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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ＳＰＦ 大白猪和长白猪群体生理生化特性分析
权金强１，２，高彩霞１，江新杰１，３，李昌文１，路小野１，赵生国２，陈洪岩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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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分析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生殖生理和血液生理生化特性。 方法　 常规方法测定 ＳＰＦ 大

白猪、长白猪群体 １０ 项生殖生理指标、１９ 项血液生理和 １８ 项血液生化指标，统计分析各指标在不同群体、不同年

龄、不同性别间的差异。 结果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生殖生理指标和血液大部分生理生化指标差异不显著（Ｐ ＞
０ ０５），个别指标如血液生理指标 ＧＲＡＮ、ＨＧＢ、ＲＤＷ、ＰＬＴ、ＰＣＴ，血液生化指标 ＡＬＫＰ、ＣＨＯＬ、ＴＢＩＬ、ＢＵＮ 在品种间、
不同年龄以及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５），但其偏离正常值范围较小。 结论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在生殖生

理和血液生理生化等方面基本稳定，与其他实验用小型猪相比差异不大，本研究为其标准化饲养、动物模型的构建

以及封闭群猪群遗传质量的评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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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猪和长白猪作为目前世界上使用最普遍的

瘦肉型商业品系因具有生长速度快，繁殖力高，适应

性强以及瘦肉率高等优良品质特性［１ － ４］受到业界的

一致好评。 据报道，国内许多小型猪如五指山小型

猪、巴马小型猪、西藏小型猪和甘肃合作藏猪等已被

作为实验动物广泛应用于生理学、肿瘤学、遗传学、
传染病学、药理学、毒理学和营养学等诸多生物医学

领域的科研研究中［５ － ７］，但大白猪、长白猪因其特性

作为肉用型商品猪饲养，在实验动物方面的研究鲜

有报道。 我国从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引进大白猪、长
白猪后，一直作为商品化肉用型猪来饲养，以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作为实验动物的研究还处于空白。

生殖生理和血液生理生化指标作为生理学、病
理学以及毒理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指标［８］，既是猪群

体生理健康状态最直观的反映，也是兽医临床诊断

疾病，防治疾病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９］。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从加拿大引进

１００ 头无猪瘟、猪呼吸与繁殖综合征、猪传染性胃肠

炎、猪流感等 １４ 种动物疫病的 ＳＰＦ 猪主要作为实验

动物，其中 ３２ 窝大白猪共 ５０ 头（♀ ＝ ４０，♂ ＝ １０）
和 ２８ 窝长白猪共 ５０ 头（♀ ＝ ４０，♂ ＝ １０）。 本研究

就引进的纯种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群体生理生化特

性进行研究分析，测定了引进猪种 １１ 月龄的 １０ 项

生殖生理指标、１６ 月龄和 １ 月龄仔猪的 １９ 项血液

生理指标、１８ 项生化指标，为 ＳＰＦ 级纯种大白猪、长
白猪的标准化饲养、实验动物模型的构建以及封闭

群猪群遗传质量的评价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实验动物

研究随机抽取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

所牧场饲养的 １１ 月龄纯种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各 ５
头与其首窝仔猪用于检测生殖生理指标。 选取 １６
月龄纯种 ＳＰＦ 大白猪 ２０ 头（♂ ＝ ５，♀ ＝ １５），长白

猪 ２４ 头（♂ ＝７，♀ ＝１７），１ 月龄大白仔猪 ２０ 头（♂
＝１０，♀ ＝１０），长白仔猪 ２０ 头（♂ ＝ １０，♀ ＝ １０），
禁食 １２ ｈ 后，前腔静脉取血 ６ ｍＬ，分装于非抗凝和

ＥＤＴＡ⁃Ｋ２ 抗凝采血管中。 抗凝血颠倒混匀， 用于生

理指标测定；非抗凝血 ２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５ ｍｉｎ 取

血清， 用于生化指标测定。
１ ２　 饲养环境

ＳＰＦ 猪猪舍是空调正压密闭猪舍，舍内采用空调

送排风，猪群采光采用人工光照。 猪舍内分人流通

道、物流通道、出猪通道，饲料照射间，物料传递间、洗
衣间，人流通道分缓冲换鞋区，一更室、淋浴室、二更

室，所有猪舍工作人员每次进舍均洗澡，换衣服、鞋、
帽等。 物流通道分缓冲区，物料照射喷雾消毒间，所
有进入猪舍的物料均经过消毒处理。 出猪通道内设

自动喷雾消毒装置，每次出猪后都自动喷雾消毒，饲
料进场前经过６０Ｃｏ 照射。 猪舍内空气清新，换气次数

１０ ～１５ 次 ／ ｈ，舍内始终保持正压，舍内与走廊压差 １０ ～
１５ ｐａ，舍内与室外压差 ６０ ～８０ ｐａ，走廊与室外压差 ５０
～７０ ｐａ，高效内外压差在 ６０ ｐａ 左右，舍内温度保持在

