集 

2023 年 1 月至 9 月，于广西园丰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采集 515 头丹系大白母猪初情期、初配日

龄及头胎繁殖性能数据。 

1.2 方法  

1.2.1 母猪初情期的记录 

母猪发情记录从 120 日龄起，300 日龄结束。采

用五步查情法，记录发情时间与猪耳号。 

1.2.2 母猪初配日龄的记录 

对母猪体质量达到 130 kg 以上，有 2 次发情记

录的初配母猪，记录初配母猪耳号、配种时间和配

种公猪信息。 

1.2.3 母猪头胎繁殖性能的统计 

母猪头胎繁殖性能包括总产仔数、产活仔数、

健仔数、弱仔数、畸形数、死胎数、木乃伊数和出

生窝重。总产仔数指母猪产仔总数，包含产活仔数、

死胎数、木乃伊数；产活仔数指 24 h 内仍存活的仔

猪数；健仔数指出生 24 h 内体质量大于 0.8 kg 且无

遗传缺陷的健康仔猪数；弱仔数指出生 24 h 内体质

量小于等于 0.8 kg 或者精神萎靡的仔猪数；畸形数

指有遗传缺陷(包含阴囊疝、脐疝、八字脚、无肛门

等)的仔猪数；死胎数指妊娠后期或者分娩过程中死

亡的仔猪数；木乃伊数指胚胎中后期在母猪体内死

亡无法被子宫吸收而形成的干尸数。 

1.3 统计方法 

丹系大白母猪初情期主要集中在 180~220 d，

按照 20 d 间隔为 1 组，将初情期分为 4 组，分别为

≤180 d、181~200 d、201~220 d、≥221 d。初配日

龄主要集中在 220~270 d, 以 30 d 为间隔，初配日

龄分为 3 组，分别为≤240 d、241~270 d、≥270 d。

利用 SPSS 27.0 软件进行两因子方差分析、显著性

检验以及多重比较，多重比较选用最小显著极差法。

用R语言的 lm函数对初配日龄与初情期进行回归分

析，GGally函数计算各繁殖性能间的相关系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性状的描述性统计 

对 515 头丹系大白母猪头胎总产仔数、产活仔

数、健仔数、弱仔数、畸形数、死胎数、木乃伊数

和出生窝重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1)表明，弱仔

数、畸形数、死胎数和木乃伊数的变异系数较大，

畸形数的变异系数最大，达 7.1，说明这些性状还有

进一步的选育空间。从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差异来看，

各个性状的差异都很大，也说明个体间的差异大。 



   

   

94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hunau.edu.cn 2024 年 10 月 
 

表 1 丹系大白猪头胎繁殖性状描述性统计值 

Table 1 Phenotypic values of reproductive traits of Yorkshire sows with first parity 

参数 总产仔数/头 产活仔数/头 健仔数/头 弱仔数/头 畸形数/头 死胎数/头 木乃伊数/头 出生窝重/kg 

均值±标准差 16.68±4.34 15.35±4.11 14.00±3.62 1.33±1.66 0.02±0.13 1.16±1.48 0.17±0.37 18.88±4.37 

最大值 27 26 24 10 1 6 1 29.98 

最小值 4 3 3 0 0 0 0 5.02 

变异系数 0.26 0.27 0.26 1.25 7.10 1.20 2.17 0.23 

 

2.2 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性能指标间的相关性

及分布 

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性状间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列于表 2。结果表明，丹系大白母猪头胎健仔

数与产活仔数、总产仔数、出生窝重呈极显著相关；

弱仔数与其他性状均呈正相关，与产活仔数、总产

仔数、出生窝重呈极显著正相关；畸形数除与弱仔

数呈正相关外，与其他性状呈负相关；死胎数与健

仔数、产活仔数、出生窝重呈极显著负相关，死胎

数、木乃伊数与总产仔数呈极显著正相关；出生窝

重与健仔数、弱仔数、产活仔数、总产仔数呈显著

正相关，与畸形数、木乃伊数、死胎数呈显著或极

显著负相关。出生窝重与各性状间都存在显著相

关，这表明出生窝重是最重要的繁殖性状。 

表 2 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性状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2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traits of Yorkshire sows with first parity 

