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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公示内容 

         

一一一一、、、、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项目名称    

高效瘦肉型种猪新配套系培育与应用 

 

二二二二、、、、提名者及提名意见提名者及提名意见提名者及提名意见提名者及提名意见    

1、提名专家一 

黄路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教授，动物遗传育种

学科 

提名意见：经审阅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现场考查和委托第

三方评价，本人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符合国家科学

技术奖励的填写要求。  

养猪业是我国战略性民生产业和农业主干产业，瘦肉型种猪是

支撑我国养猪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石。本项目针对我国瘦肉

型猪育种技术创新不足、核心种质依赖进口、生产效率较低等重大

问题，聚焦种猪育种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以培育适合我国生产条件

和市场需求的高效瘦肉型种猪新配套系、保障国家生猪种业安全为

目标，创新了多项种猪育种关键技术，在种猪体细胞克隆、基于

GBS 的全基因组选择、大数据遗传评估、饲料转化率和肉质活体测

定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培育了两个四元杂交高效瘦肉型猪配套

系，打破了我国种猪长期依赖进口困境，项目成果已在全国 30 个省

份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 

项目获国家畜禽新品种（配套系）证书 2 个、授权发明专利 26

件。相关成果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项（2011 年、2016 年）、

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 1 项（2013 年）。项目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种

猪产品创新，提升我国生猪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我国生猪产业

转型升级、生猪产业的长效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鉴于以上原因，对照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提名该项

目申报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提名专家二 

桂建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鱼类遗传育种学科 

提名意见：本人认真审阅了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

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填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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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我国规模化养猪业的关键是需要有优良的瘦肉型种猪，本项

目针对我国瘦肉型种猪培育落后和育种技术创新不足等突出问题开

展研究。 

项目在高效瘦肉型种猪培育和猪育种关键技术上有重大突破。项

目通过大量的品种资源评价和鉴别，采用培育多个种猪专门化品系，

分解主选目标性状，提高了育种效率，再通过配套组合筛选，得到 2

个四元杂交的高效瘦肉型种猪新配套系，通过国家审定。配套系肉猪

生产性能和适应性优势明显，与我国饲养的国内外种猪配套系最好水

平相比，饲料转化率高 7.7%，生长速度快 12.8%，瘦肉率达 67.2%，

表现出饲料报酬高，生长速度快，瘦肉率高，繁殖率高，适应性好，

综合效益高等特点，满足了大型企业发展规模化养猪产业的需要。同

时，在育种技术研究上，创新种猪全基因组选择、分子标记辅助育种

和种猪体细胞克隆等生物技术，采用信息技术开发了重要经济性状的

精准测定设备和新方法，实现了大数据的遗传评估，取得了重大技术

创新。  

该成果的推广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种猪和配

套技术已推广至全国各地应用，以项目成果为支撑，申报单位还组建

了“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促进了我国种猪产业发展。 

鉴于此，对照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提名该项目申报

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3、提名专家三 

孟安明，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发育生物学学

科 

提名意见：本人认真审阅了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

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均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填写要求。  

该项目围绕育种关键技术创新和瘦肉型种猪自主培育的国家需

求，项目挖掘了一批猪重要经济性状相关的功能基因，开发了一系列

可应用于育种的分子标记，揭示了猪繁殖、抗性、肉质、生长等性状

分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全基因

组选择技术。开发的基于 GBS 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为国际首创，种猪

体细胞克隆技术在克隆效率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国际领先，项目集成开

发的育种关键技术培育出 2个高效瘦肉型种猪新配套系，保障我国急

需的种猪市场需求。 

项目完成单位之间长期开展的深度产学研合作，整合了高校、研

究所和企业的优势科技资源，保证了从产业和企业的技术需求开展科

技研究，促进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是我国农业领域产学

研合作科技创新的典范。不仅项目完成单位自身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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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持了高速发展，而且推动了行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转型升

级，取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对照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特提名该项目申报 2018 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三三三三、、、、项目简介项目简介项目简介项目简介    

