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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奶 日 龄 对 母 猪 繁 殖 性 能 的 影 响

作者:陈建荣 谭良溪 陈立祥 谭伟明 期号：2006年第15期  

   

    摘 要 针对国内外有关仔猪断奶日龄对下一胎次母猪排卵率、卵子受精率、胚胎存活率、情期受胎率、分娩率、产仔
数和断奶至再发情间隔影响的研究成果及现状进行综述。 
    关键词 断奶日龄；母猪；繁殖性能 
    中图分类号 S815.4 

    众所周知，母猪年提供断奶活仔数是影响一个养猪企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一指标取决于母猪
年产仔窝数和每胎断奶活仔数。母猪的繁殖周期由妊娠期、哺乳期（7～42d）和断奶至再发情间隔组成。在正常情况下，妊
娠期比较固定（111～117d）；而断奶至再发情间隔与断奶日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在一定范围内变动（2～10d）。断奶
日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母猪繁殖周期，因此也就决定了母猪年产仔窝数，从而影响着母猪年提供断奶活仔数。但是，母猪
年提供断奶活仔数也取决于每窝产仔数和分娩至断奶的死亡率，因此，缩短断奶日龄未必会提高母猪年提供断奶活仔数，对
于特定的养猪企业和特定的技术水平，都有一个符合自己企业实际情况的最佳断奶日龄。这一最佳的断奶日龄可以根据养猪
企业的实际情况，比如地区、季节、企业的硬件设施、兽医的综合素质等，通过简单的对比试验来确定。 
    本文在断奶日龄对母猪繁殖性能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述，以找出一个母猪生理上的最佳断奶日龄，为养猪企
业确定母猪最佳断奶日龄提供参考。 
1 断奶日龄对母猪繁殖性能的影响 
1.1 断奶日龄对下一胎次母猪排卵数的影响 
    Varley 等（1976）所做的试验表明，7、14、42日龄断奶对母猪下一胎次排卵数没有显著影响。Hays 等（1978）的
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Belstra 等（2002）的研究表明，13、31.5日龄断奶后，在第一情期人工受精，母猪下一胎次
排卵数分别为19.9和21.3个，差异不显著。H. J. Willis等（2003）报道，14、24日龄断奶对母猪下一胎次排卵数
（17.6、18.7）没有显著影响。但是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最新进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泌乳5～11d断奶的母猪下一胎次的
排卵数低于泌乳23～31d断奶的母猪下一胎次排卵数。 
1.2 断奶日龄对下一胎次母猪卵子受精率的影响 
    Varley等（1976）、Hays等（1978）、Belstra 等（1999）的研究表明，不同断奶日龄对卵子受精率无显著影响。H. 
J. Willis等（2003）报道，14、24日龄断奶母猪下一胎次卵子受精率分别为（96.0±2.2）%、（88.2±4.7）%，差异不
显著。美国肯塔基大学取得的试验结果则表明，母猪泌乳2、13、24、35d断奶时，下一胎次的卵子受精率分别为81.9％、
86.3％、96.5％、98.0％，呈线性上升（P＜0.05）。然而，肯塔基大学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则显示，母猪泌乳6、12、18、
24d断奶时，母猪下一胎次的卵子受精率分别为90.7％、94.1％、95.1％、95.1％，卵子受精率没有显著上升。但是，从数
字上看，随着泌乳期由6d增至18d，卵子受精率提高了。 
1.3 断奶日龄对下一胎次胚胎存活率的影响 
    Varley等（1976）报道，当哺乳期从42d降至7d时，下一胎次胚胎存活率从82.7%降至59.6%。Belstra等（1999）研
究成果表明（妊娠30d后屠宰），（13.0±0.5）d断奶（n=12），下一胎次母猪可用的胚胎比（31.5±0.5）d断奶
（n=11）的胚胎少5.6个（P<0.02），胚胎存活率下降28%（P<0.02）。J.W. Frank等（1998）报道，12.5（n=26）、
31.5日龄（n=10）断奶，母猪下一胎次妊娠30d后的胚胎率分别是64.7%、82.4%（P=0.05），胚胎存活率57.3%、78.0%
（P<0.04）。Belstra等（2002）报道，13、31.5日龄断奶的母猪在妊娠28d后，可用的胚胎分别为11.5、15.3个，差异达
到显著水平。 
1.4 断奶日龄对母猪下一胎次情期受胎率的影响 
    郭金彪（1998）研究发现，哺乳期为21、28、35d的经产母猪下一情期受胎率分别为93.09%、94.40%、93.26%
（n=30），差异不显著（P>0.05）；而初产母猪的下一情期受胎率分别为68.57%、82.85%和80.0%（达到显著水平），比
经产母猪受胎率低得多，可见初产母猪不宜早期断奶。 
1.5 断奶日龄对母猪下一胎次分娩率的影响 
Y． koketsu等（1997）调查了16个猪场断奶日龄对母猪分娩率的影响，结果见表1。 