指标 
相关系数 

总产仔数 产活仔数 健仔数 弱仔数 畸形数 死胎数 木乃伊数 出生窝重 

总产仔数 1 0.844** 0.732** 0.473** –0.032 0.300** 0.231** 0.617** 

产活仔数  1 0.904** 0.481** –0.021 –0.203** –0.029 0.837** 

健仔数   1 0.066 –0.117** –0.236** –0.047 0.897** 

弱仔数    1 0.023 0.018 0.033 0.120** 

畸形数     1 –0.017 –0.017 –0.098* 

死胎数      1 0.045 –0.322** 

木乃伊数       1 –0.092* 

出生窝重        1 

“*”“**” 分别表示显著和极显著相关(P<0.05、P<0.01)。 
 

2.3 初情期对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性能的影响 

不同初情期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性能统计

结果列于表 3，结果表明，初情期对总产仔数、产

活仔数、健仔数、出生窝重有显著影响。初情期

≤180 d 的母猪头胎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健仔数、

出生窝重大于其他初情期母猪的。初情期在 201~ 

220 d 时，母猪的繁殖性能最低。初情期早的母猪

繁殖性能比初情期晚的好，初情期在 200 d 以前的

母猪繁殖性能优于初情期在 200 d 以后母猪的。 

表 3 不同初情期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的繁殖性能 

Table 3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Yorkshire sows with first parity at different puberty 

初情期/d  窝数 总产仔数/头 产活仔数/头 健仔数/头 弱仔数/头 畸形数/头 死胎数/头 木乃伊数/头 出生窝重/kg 

≤180  69 (17.49±4.28)a (16.19±4.18)a (14.99±3.70)a 1.19±1.50 0.01±0.12 1.10±1.67 0.20±0.41 (19.66±4.67)a 

181~200 238 (17.03±4.05)ab (15.67±3.87)ab (14.19±3.39)ab 1.45±1.73 0.03±0.16 1.13±1.37 0.23±0.42 (19.08±4.02)a 

201~220 137 (15.85±4.88)b (14.47±4.43)b (13.28±4.00)c 1.16±1.49 0.02±0.15 1.27±1.67 0.12±0.32 (17.97±4.77)b 

≥221  71 (16.31±4.10)ab (15.15±4.02)ab (13.76±3.34)bc 1.39±1.92 0.00±0.00 1.07±1.35 0.08±0.28 (19.18±4.28)ab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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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初配日龄对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性能的影响 

不同初配日龄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性能统

计结果列于表 4，结果表明，初配日龄对产活仔数、

健仔数、死胎数、出生窝重有显著影响。初配日龄

早的母猪有较好的繁殖性能。初配日龄≤240 d 的

母猪头胎产活仔数、健仔数、死胎数、出生窝重等

显著优于其他初配日龄的。随着初配日龄的增加，

死胎数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 

表 4 不同初配日龄丹系大白母猪的头胎繁殖性能 

Table 4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Yorkshire sows on first parity with different age at first mating 

初配日龄/d 窝数 总产仔数/头 产活仔数/头 健仔数/头 弱仔数/头 畸形数/头 死胎数/头 木乃伊数/头 出生窝重/kg 

≤240 309 17.02±4.30 (15.70±4.02)a (14.32±3.53)a 1.35±1.65 0.03±0.16 (1.11±1.44)b 0.21±0.41 (19.15±4.23)a 

241~270 142 16.12±4.55 (14.85±4.41)b (13.50±3.86)b 1.33±1.70 0.01±0.12 (1.15±1.56)ab 0.13±0.33 (18.48±4.75)b 

≥271  64 16.28±4.03 (14.75±3.78)b (13.53±3.41)b 1.22±1.73 0.00±0.00 (1.42±1.59)a 0.11±0.31 (18.44±4.21)b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 初情期和初配日龄对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繁殖