１８ ～２４℃，湿度保持在 ２５％～４０％，空调送风经初效、中
效、高效过滤。 舍内消毒采用自动喷雾消毒装置，猪群

自动饮水，饮用水是经过过滤消毒的无菌水。
１ ３　 主要仪器

采用 Ｍｉｎｄｒａｙ 公司生产的全自动三分群血液细

胞分析仪（ＢＣ⁃２８００ｖｅｔ），测定各项血液生理指标；采
用 Ｍｉｎｄｒａｙ 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ＵＡ⁃
６６），测定各项生化指标。
１ ４　 测定指标

生殖生理指标：共计 １０ 项，初发情日、发情期、
发情周期、妊娠期、哺乳期、生产指数、体温、仔猪初

生体重、仔猪断奶体重、呼吸频率。
血液 生 理 指 标： 共 计 １９ 项， 白 细 胞 数 目

（ＷＢＣ）、淋巴细胞数目（ ＬＹＭＰＨ）、单核细胞数目

（ＭＯＮ）、中性粒细胞数目（ＧＲＡＮ）、淋巴细胞百分

比（ＬＹＭＰＨ％）、单核细胞百分比（ＭＯＮ％ ）、中性粒

细胞百分比（ＧＲＡＮ％ ）、红细胞数目（ＲＢＣ）、血红蛋

白（ＨＧＢ）、红细胞压积 （ＨＣＴ）、平均红细胞体积

（ＭＣＶ）、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ＭＣＨ）、平均红

细胞血红蛋白浓度（ＭＣＨＣ）、红细胞分别宽度变异

系数（ＲＤＷ）、血小板数目（ＰＬＴ）、平均血小板体积

（ＭＰＶ）、 血小板分布宽度 （ ＰＤＷ）、 血小板压积

（ＰＣＴ）、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ＥＯＳ％ ）。
血液生化指标：共计 １８ 项，白蛋白（ＡＬＢ）、碱性

磷酸酶（ＡＬＫＰ）、丙氨酸转氨酶（ＡＬＴ）、胰淀粉酶

（ＡＭＹＬ）、 尿素 （ ＵＲＥＡ）、 钙离子 （ ＣＡ）、 胆固醇

（ＣＨＯＬ）、肌酐（ＣＲＥＡ）、球蛋白（ＧＬＯＢ）、白蛋白 ／
球蛋 白 （ ＡＬＢ ／ ＧＬＯＢ ）、 血 糖 （ ＧＬＵ ）、 磷 离 子

（ＰＨＯＳ）、总胆红素（ＴＢＩＬ）、总蛋白（ＴＰ）、谷氨酰转

移酶（ＧＧＴ）、脂肪酶（ＬＩＰＡ）血尿素氮（ＢＵＮ）、血尿

素氮 ／肌酐比（ＢＵＮ ／ ＣＲＥＡ）。
１ ５　 数据统计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１１］统计学软件对测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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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用平均值 ±
标准差表示，比较各群体间生理生化指标的差异。

２　 结果

２ １　 生殖生理指标检测

研究针对 １１ 月龄纯种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雌性

个体各 ５ 头及其首窝仔猪，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表明：长白猪的呼吸频率与大白猪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５），其余各项生殖生理特性差异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详见表 １。

表 １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生殖生理特性

Ｔａｂ． １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ＳＰＦ 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ｓｗｉｎｅ

项目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长白猪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大白猪
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

５ 窝 ５ ｃｏｔｅ ５ 窝 ５ ｃｏｔｅ
初发情日（天）Ｆｉｒｓｔ ｄａｙ ｏｆ ｅｓｔｒｕｓ（ｄａｙ） １７８ ４０ ± ２０． ５５ １９０ ００ ± １８． ６１
发情期（小时）Ｅｓｔｒｕｓ（ｈｏｕｒ） ６９ ４０ ± ３． １３ ７０ ４０ ± ４． １６
发情周期（天）Ｅｓｔｒｕｓ ｃｙｃｌｅ（ｄａｙ） ２０ ４０ ± １． ６７ ２０ ００ ± １． ８７
妊娠期（天）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ｄａｙ） １１６ ４０ ± １． ５２ １１４ ００ ± ０． ７１
哺乳期（天）Ｌａｃｔ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ｄａｙ） ２８ ８０ ± ４． ２７ ２６ ４０ ± ２． ３０
生产指数（头）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ｎｕｍｂｅｒ） １４ ６０ ± ３． ３６ １５ ２０ ± ２． ４９
体温（℃）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３８ ３０ ± ０． １９ ３８ ５０ ± ０． ２２
仔猪初生体重（ｋｇ）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ｋｇ） １ ２４ ± ０． １９ １ ３７ ± ０． １８
仔猪断奶体重（ｋｇ）Ｗｅａｎｉｎｇ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ｉｇｌｅｔｓ（ｋｇ） ７ ４９ ± ０． ３８ ６ ９６ ± ０． ４１
呼吸频率（次 ／ ｍｉｎ）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 ｒａｔｅ（Ｔｉｍｅｓ ／ ｍｉｎ） ３０ ００ ± ０． ７１ ３５ ００ ± ０． ７１∗