高效瘦肉型种猪是现代规模化养猪业发展的核心，但我国瘦肉型

原种猪以前严重依赖进口，且引进后性能退化，生产效率低。项目在

“863”计划等资助下，以培育高效瘦肉型种猪为目标，历时 20 年持

续开展瘦肉型猪本地化选育，利用现代生物和信息技术实现种猪育种

关键技术创新，自主培育出高效瘦肉型种猪新配套系，对保障我国生

猪种业安全和发展现代养猪产业有重大意义。主要技术成果包括： 

1. 首次培育了 2个四系杂交的高效瘦肉型种猪新品种。在系统、

全面评鉴 18 个品系 223 个家系、15200余头个体基础上，选育 16 个

专门化品系、215个家系种群。经种质资源创新、专门化品系选育和

四系杂交配套研究，实现了高性能种猪资源创制和多性状高效改良，

扩大了杂种优势利用。培育出 8个专门化品系组成 2个四系配套“华

农温氏Ⅰ号猪配套系”和“中育猪配套系”，并通过国家审定。肉猪

饲料转化率、日增重和瘦肉率分别达 2.49:1/2.31:1、928g/1035g

和 67.2%/66.1%，与我国饲养的国内外种猪配套系最高水平相比，饲

料转化率高 7.7%，生长速度快 10.8%，瘦肉率高 1.5%。 

2. 创新了瘦肉型种猪分子育种技术。创建了基于简化基因组测

序的种猪全基因组选择新技术，打破了国外芯片技术垄断，提高了选

种的准确性，并实现了种猪早期选择。研制了国内首张检测猪功能基

因表达的 cDNA 芯片，验证了 105个功能基因和 236 个分子标记；发

现了 Lats2 等 19个猪功能基因的重要育种价值和 INF-γ等 35个分

子标记及其效应；设计了多标记聚合的微珠芯片，开展分子标记辅助

育种，解决了肉质、抗性和繁殖力等性状指标难以选择的难题，提高

了产品的整齐度。 

3. 创新了瘦肉型种猪遗传评估和性能测定技术。创建了国内外

最大猪生产与育种信息管理系统，数据记录超亿条，日交互量达 300

万条，实现了大数据自动采集、高度集成和种猪个体快速、实时遗传

评估。研发出种猪个体采食自动精准测定新设备，创新了肌内脂肪含

量活体测定新方法，突破了猪饲料转化效率和肉质性状改良的技术瓶

颈。 

4. 创新了种猪体细胞克隆等扩繁和养殖技术。解析了调控猪克

隆胚胎发育效率的重要基因和分子机理，发明了多项提高克隆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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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法，建立了稳定高效的成年猪体细胞克隆技术体系，生产效率提

高 3.8倍。结合人工授精技术，实现了优良种猪遗传价值高效传递。

揭示猪生长发育规律，建立了提高繁殖性能和改良肉质新方法，研制

了系列配合饲料，制订了配套的养殖技术标准和规程，实现了种猪生

产性能的充分发挥。 

成果转化取得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全国 30 个省份推广应用，

为 500余家猪场提供技术和优质种猪，累计推广种猪 559 万头，生产

肉猪 13685 万头，创产值 2399 亿元、利润 510亿元; 其中近三年创

产值 1150.7亿元、利润 272.4亿元，同时带动紧密合作农户增收96.9

亿元。成果支撑了广东温氏集团快速成长为世界最大养猪企业，并获

批牵头组建“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引领我国种猪产业

技术发展。  

获国家畜禽新配套系证书 2 个、授权发明专利 26 件、实用新型

专利 21 件、软件著作权 9项；主编著作 6 部，制订行业标准 5项，

发表论文 340篇(被引用 1960次)。获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2 项、

大北农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2017 年中国农学会的成果评价结论为

“培育的瘦肉型种猪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四四四四、、、、客观评价客观评价客观评价客观评价    

1. 第三方评价 

2017 年 12 月 25 日，中国农学会组织国内专家对“高效瘦肉型

种猪新配套系培育与应用”成果进行了会议评价，评价结论为“该成

果针对我国养猪业种猪严重依赖进口的短板和养猪技术创新不足的

局面，创新和发展了种猪体细胞克隆、重要经济性状基因发掘、全基

因组选择等系列生物育种技术，成功培育出 2个四系杂交的高效（高

生长速度、高饲料转化率、高繁殖率、高瘦肉率、高抗病性）种猪新

配套系，在全国推广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支撑

了温氏集团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养猪企业，引领了全国养猪业的发

展。培育的瘦肉型种猪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技术查新 

2017年 12月，广东省科技情报研究所经与国内外检出文献对比

分析，得出新颖性结论如下：（1）Lats2 等 19 个猪功能基因的重要

育种价值为本研究最早报道。（2）IFN-γ1165等 35个分子标记为本

研究首次报道。……（10）……与国外引进、在国内饲养的最高的生

产性能水平相比（PIC配套系），生长速度快 12.8%，饲料报酬高 7.7%；

与国内市场上其他杂交配套最高的生产性能水平相比（杜长大），生

长速度快 10.8%，饲料报酬高 7.7%，瘦肉率高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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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效益评估 