性能的共同影响 

表 5 结果表明，母猪初情期≤180 d 时，初配

日龄≤240 d 的繁殖性能优于 241~270 d 的。母猪

初情期在 181~200 d，初配日龄≤240 d 时的产活

仔数、健仔数、死胎数优于初配日龄为 241~270 d

和初配日龄≥271 d 的。当初情期在 201~220 d，

初配日龄≤240 d 时，产活仔数、健仔数、死胎数

优于初配日龄为 241~270 d和初配日龄≥271 d的。

初情期≥221 d，初配日龄为 241~270 d 和初配日

龄≥271 d 的繁殖性能相差不大。当初情期在

201~220 d 时，初配日龄≥271 d 母猪的产活仔数、

健仔数、死胎数和出生窝重明显低于其他组合的。

初情期≤180 d 母猪的总产仔数、产活仔数和健仔

数明显高于其他不同初情期和初配日龄组合的。各

不同初情期初配日龄在 240 d内母猪繁殖性能优于

其他日龄母猪的繁殖性能。由此可见，初情期早的

母猪繁殖性能优于初情期晚的，初配日龄早的母猪

繁殖性能优于初配日龄晚的。 

表 5 不同初情期和不同初配日龄的丹系大白母猪头胎的繁殖性能 

Table 5 Reproductive performance of Yorkshire sows on first parity with different puberty and age at first mating 

初情期/d 初配日龄/d 窝数 总产仔数/头 产活仔数/头 健仔数/头 弱仔数/头 畸形数/头 死胎数/头 木乃伊数/头 出生窝重/kg 

≤180 ≤240  59 17.68±3.82 (16.37±3.70 )a (15.17±3.33)a  1.19±1.49 0.02±0.13 (1.10±1.73)ab  0.20±0.41 (19.84±4.43)a  

 241~270   8 17.25±6.84 (16.25±6.71)a  (14.75±5.80)ab  1.50±1.69 0.00±0.00 (0.75±1.04)b 0.25±0.46 (19.55±6.34)a  

181~200 ≤240 182 17.20±4.11 (15.83±3.88)ab  (14.30±3.34)ab  1.51±1.76 0.03±0.16 (1.12±1.30)ab  0.25±0.43 (19.27±3.96)a  

 241~270  37 15.95±4.24 (14.84±4.11)ab  (13.59±3.69)ab  1.22±1.42 0.03±0.16 (0.95±1.47)ab  0.16±0.37 (18.33±4.54)ab  

 ≥271  19 17.53±2.57 (15.74±3.25)ab  (14.37±3.35)ab  1.37±2.09 0.00±0.00 (1.63±1.74)ab  0.16±0.37 (18.75±3.60)a  

201~220 ≤240  66 15.95±4.90 (14.79±4.39)ab  (13.65±3.95)ab  1.11±1.45 0.03±0.17 (1.06±1.55)ab  0.11±0.31 (18.29±4.57)ab  

 241~270  55 16.02±4.74 (14.40±4.43)ab  (13.15±3.99)bc  1.24±1.57 0.02±0.13 (1.47±1.84)ab  0.15±0.36 (17.83±4.84)ab 

 ≥271  16 14.88±5.48 (13.38±4.63)b  (12.25±4.28)c 1.13±1.45 0.00±0.00 (1.44±1.50)a  0.06±0.25 (17.11±5.49)b 

≥221 241~270  42 16.19±4.20 (15.17±4.22)ab  (13.64±3.49)ab  1.52±2.09 0.00±0.00 (0.98±1.24)ab  0.05±0.22 (19.25±4.53)a  

 ≥271  27 16.48±3.60 (15.19±3.31)ab  (13.93±2.63)ab  1.26±1.70 0.00±0.00 (1.19±1.55)ab  0.11±0.32 (19.26±3.60)a 