注：独立样本 ｔ 检验—检验两个独立总体样本之间的差异。∗：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５）。
Ｎｏｔ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ｔ ｔｅｓｔ ⁃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５） ．

２ ２　 血液生理指标测定

研究选取 １６ 月龄、１ 月龄纯种 ＳＰＦ 大白猪、长
白猪共计 ８４ 头（♀ ＝ ５２，♂ ＝ ３２），进行血液生理学

分析。 结果表明：１９ 项指标中 ７ 项处于正常参考值

范围，其余指标中大白猪 １ 月龄雌性、长白猪 １ 月龄

群体 ＬＹＭＰＨ、ＬＹＭＰＨ％、ＲＤＷ 值均高于正常参考

值范围；１ 月龄大白猪雄性 ＧＲＡＮ，１６ 月龄大白猪雄

性 ＰＬＴ 低于正常参考值；１ 月龄大白猪、长白猪整体

ＧＲＡＮ％、ＭＣＨ、ＭＣＨＣ 低于正常参考值；长白猪整

体和 １ 月龄大白猪 ＨＧＢ、ＨＣＴ 均低于正常参考值；
对 ＰＣＴ 而言，除大白猪 １６ 月龄雄性低于正常参考

值外，其余个体均高于正常参考值。 不同品种比较

发现，大白猪与长白猪之间并无差异（Ｐ ＞ ０ ０５）。
在不同年龄之间， １ 月龄 ＨＧＢ、ＭＣＨ 远低于 １６ 月

龄，而 １ 月龄 ＲＤＷ 远高于 １６ 月龄。 在不同性别之

间，大白猪 １６ 月龄雄性 ＰＬＴ、ＰＣＴ 远低于雌性个体，
１ 月龄雄性 ＧＲＡＮ 远低于雌性个体。 方差分析发现

大白猪 １ 月龄雄性 ＧＲＡＮ、ＨＧＢ、ＲＤＷ，大白猪 １６ 月

龄雄性 ＰＬＴ、ＰＣＴ 与其他群体同指标相比差异有显

著性（Ｐ ＜ ０ ０５），详见表 ２。
２ ３　 血液生化指标测定

研究选取 １６ 月龄、１ 月龄纯种 ＳＰＦ 大白猪、长
白猪共计 ７６ 头（♀ ＝ ４８，♂ ＝ ２８），进行血液生化检

测分析。 结果表明：１８ 项血液生化指标中，ＡＭＹＬ、
ＣＲＥＡ、ＡＬＢ ／ ＧＬＯＢ、ＢＵＮ ／ ＣＲＥＡ 全部处于正常值范

围。 其余 １４ 项中 ＡＬＢ、ＡＬＴ、ＣＡ、ＣＨＯＬ、ＰＨＯＳ 整体

都高于正常值；１ 月龄整体 ＡＬＫＰ、ＴＢＩＬ 都高于 １６
月龄和正常值范围；大白猪 １６ 月龄雌性 ＧＬＯＢ、１ 月

龄长白猪雌性 ＬＩＰＡ 都高于正常值；长白猪整体

ＧＧＴ 高于大白猪，且都高于正常值。 大白猪 １６ 月

龄雄性 ＡＬＫＰ、１ 月龄大白猪雄性 ＵＲＥＡ、１６ 月龄大

白猪雌性 ＧＬＵ、１ 月龄长白猪雌性以及 １ 月龄大白

猪 ＴＰ、长白猪 １６ 月龄雌性和 １ 月龄整体 ＢＵＮ 均低

于正常值。 不同品种比较发现，长白猪 ＧＧＴ 远高于

大白猪；在不同年龄之间，１ 月龄 ＡＬＫＰ、ＧＬＵ 远高于

１６ 月龄；在不同性别之间，雄性 ＣＨＯＬ 远高于雌性。
方差分析显示：大白猪 １６ 月龄雌性 ＡＬＫＰ、长白猪

１６ 月龄雌性和 １ 月龄雌性以及大白猪 １ 月龄雌性

ＣＨＯＬ、大白猪 １６ 月龄雄性 ＴＢＩＬ、长白猪 １ 月龄雄

性 ＢＵＮ 均与其他群体同指标相比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５），详见表 ３。
２ ４　 与其他小型猪比较结果