2017年 12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出具成果

经济效益评估报告，结论如下：2004-2017年累计新增推广种猪 558.8

万头，生产商品猪 13685 万头，创总产值 1710.1亿元、总利润 286.2

亿元，其中近三年推广种猪 222.9 万头，生产商品猪 5836万头，创

产值 1150.7 亿元、利润 272.4 亿元。单位规模比较新增纯效益 29.5

元/头，总推广新增比较效益 40.37 亿元。带动合作农户获得总利润

164.28亿元，近三年农户获利 96.9 亿元。评估表明“成果取得重大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项目验收 

（1）2011 年 11月，科技部组织了“863”计划“猪分子细胞工

程育种技术创新与优势性状新品系培育”的验收，意见为“在基因诊

断技术、新基因发掘方面有突破。新发现影响猪生长、繁殖、抗病效

果显著的候选基因 15 个，新发掘出有应用价值分子标记 49 个；发

掘出可用于育种基因检测技术；……通过验收。” 

（2）2011 年 11月，科技部组织了“863”计划“高产优质猪新

品系多基因聚合选择与遗传效应的分析”的验收，意见为“开展了猪

繁殖形状相关分子标记的筛选及基因型关联分析，进行了初步的标记

不同组合遗传与育种效应的分析；……通过课题验收。” 

（3）2005年 10月，科技部组织了“863”计划“猪高产仔数、

日增重和疾病抗性基因诊断盒的研究与开发”的验收，意见为“分析

了影响繁殖、生长、毛色等性状的 21 个候选基因，开发了 6 个新的

基因诊断盒并加以集成；……项目通过验收。” 

（4）2013 年 12 月，广东省科技厅组织了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

破项目“种猪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验收，意见为“建立了

成熟稳定的猪体细胞克隆技术体系，克隆胚胎囊胚率达到 26.12%，

移植后受体母猪的受胎率达 70.51%；......项目验收合格。” 

5. 检测评价 

（1）华农温氏Ⅰ号猪配套系检测评价结果：2005年经国家畜禽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华农温氏Ⅰ号猪配套系商品猪 30~100kg 日增

重 928 克，达 100kg 日龄 154.5 天，饲料转化率 2.49:1。瘦肉率

67.2%，肉质优良。终端母本总产仔 11.6头，产活仔 10.5 头。2013

年经农业部种猪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广州）检验测定，华农温氏

Ⅰ号猪配套系 30~100kg 日增重 951 克，达 100kg 日龄 149.0天，饲

料转化率 2.38:1，瘦肉率 68.0%，肉质优良。总产仔数 12.5 头，产

活仔数 11.3 头。  

（2）中育猪配套系检测评价结果：2004年经国家畜禽品种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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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审定，中育猪配套系 30~100kg（CB01）平均日增重 1035g，100kg