同列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6 丹系大白母猪初情期与初配日龄的相关与回

归分析 

丹系大白母猪初情期与初配日龄相关与回归

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丹系大白母猪的初情期与初

配日龄呈现显著正相关(P<0.001)，相关系数 r 为

0.77。初配日龄 (Y)与初情期 (X)的回归模型为

Y=0.66X +104.48，决定系数 R2 为 0.592。  

      
160    180    200    220    240   260    280 

初情期/d 

图 1 初配日龄与初情期的相关与回归分析 

Fig.1 Correlation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between age at puberty and 

age at first mating 
 

320 

300 

280 

260 

240 

220 

200 

初
配
日
龄

/d
 



   

   

96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hunau.edu.cn 2024 年 10 月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初情期较早的丹系大白母猪

具有较好的头胎繁殖性能；初配日龄在 210~240 d

时，母猪初配繁殖性能好；初配日龄与初情期呈显

著正相关。 

出生窝重与其他性状都呈显著相关，与健仔

数、产活仔数的相关系数在 0.83 以上，印证了出生

窝重是繁殖性状中具有代表性的性状[9]。产活仔数

与健仔数、总产仔数、出生窝重的相关性高，产活

仔数与弱仔数具有中等相关性，能体现母猪的繁殖

性能[10]。初情期与初配日龄对出生窝重与产活仔数

有显著影响，初情期与初配日龄对繁殖性能有显著

影响。 

初情期对健仔数、产活仔数、总产仔数、出生

窝重有显著影响，初情期早的母猪头胎产仔数多于

初情期晚的，初情期早的母猪不仅对初配母猪的繁

殖性能有益，对经产母猪与母猪终生繁殖性能也有

益[6,11–12]，在后备选育阶段，选择初情期较早的母

猪有利于节省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PATTERSON 等[6]让后备母猪从 100 日龄开始

与成熟公猪接触，记录初次发情时间，发现较早进

入初情期母猪头胎的总产仔数和产活仔数会更高。

KNAUER 等[13]比较不同初情期母猪的分娩率，发

现选择初情早的母猪会增加母猪分娩的比例。郭红

洲等[8]对不同初情期日龄美系大白猪的繁殖性能进

行比较，认为较早发情母猪的繁殖性能会更好。初

情期晚的母猪往往是卵巢发育不全造成的，母猪卵

巢的发育不全往往与公猪刺激、营养不平衡、发育

期能量限制等因素有关[5,14–15]。初情期早的母猪的头

胎繁殖性能不仅优于初情期晚的母猪的头胎繁殖性

能，且尽早投入生产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饲养成本。 

初配日龄是影响母猪繁殖性能的关键因素之

一，选择合适的初配日龄，能提高母猪的繁殖性能。

本研究结果表明，初配日龄≤240 d 的母猪头胎繁

殖性能显著高于其他初配日龄母猪的，死胎数量最

低。从成本上来讲，初配日龄越低，繁殖性能越好，

效益越好。为提高母猪头胎繁殖性能，选择合适的

初配日龄具有重要意义[16–17]。初配日龄过小，母猪

未达到体成熟，对其繁殖性能不利；初配日龄过大，

影响母猪的生产年限[18]。研究表明，大白猪的初配

日龄在 210~240 d 的繁殖性能优于其他时间段的繁

殖性能[19–20]。刘蓥珂等[21]对不同初配日龄美系大白

母猪繁殖性能进行分析，发现初配日龄在 211~240 d

的健仔数和出生窝重显著高于其他时间的。初配日

龄与初情期呈显著正相关，初情期早的母猪，初配

日龄也早，较早初配母猪的繁殖性能优于初配晚的

母猪繁殖性能[22]。本研究结果表明，丹系大白母猪

达到体成熟后，在 210~240 d 配种较为合适，初配

晚的母猪可能是饲养不当或疾病导致，因而繁殖性

能可能会有所下降。生产中应当加强饲养管理，及

时开展查情与诱情工作，保证猪只正常发情；依据

初情期信息进行研判，提前作好配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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