根据已有文献报道，比较分析了 ＳＰＦ 大白猪、
长白猪群体与封闭群五指山小型猪［１０］、广西巴马小

型猪［１２］、贵州小型猪［１３］、西藏小型猪［１４］、甘肃合作

藏猪［１５］、青海八眉猪［１６］ 的血液生理生化指标。 血

液生理学指标比较结果显示， ＳＰＦ 大白猪 ＲＢＣ、
ＨＧＢ、ＨＣＴ、ＭＣＨ、ＭＣＨＣ 相对偏低，ＲＤＷ、ＰＣＴ 偏高

但基本都处于正常值范围。 相比其他指标而言，封
闭群五指山小型猪、广西巴马小型猪、贵州小型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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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小型猪、甘肃合作藏猪、青海八眉猪与 ＳＰＦ 大

白猪、长白猪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５）；血液生化指

标比较结果显示，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与封闭群五指

山小型猪、广西巴马小型猪、贵州小型猪、西藏小型

猪、甘肃合作猪、青海八眉猪基本一致，差异无显著

性（Ｐ ＞ ０ ０５），ＳＰＦ 长白猪 ＡＬＴ、ＧＧＴ、ＴＢＩＬ 和大白

猪 ＢＵＮ、ＡＬＫＰ、ＣＨＯＬ 均高于其他群体同类指标，而
长白猪 ＢＵＮ、ＧＬＯＢ 和大白猪 ＣＲＥＡ、ＴＰ、ＡＬＢ、ＧＧＴ
均低于其他群体同类指标。

表 ２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血液生理学特性

Ｔａｂ． ２　 Ｂｌｏｏ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ＰＦ 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Ｓｗｉｎｅ

项目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单位
Ｕｎｉｔｓ

参考值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长白猪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１６ 月龄 １６⁃ｍｏｎｔｈｓ １ 月龄 １⁃ｍｏｎｔｈ

♀（ｎ ＝ １７） ♂（ｎ ＝ ７） ♀（ｎ ＝ １０） ♂（ｎ ＝ １０）
ＷＢＣ ×１０９ ／ Ｌ ９ ００ － ２２ ００ １１ ８０ ± ３ ０３ １１ ７０ ± ０ ９４ １６ １７ ± ４ ２３ １７ ２４ ± ５ ８６

ＬＹＭＰＨ ×１０９ ／ Ｌ ０ ８０ － ５ １０ － － ９ ７３ ± ２ ５４ １０ ５０ ± ２ ８９
ＭＯＮ ×１０９ ／ Ｌ ０ ００ － １ ８０ － － ０ ７０ ± ０ ２７ １ ０８ ± ０ ７４
ＧＲＡＮ ×１０９ ／ Ｌ ４ ００ － １２ ６０ － － ６ ６６ ± ２ １２ ７ ２６ ± ２ ２７
ＬＹＭＰＨ ％ １２ ００ － ３０ ００ － － ５６ ９６ ± ７ １８ ５５ ９８ ± ５ ８６
ＭＯＮ ％ ２ ００ － ９ ００ － － ４ １４ ± ０ ８７ ５ ４９ ± ３ ３５
ＧＲＡＮ ％ ６０ ００ － ８３ ００ － － ３８ ９０ ± ７ ６３ ３８ ５４ ± ３ ６９
ＲＢＣ × １０１２ ／ Ｌ ５ ００ － ９ ５０ ５ ５５ ± １ ５１ ５ ６５ ± １ ４４ ４ ６９ ± １ ５４ ４ ８３ ± １ ４８
ＨＧＢ ｇ ／ Ｌ ９０ ００ － １６５ ００ １２５ ３８ ± ４２ ３２ １２１ ５５ ± ３９ １４ ６５ ６０ ± ３０ ６７ ６９ ８２ ± ３３ ５７
ＨＣＴ ％ ３２ ００ － ５０ ００ ３４ ２３ ± ６ ８１ ３３ ８５ ± ７ ６３ ２５ ９４ ± １０ １３ ２７ ５４ ± １１ ８０
ＭＣＶ ｆＬ ５１ ００ － ６８ ００ ６３ １０ ± ５ ５４ ６０ ７８ ± ３ ６８ ５４ ９８ ± ８ ２０ ５５ ５４ ± ９ １６
ＭＣＨ ｐｇ １７ ００ － ２２ ００ ２２ １８ ± ２ ３７ ２１ １０ ± ２ ４２ １３ ５９ ± ３ ４４ １３ ８１ ± ３ ４５
ＭＣＨＣ ｇ ／ Ｌ ２６０ ００ － ３８０ ００ ３５６ ５０ ± ６０ ２７ ３５０ ７５ ± ５４ ４ ２４５ ６０ ± ２９ ４０ ２４６ ５５ ± ２５ ９２
ＲＤＷ ％ １４ ００ － １９ ００ １５ ０５ ± １ １４ １４ ７５ ± ０ ８６ ２６ ２１ ± ８ ６０ ２５ ７２ ± ９ ０８
ＰＬＴ × １０９ ／ Ｌ ２００ ００ － ７００ ００ ３７２ ７５ ± ６９ ８２ ３８１ ５０ ± ８６ ２９ ４８４ ８０ ± ２９３ ４５ ４４４ ２７ ± ２３０ ２７
ＭＰＶ ｆＬ ６ ００ － １２ ００ １１ ６３ ± １ ７９ １０ ９５ ± １ １５ ７ ３４ ± １ ０７ ７ ６５ ± １ ０４
ＰＤＷ １０ ００ － １８ ００ ２０ ６５ ± ５ ６２ １７ １８ ± ３ １３ １５ ６５ ± １ ００ １５ ７４ ± １ ３９
ＰＣＴ ％ ０ １２ － ０ ２４ ０ ４４ ± ０ １３ ０ ４３ ± ０ １３ ０ ３６ ± ０ ２１ ０ ３４ ± ０ １７
ＥＯＳ ％ １０ ００ － ２８ ００ － － ２５ ９９ ± ８ ８８ １７ ７９ ± １２ ２６