体重活体背膘厚 12.52mm，料肉比为 2.31，胴体瘦肉率 66.1%，肉质

优良，无 PSE和 DFD肉。 

6. 行业组织评价 

（1）2017 年 12 月，中国畜牧业协会对成果做出评价，意见如

下：……该新配套系种猪生产性能高，特别是饲料转化率、瘦肉率、

生长速度和适应性优势明显，养猪生产效益更好，每头肉猪可多增收

益约 25-65元。该项技术成果培育的种猪，经持续本地选育，适应市

场需求，与世界优良品种相比，在我国养猪生产上有明显竞争优势，

改变了以前优良瘦肉型种猪依赖进口的局面。…… 

（2）2017 年 12 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对成果做出

了评价，意见如下：……进行育种技术创新，培育适应我国生产和市

场需求的瘦肉型种猪，处于行业领先水平；研发的育种关键技术，包

括基于 GBS 测序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四元杂交育种体系、成年猪体

细胞克隆和饲料转化率的精准测定等方面均为重大技术创新，引领了

行业技术发展。…… 

7、用户评价 

雏鹰集团评价认为“突出特点有两方面：一是适应性好。后备猪

利用率达 90%，配种受胎率达 88%，种猪非正常淘汰率低。二是效率

高。商品猪 5个多月可上市，饲料转化率优，瘦肉率高。”双胞胎集

团评价认为“种猪利用率高，生长快，一致性好，母性特征明显；肉

猪瘦肉率高，生长快，饲料效率高，市场反应良好，卖价高 0.2-0.3

元/斤，每头肉猪能多产瘦肉 1.5kg左右，屠宰率高。” 大北农集团

评价认为“种猪利用率达 90%，配种受胎率达 87%，头胎产健仔达 10.7

头，经产产健仔达 11.8头。后代父母代种猪一致性好，选留率高。”  

8. 其它评价 

2011 年，“四元杂交的种猪新品系选育与产业化应用”获广东省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3 年，“高效瘦肉型猪新配套系培育与产业化

应用”获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2016 年，“种猪体细胞克隆技术研发

与应用”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经华南农业大学图书馆检索，共发表论文 340 篇，总被引频次

1960次，其中 SCI 论文 77 篇，总影响因子 144。获得国家畜禽新品

种（配套系）证书 2 个，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6 件、授权实用新型专

利 21 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9项。主编著作 6部，制订国家（行业）

标准 5 项。  

五五五五、、、、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推广应用情况    

项 目 技 术 和 品 种被列为 国 家 重 大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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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E00020031）和国家生物育种高技术产业化专项（发改社［2007］

13 号文）。项目已建成存栏纯种基础母猪 25.8 万头的育繁体系，其

中育种核心群 1.8万余头。种猪已推广应用到广东、新疆、黑龙江等

30 个省份，为全国 500 多家猪场提供了优质的种猪和配套生产技术，

用来生产瘦肉型猪。其中，广东温氏集团采用“公司+农户”模式推

广应用，由公司负责种猪育种、生产猪苗、饲料、技术指导和肉猪回

收，农户只负责肉猪阶段饲养。仅近三年广东温氏集团新增出栏配套

系种猪 178万头、生产商品猪 4135 万头，创产值 823亿元、利润 192

亿元，带动 28900 多农户合作从事养猪业。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经济效益评估报

告，本项目累计新增推广种猪 558.8万头，出栏商品猪 13684.6万头，

创总产值 2398.5 亿元、总利润 509.6亿元；合作养殖农户累计获得

收益 164.3亿元。其中近三年推广种猪 222.9 万头，生产商品猪 5836

万头，创产值 1150.7 亿元、利润 272.4 亿元，农户获利 96.9 万元。  

新配套系猪在生产性能水平优势明显。据用户反映，与市场上杜

长大三系配套相比，肉猪适应性好，平均出栏早 5-10天，饲料报酬

高 0.1-0.2:1，瘦肉率高 1-3 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经济效益评估报

