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仔  猪  早  期  断  乳

    随着养猪业的迅速发展，仔猪需要量日趋

增多，因而，有关仔猪早期断乳的问题，则愈

益为畜牧科学所重视。

    仔猪早期断乳，能够促进母猪产后生殖机

能的早期恢复，进一步提高母猪的繁殖率和利

用率。这样，在不增加饲养成本的情况下，就

能为生产提供数量更多的仔猪。

    实践证明，仔猪于断乳前后，只要能够科

学地饲养管理，哺乳期可自60  日缩短至 30  日

  （或更短些）  ，无论对仔猪的生长发育速度，或

对以后的肥育性能，以及每公斤增重的饲料消

耗，均不会产生任何不良影响。

    一、早期断乳对母猪产后
    恢复力的影响
    仔猪早期断乳，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提供

数量更多的幼猪。欲达此目的，关键在于母猪

生产后能否尽快地恢复生殖机能，而获得年平
均较高的产仔胎次。

    苏联萨宾斯克区列宁农场的试验表明，母

猪产仔后的第5  、30、45、60日定期称重，各

组母猪体重的最大消耗量分别为；第1组 （60

日断乳）  33.2公斤，第 Ⅱ组 （45日断乳）  31.4

公斤，第Ⅲ组 （30-32日断乳）  22.2公斤。而

第Ⅲ组母猪产后发情和对其授精时间较之正常
断乳时可提早一个月。

    在苏联古布金斯基农场长达15个月之久的

试验中，34日断乳的30头母猪，从断乳到发情

的绝对平均间隔时间为18.7天，26日断乳的则

相应为14天。34日断乳母猪前两个发情期的不

孕率为26.6%，年平均生产胎次为2.2次，而26

日断乳的母猪相应为3.3%和2.4次。可见，早

期断乳使母猪的受胎率和利用率均能得到明显
提高。

    为探索早期断乳对母猪机体内在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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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该农场对母猪的某些血液学生理指标进行

了测定，其结果是：  （  1  ）  哺乳期 为34日的母

猪血红素含量最高。在哺乳期 白血球虽增多，

但在断乳后能迅速恢复到正常标准。  （  2  ）  母

猪于怀孕后期血清中蛋 白质含量 较 低，为7.8

克%，产仔后提高 6  克%。（  3  ）  哺乳母猪血清

中非蛋白氮含 量为37.1毫克%，而空怀母猪为

19.8±  0.6毫克 %。  （  4）  哺乳期为 34  日的母

猪于仔猪断乳前，其血清 中蛋白质、钙和磷的

含量，分别较哺乳期为26日的母猪低 1. 28克 %、

4.8毫克 %和1.31毫克%。

    由上述资料 可以明显 看出，仔猪早期断乳

能促进母 猪断乳后的血液 学生理指标迅速恢 复

到正常标准，这样便为更加充分的利 用母猪仓lj

造了极为良好的条件。

    二、早期断乳对仔猪生长
    发育的影响
    仔猪的哺乳期从60日缩短到30日  （甚至26

日）  ，其生长发育是否会受到不良影响，这是

畜牧生产实践中比较关心 的问题 。这里援引几

个试验数据以资说 明。

    苏联列宁农场的资料表 明，试验组与对照

组仔猪， 当其生长至30日龄时，平 均 体 重 为

6.0-6.25公斤 ，生长速度无显著差异。及至 2

月龄时，30-32日断乳的仔猪体重甚至超过 了

对照组。

    苏联伊凡诺夫农研所的试验证明，纯种猪

的试验组与对照组仔猪的体重比较 ，30日龄时

为7.27和7.20公斤；60日龄时为16.52和16.48.

公斤。两组生长速度无明显差异。而杂种猪的

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30日龄为8.20和8.04公

斤；60日龄为18.60和17.60公斤 。试验组明显

高于对照组。

    从试验所获资料看出，只要能给 断乳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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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仔猪提供 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早期断乳对
    IL

其增重并未产生不 良影响，同时在 某 些 试 验

中，早期 断乳仔猪体重有超过对照仔猪的趋势。

早期断乳对杂交优势
    及其肥育性能的影响
    为了阐明早期断乳对杂交优势及其肥育性

能的影响，苏联伊凡诺夫农研所对16头大白母

表1  纯种及杂种仔猪的生长发育及其肥育效果

猪进行了专门试验。

    试验共分两组：第 1组为兰德瑞斯公猪与

大白母猪交配，第 Ⅱ组为大白公猪与大白母猪

交配。每组再分为两亚组——对照组 （60日断

乳）  和试验组 （30日断乳）  。各组饲养管理条

件完全相同。试验结果见表 1  .