项目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单位
Ｕｎｉｔｓ

参考值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大白猪 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
１６ 月龄 １６⁃ｍｏｎｔｈｓ １ 月龄 １⁃ｍｏｎｔｈ

♀（ｎ ＝ １５） ♂（ｎ ＝ ５） ♀（ｎ ＝ １０） ♂（ｎ ＝ １０）
ＷＢＣ ×１０９ ／ Ｌ ９ ００ － ２２． ００ １１ ７３ ± １． ４４ １３ １０ ± ３． ８１ １２ ５４ ± ４． ３０ ９ ３７ ± ３． ０５

ＬＹＭＰＨ ×１０９ ／ Ｌ ０ ８０ － ５． １０ － － ８ ０６ ± ２． １２ ４ ７８ ± １． ２５
ＭＯＮ ×１０９ ／ Ｌ ０ ００ － １． ８０ － － ０ ６４ ± ０． １８ ０ ５２ ± ０． １０
ＧＲＡＮ ×１０９ ／ Ｌ ４ ００ － １２． ６０ － － ５ ４８ ± １． １１ ２ ７３ ± ０． ６７∗

ＬＹＭＰＨ ％ １２ ００ － ３０． ００ － － ５６ ２４ ± ６． ７１ ６０ ５７ ± ５． ７１
ＭＯＮ ％ ２ ００ － ９． ００ － － ４ ４３ ± ０． ７３ ４ ３２ ± ０． ９３
ＧＲＡＮ ％ ６０ ００ － ８３． ００ － － ３９ ３４ ± ７． ０９ ３５ １２ ± ５． ７３
ＲＢＣ × １０１２ ／ Ｌ ５ ００ － ９． ５０ ５ ４８ ± １． ０９ ５ ９８ ± １． ２３ ５ ００ ± １． ００ ４ ４７ ± １． ６２
ＨＧＢ ｇ ／ Ｌ ９０ ００ － １６５． ００ １２１ ０８ ± ３０． ３２ １１４ ２５ ± ３６． １１ ７０ ００ ± ２４． ９０ ５４ ９０ ± ２４． １９∗

ＨＣＴ ％ ３２ ００ － ５０． ００ ３２ ５５ ± ６． ３２ ３５ ４０ ± ７． ５７ ２６ ５８ ± ８． ０５ ２１ １４ ± ８． ５５
ＭＣＶ ｆＬ ５１ ００ － ６８． ００ ６０ ０５ ± ６． １２ ５９ ３３ ± ３． ０１ ５２ ３２ ± ６． ８０ ４７ ２４ ± ３． ７９
ＭＣＨ ｐｇ １７ ００ － ２２． ００ ２１ ８８ ± ２． ７１ ２１ ６５ ± ４． ９１ １３ ５８ ± ２． ８１ １２ ２３ ± ２． ０７
ＭＣＨＣ ｇ ／ Ｌ ２６０ ００ － ３８０． ００ ３７２ ２５ ± ７４． ６５ ３６４ ７５ ± ７５． ０２ ２５８ ５０ ± ２２． ４０ ２５９ １０ ± ２２． ９１
ＲＤＷ ％ １４ ００ － １９． ００ １６ ０８ ± １． ５１ １４ ８３ ± １． ５０ ２６ ４８ ± ９． ６０ ３３ １６ ± ６． ４９∗