告，项目成果与饲养传统杜长大三元杂商品猪相比，每出栏一头肉猪

比较新增效益 29.5 元/头，总新增比较效益 40.37 亿元，年均 2.88

亿元。近三年计，新增比较效益可达 17.22亿元。 

项目技术还通过多种形式推广应用，产生广泛影响。如主办国内

外学术会议 33次，开展学术交流 3000 多人次；主办养猪实用技术培

训 800余期次，培训人员超过 6万人次；建成示范推广基地 268 个。  

15家应用单位列表如下（表中应用情况指近三年新增销售额）：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应用单位名称应用单位名称应用单位名称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应用技术应用技术应用技术    起止时间起止时间起止时间起止时间    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联系人////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应用应用应用应用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广东温氏集团 华农温氏Ⅰ号配套系猪及技术 2005-2017 陈丽/13411714197 8226870 北京育种中心 中育猪配套系种猪及技术 2004-2017 孟庆利/13811364891 24953 广东农业装备所 智能测定设备/料重比测定技术 2008-2017 黄瑞森/13902227521 1820 辽宁大北农公司 华农温氏Ⅰ号配套系猪及技术 2014-2017 郭建/18845159918 53622 武宁双胞胎公司 华农温氏Ⅰ号配套系猪及技术 2014-2017 蔡利/18170807188 72639 武汉天种公司 华农温氏Ⅰ号配套系猪及技术 2014-2017 刘师利/13507193213 9151 广东大洋公司 华农温氏Ⅰ号配套系猪及技术 2010-2017 张景华 13702819888 3039 惠州兴牧公司 华农温氏Ⅰ号配套系猪及技术 2009-2017 叶万树/13927332030 30293 海南大牧人公司 华农温氏Ⅰ号配套系猪及技术 2014-2017 王建新/13907593598 21250 河南雏鹰集团 中育猪配套系种猪及技术 2012－2017 郑安代/13837178201 24950 银川湖城公司 中育猪配套系种猪及技术 2011-2017 黄庭真/13709575047 8289 辉县市万鑫公司 中育猪配套系种猪及技术 2009-2017 闫华/13525039999 11839 大连富美公司 中育猪配套系种猪及技术 2009-2017 范慧忠/13352235077 4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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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鑫兴养殖 中育猪配套系种猪及技术 2013-2017 薄光兴/15946207777 16199 吉林同济牧业 中育猪配套系种猪及技术 2008-2017 牛伟/13944202699 4905 
 

 

六六六六、、、、主要知识产权目录主要知识产权目录主要知识产权目录主要知识产权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 （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 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有效状态 其他      华农温氏 I号猪配套系  中国  (农01)新品种证字第 9号  
2006年 06 月09 日  (农01)新品种证字第 9号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珍芳；王青来；邓跃林；罗旭芳；刘德武；陈文广；刘珍云；张守全；林亦孝；陈怀标；滕雪峰；鲁文军等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其他     中育猪配套系 中国 (农01)新品种证字第 8号 2005年 03月 08日  (农01)新品种证字第 8号 北京养猪育种中心  马振强；王爱国；卢纪和；郭万库；邵世义；傅金銮；周海深；郭和军；鲁春刚；马丙国；耿国富；李纪平等 

其他有效的知识产权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IO .W EN S 信息集中平台软件[简称：IO ]V 1.0 
中国  2009SR09512 2009年 03月 10日  软著登字第135691号 广东温氏食品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严尚维）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发明专利   一种猪免疫性状相关基因IFN -γ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中国  ZL200810028460.X 2011年 11月 16日  第864930号  华南农业大学  吴珍芳；孙奴奴；陈慧勇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猪的饲养监测系统  中国  ZL200710031391.3 2010年 08月 25日  第665897号  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转让变更为广东弘科农业机械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黄瑞森；钟伟朝；郑克明；邹平；姚运仕；杨惠永；钟日开；麦永强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提高猪体 中国  ZL2012104742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 吴珍芳；贺晓燕；许卫华；石俊松； 有效专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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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核移植效率的方法  65.6 股份有限公司 周荣  发明专利  一种养殖管理系统及方法 中国   ZL201010238367.9 2010年 7月 27日 第1739975 号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罗旭芳；温尚海；严尚维；蓝天；王声会；邓天顺；赵仕浩 有效专利  发明专利  一种影响猪饲料转化率性状的分子标记及应用 
中国  ZL201610113647.4  2017年 07月 11日  第967105号  华南农业大学  杨杰；吴珍芳；丁荣荣；刘德武；蔡更元；顾婷；郑恩琴  有效专 利  

发明专利  一种影响猪肌内脂肪性状的分子标记及应用 
中国 ZL201610113646.X 2017年 7月 14日 第2554562 号 华南农业大学 吴珍芳；杨杰；杨林雪；蔡更元；刘德武；李紫聪；郑恩琴；顾婷 有效专 利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基于随机效应模型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软件 V1.0 
中国  2017SRBJ0019 2017年 3月 28日 软著登字第BJ42563 号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技术负责人王爱国） 其他有 效的知 识产权 

    

七七七七、、、、主要完成情况主要完成情况主要完成情况主要完成情况    

吴珍芳吴珍芳吴珍芳吴珍芳，排名第 1，职务为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职称为教授，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均为华南农业大学。项目总负责人、

核心研究人员，对创新点一、二、三、四有重大贡献。负责项目整体

技术路线设计和组织实施，主持培育“华农温氏 I号猪配套系”并通

过国家审定，发现和验证部分分子标记，建立一套以全基因组选择、

体细胞克隆、精准性能测定和大数据遗传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种猪育种

关键技术，参与主持新配套系的产业化推广，参与“中育猪配套系”