    程伶（2003）统计了某猪场1998年5月～2000年4月期间不同哺乳天数母猪下一胎次分娩率。结果表明：哺乳16～17d的
分娩率在85％左右；哺乳18～23d的分娩率基本稳定在89％～92％之间；哺乳24~25d的分娩率为83％~87％。可见哺乳17d
以下和24d以上的母猪分娩率比较低。由于样本数充足，所以可以认为哺乳17d以下分娩率较低与早期断奶有关。至于哺乳
24d以上分娩率较低的原因，则可能与哺乳天数延长，泌乳量较多，哺乳母猪偏瘦造成体况恶化有关。 



 

 

 
 

1.6 断奶日龄对下一胎次母猪产仔数的影响 
    Tantasuparuk W等（2000）在研究高温条件下断奶日龄对产仔数影响的试验中发现，20.5、26、29、33日龄断奶，母
猪下一胎次的产仔数无显著差异（P>0.05）。郭金彪（1998）研究发现，哺乳期为21、28、35d的经产母猪下一胎次窝产活
仔数差异不显著（10.19、10.30、10.23头）。程伶（2003）则统计了1998年5月～2000年4月不同哺乳天数母猪下一胎次
总产窝仔数和窝产活仔数发现，哺乳16～19d的活产仔数平均为10．8头（低于11头），哺乳20～25d的活产仔数平均为11．
2头，并且哺乳天数在20d以下时，下一次的产仔数会稍有下降。 
1.7 断奶日龄对断奶至再发情间隔的影响 
    郭金彪等（1998）研究了3~7、8~14、21、28、35日龄断奶对经产长大母猪断奶至再发情间隔的影响发现，随着断奶日
龄的增加，母猪断奶至再发情间隔先减少后增加，分别为17.62、9.33、6.17、6.50、7.33d。D. Marois等（2000）在研
究不同断奶日龄对长白母猪再发情间隔的影响时发现，断奶日龄低于18d时，断奶越早，再发情间隔越短，但同时下一胎次
的产仔数也直线下降；断奶日龄大于18d时，再发情时间间隔稳定在4~8d，产仔数稳定在10.5头以上，并且在21d断奶时出
现一个产仔数高峰（10.8头）。 
2 早期断奶母猪下一胎次胚胎存活率降低的机理 
2.1 子宫复原不完全 
    妊娠期子宫的各部位均扩大，而分娩则进一步加剧了子宫的疲劳感。因此，从生理上讲，母猪分娩后，子宫需要一段较
长的时间复原，为下一繁殖周期做准备。相关资料表明，母猪分娩后至少需要21d，子宫才能完全复原，而吮乳会刺激子宫
快速复原。因此，早期断奶必将推迟子宫的复原和子宫内膜的分化。而着床的顺利实现，要求胚胞的分化和到达子宫的时间
都必须与子宫内膜分化过程相一致，过早、过迟到达子宫叫做失同步，必将使着床率明显降低，进而导致胚胎存活率下降。 
2.2 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复原不完全 
    下丘脑促垂体神经元以脉冲的形式释放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GnRH再以脉冲的形式传递到腺垂体，诱发腺垂
体释放黄体生成素（LH）和促卵泡刺激素（FSH）；FSH通过体液传递到卵巢后，在LH的协作下，促进卵泡细胞增殖、卵泡生
长和卵泡液的分泌；而LH则在FSH的协作下，对卵泡产生明显的促生长作用，同时促进卵泡雌激素合成和卵泡成熟，并激发
排卵。雌激素作为母猪产生发情的内部信号，促进母猪生殖道的生长，维持母猪的第二性状，而排卵后由黄体产生的孕激素
则促进子宫内膜的加厚和子宫腺体的发育，通过对FSH和LH的负反馈调节来停止卵泡发育和排卵。这样下丘脑－垂体－卵巢
轴在空间和功能上通过正、负反馈实现了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三级调控。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在母猪哺乳时，由于吮乳对
LH的抑制而得以复原。而随着断奶的实施，吮乳对LH的抑制作用得以解除，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又重新处于工作状态，母猪
进入下一繁殖周期。研究表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复原的程度与胚胎存活率有密切关系。一般认为，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的复原至少需要21d。 
2.3 采食量对胚胎存活率的调节 
    陈平光（2001）在进行18日龄和28日龄断奶的对比试验时发现，18日龄断奶母猪哺乳期平均日采食量比28日龄断奶的
低7.1％，分别为3.55、3.82kg/d，且差异显著。 
    缩短断奶日龄使得母猪哺乳期平均日采食量下降，导致泌乳早期分解代谢严重，进而影响LH、INS（胰岛素）、IGF-1
（胰岛素生长因子－I）分泌。LH、INS、IGF-1分泌不足必然导致泌乳早期卵泡的初步发育不完全，生长和排放卵子的质量
对正常配子成熟和胚胎的早期发育至关重要。所以，泌乳早期卵泡的初步发育不完全必然导致排卵时成熟卵泡数量减少、质
量下降，最终导致胚胎早期存活率下降。 
3 总结 
    从母猪生理上来说，21d是母猪可以接受的最短断奶日龄；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说，21d的断奶日龄是最低限度。从生产
的角度来看，在营养水平高、饲养环境好、防疫到位、兽医专业技能有保障的前提下，还可以适当缩短断奶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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