ＰＬＴ × １０９ ／ Ｌ ２００ ００ － ７００． ００ ４０３ ５０ ± ２１１． ８０ ２０９ ００ ± １５１． ６０２∗ ５８１ ９０ ± ２７７． ８２ ４４４ ５０ ± １２３． ０６
ＭＰＶ ｆＬ ６ ００ － １２． ００ １２ ５０ ± １． ６２ １０ ６０ ± １． ７４ ７ ９２ ± ０． ９５ ８ ３１ ± ２． ５３
ＰＤＷ １０ ００ － １８． ００ ２０ ６０ ± ４． ９９ １８ ９０ ± ２． ２５ １５ ５４ ± １． １６ １５ ０４ ± ０． ８４
ＰＣＴ ％ ０ １２ － ０． ２４ ０ ５４ ± ０． ３５ ０ ２４ ± ０． ２０∗ ０ ４５ ± ０． ２０ ０ ３２ ± ０． ０８
ＥＯＳ ％ １０ ００ － ２８． ００ － － １１ ９４ ± １２． ２０ １３ ３０ ± ７． ３８

注：∗：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５），—表示未测。
Ｎｏｔｅ．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ｉｔｅｍ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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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血液生化特性

Ｔａｂ． ３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ＰＦ 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Ｓｗｉｎｅ

项目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单位
Ｕｎｉｔｓ

参考值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长白猪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
１６ 月龄 １６⁃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１ 月龄 １⁃ｍｏｎｔｈ ｏｌｄ

♀（ｎ ＝ １５） ♂（ｎ ＝ ５） ♀（ｎ ＝ １０） ♂（ｎ ＝ １０）
ＡＬＢ ｇ ／ Ｌ １８ ００ － ２３． ００ ３２ ７３ ± ４． ４５ ３９ ６０ ± ４． ６２ ３５ ７０ ± ９． ４５ ３５ ３０ ± １０． ９４
ＡＬＫＰ Ｕ ／ Ｌ ９２ ００ － ２９４． ００ １１３ ６７ ± ３６． ３１ １１６ ００ ± ７６． ６３ ４４１ ８９ ± １３８． ９１ ４１１ ５６ ± １４６． １１
ＡＬＴ Ｕ ／ Ｌ ９ ００ － ４３． ００ ６８ ２０ ± １４． ２９ ８１ ２０ ± ５３． ２０ ５５ ２０ ± ２６． ９６ ５４ ３０ ± ２２． ２３
ＡＭＹＬ Ｕ ／ Ｌ ２７１ ００ － １１９８． ００ ６７８ １３ ± １９１． ５９ ８４９ ６０ ± ２６８． ６１ ８１６ ００ ± １２７． ８９ ８２２ ５０ ± １０４． ８７
ＵＲＥＡ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１０ － １０． ７０ ３ ５１ ± １． １０ ４ ４０ ± ２． ３６ ４ ２３ ± １． ８８ ４ ３８ ± ２． ５６
ＣＡ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６２ － ２． ８５ ３ ５１ ± ２． ３３ ５ ６３ ± ３． ４５ ４ １５ ± ３． ２６ ４ １１ ± ３． ２９

ＣＨＯＬ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４７ － ２． ０４ ２ ９０ ± ２． ２４∗ ２５ ６４ ± ３． ２８ ３ ５０ ± １． ７８∗ １３ ２７ ± ２４． ３５
ＣＲＥＡ μｍｏｌ ／ Ｌ ４４ ００ － １８６． ００ １０４ １３ ± ２７． ０２ １４９ ８０ ± ３２． ８７ ８６ ５０ ± １５． ３６ ７６ ００ ± ２３． ０１
ＧＬＯＢ ｇ ／ Ｌ １５ ００ － ３３． ００ ２９ ４７ ± ３． ５８ ２８ ２０ ± ７． ６９ ２２ １１ ± ３． １８ １９ ４２ ± ５． ９４

ＡＬＢ ／ ＧＬＯＢ ％ ０ ７０ － １． ８９ １ ２５ ± ０． ２１ １ ４５ ± ０． ０７ １ ４０ ± ０． ００ １ ５０ ± ０． １４
ＧＬＵ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７２ － ８． ８９ ４ ８２ ± １． ３１ ４ ７５ ± ０． ９４ ７ ２７ ± ２． ５１ ７ ５５ ± ３． １３
ＰＨＯＳ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１６ － ２． ９７ ３ １５ ± １． ６０ ４ ８２ ± １． ９８ ５ ３３ ± ２． ５３ ５ ３１ ± ２． ４８
ＴＢＩＬ μｍｏｌ ／ Ｌ ２ ００ － ５． ００ ４ ４０ ± ２． ７７ ４ ７０ ± ３． ６７ ２４ ９０ ± １３． ９９ ３２ ３０ ± １６． ０５
ＴＰ ｇ ／ Ｌ ６０ ００ － ８０． ００ ６２ ３３ ± ７． １５ ６８ ００ ± １１． １６ ５７ ４０ ± ９． ６３ ６０ ３０ ± １６． １０
ＧＧＴ Ｕ ／ Ｌ １６ ００ － ３０． ００ ７５ ８７ ± ２７． ８２ ７８ ２５ ± ６０． ５２ ５１ ６７ ± ２６． ６６ ５０ ５６ ± ２４． ９６
ＬＩＰＡ Ｕ ／ Ｌ １０ ００ － ４４． ００ ２２ ５０ ± １７． ６８ １０ ００ ± ０． ００∗ ５６ ００ ± ２７． ８２ ３９ ００ ± ３５． １５
ＢＵＮ ｍｇ ／ ｄＬ ６ ００ － ３０． ００ ５ ５６ ± ３． ７５ ８ ５０ ± ０． ７１ ３ ５０ ± ０． ７１ ２ ００ ± ０． ００∗