育种方案制订。获授权发明专利 7件，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 1项。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

量的 80%。 

王爱国王爱国王爱国王爱国，排名第 2，无职务，职称为教授，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

均为中国农业大学。项目核心组织者、核心研究人员，对创新点一、

二、三、四有重大贡献。作为技术负责人之一，制订了四系配套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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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培育了“中育猪配套系”并通过国家审定；发现了 10余个与

繁殖性状相关的功能基因和分子标记，验证了部分与猪重要经济性状

相关的分子标记，建立了部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 1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1件，主持制订国家标准 2 个，主编出

版著作 3部，获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 1项。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

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70%。 

罗旭芳罗旭芳罗旭芳罗旭芳，排名第 3，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养

猪事业部总裁，职称为副教授，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均为广东温氏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对创新点一、三、四有重

大贡献。参与培育了“华农温氏Ⅰ号猪配套系”；参加种猪饲料自动

测定系统和生产及育种管理软件开发，构建了基于互联网的数据管理

系统，主持建立了新配套系种猪的配套生产技术，主持“华农温氏Ⅰ

号猪配套系”的产业化推广，取得了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 1件，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项、大北农科技

奖一等奖 1项。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60%。 

胡胡胡胡晓湘晓湘晓湘晓湘，排名第 4，无职务，职称为教授，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

均为中国农业大学。项目核心研究人员，对创新点二、三、四有重大

贡献。研发了我国首张检测畜禽基因表达的 cD NA 芯片，揭示了影响

肌肉生长和脂肪沉积的 2个信息通路的关键基因，发现和验证了部分

猪重要经济性状相关功能基因和分子标记，建立了基于 GBS 的全基因

组选择技术和高效体细胞克隆技术，参与建立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方

案。获得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 1 项（DBN-KJJ-2013-0004 号），获得

授权发明专利2件。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70%。 

张守全张守全张守全张守全，排名第 5，职务为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职称为教授，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均为华南农业大学。项目主要

研究人员，对创新点一、四有重要贡献。建立了一套猪冻精、人工授

精和低剂量深部输精技术，签定了猪遗传印记基因并筛选了其分子标

记，揭示了相关基因对仔猪生长和胎盘发育的影响，参与了“华农温

氏Ⅰ号猪配套系”的选育和扩繁。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4件，参与制订

3 个国家（农业行业）标准，主编出版著作 1部，获得广东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2项、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 1项。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

量占本人工作量的 60%。 

蔡更元蔡更元蔡更元蔡更元，排名第 6，职务为国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职称为教授，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均为华南农业大学。项目主要

研究人员，对创新点一、二、三、四有重要贡献。筛选出一批不同品

种肌肉组织间的差异表达基因，参与建立了基于 G BS 的全基因组选

择技术和体细胞克隆技术，参与开发了肌内脂肪含量活体测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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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华农温氏Ⅰ号猪配套系”的持续选育提高和产业化推广。获

得授权发明专利 3件，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获得大北

农科技奖 1项。本项目每年工作量的 60%。 

李紫聪李紫聪李紫聪李紫聪，排名第 7，无职务，职称为教授，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

均为华南农业大学。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对创新点二、四有重要贡献。

参与部分分子标记辅助选择和全基因组选择技术研发。参与建立高

效、稳定的种猪体细胞克隆技术，实现了优秀种猪的大量、快速扩繁。

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项。获得猪体细胞克隆和分子标记技

术相关的发明专利3项。在该项研究中的工作量占本人工作量的60%。 

徐利徐利徐利徐利，排名第 8，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副主任，职称为高级畜牧师，

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均为北京养猪育种中心。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对

创新点一、四有重要贡献。具体负责“中育猪配套系”选育方案执行、

种猪产业化推广以及“中育猪配套系”配套生产技术研究，参与育成

“中育猪配套系”并通过国家审定。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

工作量的 60%。 

黄瑞森黄瑞森黄瑞森黄瑞森，排名第 9，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副所长，职称为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和完成单位均为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