    表 1指出：（  1  ）纯种仔猪在试验期间，各

阶段生长速度无甚差异；（  2）杂种仔猪的试验

组增重高于对照组'（  3）杂种增重高于纯种。

    在饲料消耗上，杂种仔猪自初生至 2个月

期间，每公斤增重消耗饲料单位与可消化蛋白

质较纯种仔猪分别少0.42和47克，2-7个月期

间相应少0.36和32克。

    可见，早期断乳对于杂交优势及其肥育性

能，无论从生长发育速度上，还是从单位增重

所消耗的饲料上，均可表现出杂交优势的特性。

四、早期断乳仔猪的日粮组成

    众所周知，早期断乳仔猪能否具有旺盛的
生长发育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断乳前后

饲养水平的高低。根据苏联四个单位的试验，
其日粮组成虽各有别，但其共同之处就是充分

保证仔猪对各种营养物质——蛋白质、矿物质、

维生素等的需要。
    此外，在不同试验中，还另给仔猪补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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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用生霉素，微量元素，给予抗消化不良的制

剂，以及对仔猪进行紫外线照射等。

    为便于参考起见，兹将苏联契尔诺巴耶夫

斯克区彼得罗夫农庄给予早期断乳仔猪各个阶

段的饲养标准列于表 2。

    由于采用以上混合饲料进行饲养，仔猪一

开始即能迅速生长发育，及至 2月龄时，仔猪

体重已达18公斤。

    五、早期断乳仔猪的饲料
    报酬及其他
    由苏联彼得罗夫农庄的饲养标 准 表 中 可

见，给予早期断乳仔猪的饲养水平是较高的。

那么，所获单位增重的饲料报酬能否提高呢？

    伊凡诺夫农研所的试 验资料表 明，初生仔

猪至 2月龄期间，试验组与对照组的饲料消耗

基本相 同。而列宁农场的试验资料表明，仔猪

-T'30日龄断乳时，单位增重所消耗 的饲料总量

较对照组减少了3126饲料单位和32%可消化蛋

白质；仔猪于45日断乳时，则相应减少11.9%

和11.2%。

    一个拥有500头基础母 猪的农场，如果对所

有仔猪均采用30日龄断乳时，按正常断乳平均

年产仔1.9次 ，每次产仔8.5头计算，即可增加仔

猪1275头 ，同时母猪舍也得到了充分利用。不然

农场必须补充不少于75头的基础母猪，而它们

所消耗 的饲料价值一项即为 2万 6千多卢布。

    可见，早期断乳也是降低饲养成本和提高

饲料报酬的一项有力措施 。

    综上所述，仔猪早期断乳乃是养猪业中一

项科学的技术改革。它对于促进母猪产后生殖

机能的恢复，提高母猪的繁殖力和利用率。具

有 良好影响。 同时，在科学而完善的饲养水平

的影响下，仔猪同样能获得充分的生长发育 ，

且可明显表现出杂交优势的优良性能。因此，

早期断乳是降低饲养成本、保证养猪业迅速发

展的一项重大措施。

    （方永安、邓学法编译自苏联 《CBIIHOBO-IICTBO》

    1974年 9期24页，12期18-20  页；1975年  2期

    15-16页，3  期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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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1890年希普 在英国剑桥报道首次成功

地移植家兔胚胎以来，世界上许 多地区和国家

的科学家已把这种技术成功地应用于其他实验

动物。在家畜的胚胎移植中，有沃 里克与贝里

关 于绵羊和 山羊胚胎移植的报告 （19 49年），克

瓦斯尼基关于猪胚胎移植的报告 （19 51年）  ，

以及威赖特关于牛胚胎移植的报告 （19 51年）。

在50年代与60年代期间，报道了关于家畜胚胎

进一步成功移植。这些报道促进 了商业规模的

牛胚胎移植工作。由于用激素处理能使牛过速

排卵，因而应用移植技术能使母牛在一定期 间

多产犊牛。这样就 可能使一头优 良的母牛象利

用公牛精液进行人工授精一样来繁殖后代。步

骤是：

    用一种激素 （通常是妊娠母马血清促性腺

激素或卵泡一刺激激素）刺激供体母牛。经刺激

后母牛开始发情，用育种者选择 的精液对其进

行人工授精。通常是每间隔12小时进行一次人

工授精以获得最高的生育力，第二次人工授精

的精液剂量要 多些。预期在这个发情期供体母

牛将排卵10-15个，而不是象平常那样排一个
卵。这些卵在供体母牛体内受精发育。如果任
这些胚胎在供体母牛体内继续生长，则 可能发

生吸收作 用和 （或 ）  多胎妊娠。这对牛来说是

不好的，因为会带来麻烦和可能 出现生殖器不

完全的小雌牛。须在受精4-5天后 （此时胚
胎尚在子宫内浮动）  用一种适当的生物基质把

胚胎冲洗出来。

    胚胎的这一回收过程采用外科手术进行最

好，从中线或侧面切开一个切口，就能看到供
体母牛的子宫。这个手术大约需1.5小时。用
一根管子从一端穿过子宫壁冲洗一个子宫角，

用一根皮下注射针从 另一端穿过子宫壁 冲洗另

一个子宫角。用一 个注射器轻轻吸出冲洗子宫

的生物基质，把它放在一个小碟内。在这个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