ＢＵＮ ／ ＣＲＥＡ ％ ７ ５０ ± ２． １２ ４ ５０ ± ０． ７１ ３ ５０ ± ０． ７１ ２ ５０ ± ０． ７１

项目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单位
Ｕｎｉｔｓ

参考值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大白猪 Ｙｏｒｋｓｈｉｒｅ
１６ 月龄 １６⁃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１ 月龄 １⁃ｍｏｎｔｈｓ ｏｌｄ

♀（ｎ ＝ １３） ♂（ｎ ＝ ３） ♀（ｎ ＝ １０） ♂（ｎ ＝ １０）
ＡＬＢ ｇ ／ Ｌ １８ ００ － ２３． ００ ３４ ９２ ± ５． ６５ ３５ ００ ± ６． ３８ ２９ ５０ ± ２． ９２ ２８ ２０ ± １． ８７
ＡＬＫＰ Ｕ ／ Ｌ ９２ ００ － ２９４． ００ １６４ ００ ± ４７． ３５ ８６ ００ ± ３７． ３９∗ ４１８ １０ ± １１９． ９０ ７６５ ６０ ± ３２６． １７
ＡＬＴ Ｕ ／ Ｌ ９ ００ － ４３． ００ ７５ ５０ ± １５． １２ ６７ ７５ ± １４． ６６ ５６ ６０ ± ３９． ７９ ５２ ８０ ± １４． ３５
ＡＭＹＬ Ｕ ／ Ｌ ２７１ ００ － １１９８． ００ １０２６ ２５ ± １８６． ４５ ８７２ ００ ± ４１３． ８８ ９０３ １０ ± ２１４． ７７ ８９５ ９０ ± １８４． １０
ＵＲＥＡ ｍｍｏｌ ／ Ｌ ２ １０ － １０． ７０ ４ ７４ ± ０． ８２ ４ １０ ± ２． ６９ ４ ３６ ± １． ９３ ２ ０８ ± ０． ３０∗

ＣＡ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６２ － ２． ８５ ３ ９５ ± ２． ８６ ６ １３ ± ４． ２４ ３ ８２ ± ２． ７３ ４ １３ ± ３． ０５
ＣＨＯＬ ｍｍｏｌ ／ Ｌ ０ ４７ － ２． ０４ １４ ９６ ± ２． ９７ ３４ １０ ± ３． ７８ ３ ７７ ± １． ４３∗ ３１ ２１ ± ４． ６４
ＣＲＥＡ μｍｏｌ ／ Ｌ ４４ ００ － １８６． ００ ８２ ２０ ± ３９． ９３ ５８ ３５ ± ２５． ４３ ７３ ４４ ± １０． ９０ ７４ ２０ ± ２６． ７５
ＧＬＯＢ ｇ ／ Ｌ １５ ００ － ３３． ００ ３５ ００ ± ４． ８４ ３１ ００ ± ６． ２７ ２３ ８９ ± ２． ７１ １９ ４０ ± ４． ８５

ＡＬＢ ／ ＧＬＯＢ ％ ０ ７０ － １． ８９ １ ２０ ± ０． ００ １ １５ ± ０． ０７ １ ３５ ± ０． ４９ １ ５０ ± ０． １４
ＧＬＵ ｍｍｏｌ ／ Ｌ ４ ７２ － ８． ８９ ４ ５２ ± ０． ７７ ４ ８７ ± １． １９ ６ ２５ ± １． ７５ ６ ７７ ± １． ７４
ＰＨＯＳ ｍｍｏｌ ／ Ｌ １ １６ － ２． ９７ ３ ２７ ± １． ６２ ４ ４０ ± ２． ６０ ４ ４１ ± ２． ０５ ５ ２４ ± ２． ７１
ＴＢＩＬ μｍｏｌ ／ Ｌ ２ ００ － ５． ００ ５ ００ ± ２． ５９ ３ ２５ ± ２． ８６∗ ２０ １０ ± ７． ９４ １５ ５０ ± １３． ５９
ＴＰ ｇ ／ Ｌ ６０ ００ － ８０． ００ ６９ ９２ ± ６． ７１ ６６ ００ ± １２． ４９ ５３ １０ ± ３． １８ ５６ ４０ ± ２３． ５１
ＧＧＴ Ｕ ／ Ｌ １６ ００ － ３０． ００ ２３ ５０ ± ０． ７１ ２３ ２５ ± １０． ６９ ２６ ８８ ± １５． ３３ ３９ ５６ ± ３０． ５８
ＬＩＰＡ Ｕ ／ Ｌ １０ ００ － ４４． ００ ４３ ５０ ± ３３． ２３ １１ ５０ ± ２． ７２ ３４ ６０ ± ２８． ００ ３４ ６７ ± １０． ４１
ＢＵＮ ｍｇ ／ ｄＬ ６ ００ － ３０． ００ １３ ５０ ± ２． １２ ９ ００ ± １． ４１ １１ ５０ ± ４． ９５ ８ ００ ± ０． ００