究所。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对创新点三、四有重要贡献。研制了种猪

饲养监测系统、种母猪群养系统等智能化种猪性能测定设备和饲养设

备，参与建立了饲料转化率、日增重等生长性能测定技术。获得授权

发明专利 5件。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0%。 

严尚维严尚维严尚维严尚维，排名第 10，无职务，职称为副教授，工作单位和完成

单位均为华南农业大学。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对创新点三、四有重要

贡献。作为技术负责人完成了 io.wens 信息集中平台软件及其它育种

和生产软件开发，建成了大规模养猪信息化平台，参与研制了手持

PD A 终端设备，参与完成了育种数据信息化管理和数据分析。获授

权发明专利 1件，作为技术负责人开发计算机软件 8项，获广东省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在本项目中投入的工作量占本人总工作量的

50%。 

 

八八八八、、、、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组织了大量科研人员，并

提供了研究所需的实验室、仪器设备等支撑条件，承担了大量研究和

推广工作。主要贡献包括：（1）组织制订项目的总体技术路线。与温

氏集团一起开展“华农温氏猪 I 号配套系”选育，制订种猪主要生长

性状的测定方案，开展现场选种、数据分析及 BLUP和 GBLUP遗传评

估，开展杂交配套系筛选和肉质测定，开发种猪数据管理系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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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内脂肪含量活体估计软件。（2）负责种群基因检测，建立分子育种

辅助选择方案。（3）与温氏集团、中国农业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等合

作开展与猪生长、肉质和繁殖等重要生产性状相关的分子标记的研

究，发现了一批可用于猪育种的功能基因和分子标记。（4）与温氏集

团、中国农业大学合作开展提高克隆效率的研发，建立了一套高效体

细胞克隆技术。（5）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利用高校综合学科优势，与

温氏集团全方位合作，开展该配套系种猪的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控等配

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成果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应用。同时，积极

总结研究成果，发表研究论文，为成果取得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授

权发明专利 10 项，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大北农科技

奖一等奖 1项。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的主要承担者，组织科研

人员开展了多年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工作，主要贡献包括：（1）与各合

作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确定种猪育种项目及育种技术路线和方案；

在南方组织开展“华农温氏 I号猪配套系”的选育；研究和制定该配

套系种猪养殖技术标准和规程，包括饲料营养方案、种猪重大疾病防

控方案等；开发猪场数据管理系统等，提供育种数据管理和分析条件，

与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共同开发种猪饲料自动测定新设备。

（2）参加种猪分子育种技术研究，并提供研究材料和新技术应用示

范场地、测试数据。（3）参与种猪体细胞克隆技术研究，提供供体细

胞和受体猪。（4）促进科技成果的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以“公司+农

户”模式，利用培育的“华农温氏Ⅰ号猪配套系”四元杂交的种猪新

配套系，在 20 多个省市由集团组织开展大规模的肉猪生产，建立 82

个专业养猪分公司开展产业化生产(含控股公司)，并通过种猪推广方

式向社会养猪企业提供种猪资源。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9件、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 8项，获得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项、大北农科技奖一

等奖 1项。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项目的主要承担者，提供了项目实验研究所需的

实验设备和实验支撑条件，共同确立了本项目的总体研究方案；组织

科研人员和团队相互协作和分工，对各项相关技术不断完善和提高，

主要贡献包括：（1）建立遗传资源评估与分子标记检测技术平台， 发

现了一批影响猪肌肉生长、脂肪沉积、优良肉质、繁殖能力等重要生

产性状和品种特征性状的基因或标记，优化建立了分子育种和常规育

种相结合的猪重要经济性状遗传选择关键技术，与华南农业大学、温

氏集团合作建立了基于 G BS分型的全基因组选择技术。（2）与北京

养猪育种中心长期合作，开展“中育猪配套系”新配套系培育和遗传

评估，引领了企业育种水平达到国际先进，加速了我国猪育种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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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提升。（3）与华南农业大学、温氏集团合

作开展提高克隆效率的研发，建立了一套高效体细胞克隆技术。（4）

在加强项目管理的同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利用学校科研优势和品

牌效应积极与地方政府和各大型养殖企业开展合作加快了成果应用

步伐。获得授权发专利 3件，获得大北农科技奖一等奖 1项。 

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参与四系配套种猪育种方案制订，在北方负

责种猪育种项目，开展种猪现场选育，培育出 C03、C09、B06、B08

四个具有生长快、瘦肉率高等突出特点的瘦肉型猪专门化品系，通过

配合力测定组合成四系配套的“中育猪配套系”，通过国家畜禽新品

种（配套系）审定。与合作单位一起，建立了种猪 BLUP遗传评估、

现场选种技术标准和流程、GPS动态评估系统及B超活体测定技术等。

建立了配套系种猪适合的养殖技术标准和规范，成为北方最大种猪育

种群，在全国 30 多个省份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应用。获得大北农科技

奖一等奖 1项。 

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广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与广东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自主研发出智能型种猪饲养监测系