ＢＵＮ ／ ＣＲＥＡ ％ － ８ ００ ± １． ４１ ５ ５０ ± ２． １２ １２ ５０ ± ７． ６８ ７ ００ ± ０． ００
注：∗：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５），—表示暂无标准参考范围。
Ｎｏｔｅ．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５） ．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ｉｔｅｍ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ｎ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ａｎｇｅ．

３　 讨论

动物生殖生理指标和血液生理生化指标是构建

实验动物模型以及相关疾病和医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数据，这些指标将成为实验动物健康状况及其应用

和构建实验动物模型过程中生理变化的主要依据，
它们不仅对了解动物的生理状态具有指导意义，也
是诸多生物研究的重要参考指标［１０］。 ＳＰＦ 大白、长

白猪引进后继续隔离饲养，已繁育一代，同时开展了

生物学特性及其相关应用研究。 贺希文等［４］ 利用

微卫星方法对 ＳＰＦ 大白、长白猪群体进行了遗传学

分析，发现群体内的分化较小，遗传结构稳定；通过

与国内大白、长白猪群体相比较，发现引进 ＳＰＦ 纯

种大白猪和长白猪的遗传结构更为稳定。 本研究针

对 １０ 项生殖生理指标、１９ 项血液生理指标、１８ 项血

液生化指标进行检测分析，发现多数指标处于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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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范围，说明整个群体健康状况良好。 方差检验分

析发现，ＳＰＦ 大白猪和长白猪两个群体除呼吸频率

外，其他生殖生理指标差异不显著，这可能由于测量

方法导致呼吸频率测量结果出现误差。 ＳＰＦ 长白猪

与瑞典长白猪［１７］ 生殖生理参数比较发现差异无显

著性 （Ｐ ＞ ０ ０５）， ＳＰＦ 大白猪与引进新法系大白

猪［１８］繁殖性能比较差异无显著性（Ｐ ＞ ０ ０５），说明

各国家根据各自的需要展开特色选育时，在总体上

保留了大白猪、长白猪品种最基本的特点。 此外，生
理生化各测定指标的血液均在动物清醒状态下前腔

静脉采血，采血过程中动物活动剧烈程度差别明显，
个别样本轻微溶血或凝血，可能对测定结果有一定

影响，从而影响个别指标的统计。 个别血液生理指

标在部分群体中存在差异，例如：大白猪 １ 月龄雄性

ＧＲＡＮ、ＨＧＢ、ＲＤＷ、大白猪 １６ 月龄雄性 ＰＬＴ、ＰＣＴ
等差异有显著性（Ｐ ＜ ０ ０５），但其偏离正常值范围

较小，对健康状况影响不大。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血液生理生化指标与其他

实验用小型猪相比较差别不大，个别指标存在差异，
但均处于正常值范围，这可能是由于遗传基础、饲养

环境、管理水平等因素造成的。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

血液生理指标有 ５ 项处于人正常参考值范围，生化

指标有 ４ 项全部处于人类正常参考值范围［１３］，说明

ＳＰＦ 大白猪和长白猪生理生化特性与人极其相似，
可用于血液疾病、心血管病、消化系统、遗传病、糖尿

病、营养代谢病和药物评价等生物医学应用中，从而

克服利用灵长类动物作为实验动物带来的伦理、烈
性传染病等问题。

构建实验动物模型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重要的

基础性研究， 其标准化程度是衡量我国生命科学发

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对生命科学研究水平的高低、研
究成果的应用以及后续持续性研究都有重大影响。
通过对生殖生理指标、血液生理生化指标进行分析，
可以初步推断出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血液生理生化

指标与国内小型猪基本一致，可以考虑用来构建实

验动物模型。 同时，为建立 ＳＰＦ 级猪群的基本生物

学数据奠定基础，为 ＳＰＦ 大白猪、长白猪的广泛使

用提供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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