统和群养系统，填补了我国在智能化种猪性能测定设备方面的空白，

有效解决了群养模式下猪只个体自动识别、自动配饲、精准投料、饲

料计量等问题，实现了猪只智能化养殖和饲料转化效率自动测定，达

到国外同类产品相同精度，而且在用户体验、服务、价格上更有优势。

用于本项目新配套系种猪的持续选育，对于种猪饲料转化效率的选择

和种猪生长发育规律研究发挥了关键作用。智能型种猪测定系统已推

广至我国 30 多家育种场应用，社会效益显著。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5

件。  
 

九九九九、、、、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主要完成人分别来自 5家主要完成单位。各完成人和单位

的合作情况说明如下： 

1、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广东温氏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2012 年作股份制改造更名)，有长期产学研合作

历史。1997年广东温氏集团开始发展养猪业，为保障优质种源供应，

1998 年开始种猪育种工作，吴珍芳、罗旭芳、张守全、蔡更元、严

尚维、李紫聪等先后受华南农业大学委派具体负责该项目研发，其中

吴珍芳、罗旭芳、张守全、严尚维已为本项目工作 20 年。2002 年，

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合资组建了广东华农温氏畜牧股

份有限公司专门从事养猪业，由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控股。吴珍芳为“华

农温氏Ⅰ号猪配套系”培育工作的技术负责人。2013 年，华南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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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和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科技部批准联合组建“国

家生猪种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中国农业大学和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合作

关系，中国农业大学的王爱国老师，自 1998 年开始全程参与了“中

育猪配套系”的选育工作至今，王爱国为“中育猪配套系”培育工作

的技术负责人。 

3、在种猪培育过程中，针对肉质、繁殖等性状采用常规选择方

法难以选择或选择效果差的问题，迫切需要引进分子育种技术。从

2000 年和 2003 年开始，两培育单位又引进了中国农业大学胡晓湘课

题组开始种猪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研究，此过程中，共同承担了 3个国

家“863计划”、国家良种工程专项等种猪育种项目，各方紧密合作，

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 

4、90 年代中期，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当时即是我国北方从事种猪

引进、培育和规模化制种的最有影响的单位，建立了农业部中国-荷

兰种猪育种中心；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养猪业之初即

从北京养猪育种中心引进部分优良种猪，建立了合作关系。1998 年

温氏集团召开养猪产业专家论证会，制定了长远和高起点的种猪育种

和养猪产业规划。论证会时，与同样致力于种猪新配套系培育的北京

育种中心根据当时世界种猪育种趋势，共同拟定了四系配套为技术路

线的种猪育种方案，分别培育适合我国南方和北方地域的种猪新配套

系，共同研发选育关键技术。加之双方的技术负责人在学科研究领域

相同，共同承担国家科研任务，使这种技术合作关系持续而紧密。在

新配套系培育过程中，双方多次进行特级种猪的遗传交流，还于 2002

年共同从法国引进种猪素材。新配套系培育成功后，北京养猪育种中

心和广东温氏集团共同提交了新配套系鉴定材料，分别于 2004年 10

月和 2005 年 3 月召开品种审定会。在品种持续选育的过程中，2 家

单位共同以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作为技术支撑，实现种猪本

地化的持续选育。 

5、针对种猪饲料报酬性状采用传统的人工记录测定准确度差、

国外引进设备价格昂贵难以批量实际应用等难题，广东温氏集团与广

东省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原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2012 年更名）

签订合作协议，由温氏集团种猪育种场进行种猪行为研究、数据收集

和设备现场测试，广东省农业机械研究所负责种猪饲料报酬自动测定

设备的研发，共同承担广东省农业攻关项目“种猪测定系统的研究”

（2003C20211）。经过 3 年多的不断研发测试获得成功，并且在实际

应用中不断改进提高,该设备研发对于种猪饲料报酬这一重要经济性

状选育有重要作用，在种猪选育中已大量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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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5家完成单位之间建立了长期的紧密合作关系，通过

共同合作攻关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