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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擬申請種畜禽或種原登記名稱：畜試花斑猪 

二、原品系代號：Lanyu 100 

三、育種目標 

蘭嶼猪種為境外移入蘭嶼島適應下來的黑色小型猪種，畜產試驗所台東種畜繁殖場

於 1980 年自蘭嶼引進四公十六母為繁殖種原族群，經放牧圈養後形成保種計畫蘭嶼猪

族群，是為一封閉逢機配種族群；毛色全黑與耳尖直立為其外表特徵。後因封閉族群導

致近親繁殖後出現白色斑子代而加以隔離，進而朝向體型小且具獨特毛色猪種選育進

行，期符合民國 68 年「迷你猪採種計畫」所揭示開發小耳猪種為實驗動物用小型猪之

目標進行，不僅可供醫學實驗研究用途，亦可間接地推動畜產休閒化，使畜產動物用途

多元化。 

四、育成經過 

(一)種原來源 

畜產試驗所台東種畜繁殖場的蘭嶼猪保種族群為選育畜試花斑猪之種原來源。蘭嶼

猪種為自台灣本島移入東南方外海蘭嶼島適應下來的小型黑色猪種，因其外表特徵為耳

小直立，名為小耳種猪，又因體型亦小，故亦稱小型猪（Lee et al., 1983；李等，1994；

戴等，1997）。台東種畜繁殖場以 1980 年自蘭嶼島購入四公十六母為基礎族群進行繁衍，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並於 1987 年起將其納入保種族群，自此以 15 公 45 母圈養成為一封

閉逢機配種族群。後因近親繁殖導致白色斑子代出現，為顧及保種族群的近親繁殖可能

帶來的白色斑致死遺傳，於 1993 年起把族群中具白色斑仔猪計 37 頭隔離出來，以保持

保種族群毛色全黑之猪種特徵。這些因近親繁殖而產生的白色斑仔猪，自保種族群隔離

出另成一族群，為近親品系畜試花斑猪之原始基礎族群。 

(二)選育流程 

於 1993 年自保種族群隔離出的 37 頭白色斑仔猪群，包括 19 頭公仔猪與 18 頭母仔

猪，飼養至配種日齡時，每頭猪針對臉部、耳朵、頸部、左前肢、右前肢、背部、左腹

部、右腹部、左後肢、右後肢和尾巴等 11 個部位審視有無白色斑，選留白色斑出現部

位最多之 6 頭公猪與全數留種之 18 頭母猪，作為基礎族群第零代（G0）種猪。G0 代種

猪於 1993 年 7 月 1 日起至 8 月底計兩個月期間，採併欄配種方式，一欄內放入 3 頭母

猪和 1 頭公猪併欄飼養 10 天後，把公猪隔離出來，四天後再把公猪放入另一欄母猪群

內；公猪採此種輪替方式併欄配種是為避免因某頭公猪的授精能力低落而致母猪無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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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產仔的狀況產生。待產母猪於 11 月至 12 月間移入分娩舍生產 G1 代仔猪。待 G1 代

仔猪達五月齡時，稱重並選留體重不超過 20 ㎏且具有白色斑部位要最多之 6 公 18 母作

為 G1 代的種畜，並以半同胞近親與併欄配種方式生產 G2 代仔猪。爾後 G2 與 G3 代所

選留的 6 公 18 母亦採半同胞與併欄配種方式繁衍，生產 G3 與 G4 代仔猪；週而復始進

行一年一世代之選育模式。然自 2000 年起畜試花斑猪則改以全同胞兄妹配方式進行近

親品系選育，期育成兼具醫學實驗與休閒觀賞用途的迷你型猪種。近親選育之畜試花斑

猪各家族系譜如附件，選育流程則如圖 1；而選育過程中種畜家族流失的原因係因未達

下列選留標準： 

1. 出生時同窩活仔猪數未達 4 頭，且八週離乳育成率未達 70％者。 

2. 五月齡生長體重高於所有後裔平均體重者。 

3. 後裔育成後，全為單一性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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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別 世代 選   育   流   程 
1993  自蘭嶼猪保種族群中隔離出37頭具白色斑仔猪（19公，18母）

 
 
 
 

1993 G0 選留白色斑部位最多之 6 頭公猪與配 18 頭母猪 
 
採 1 公 3 母併欄配種 
 

 
1994~1999 G1~G6 選留白色斑部位最多之 6 頭公猪與配 18 頭母猪 

 
採 1 公 3 母併欄配種 
（半同胞近親配種） 

 
2000 G6 選留4頭公猪與配18頭母猪 

 
（全同胞近親配種） 

 
 

2001 G7 選留4頭公猪與配11頭母猪 
 
（全同胞近親配種） 

 
 

2002 G8 選留 6 頭公猪與配 12 頭母猪 
 
G0：種原基礎族群（隔離自蘭嶼猪保種族群之白色斑猪群）。 
G1~G5：半同胞近親選育一代至五代。 
G6：半同胞近親選育第六代，供作全同胞近親選育之種原族群，進行全同胞配種繁衍。

G7：全同胞近親選育第一代。 
G8：全同胞近親選育第二代。 
 

圖 1.  畜試花斑猪選育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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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項       目 期    間 說               明 
種原來源 1993 1.於 1993 年自保種族群隔離出的白色斑仔猪

群（19 公，18 母）為畜試花斑猪選育之基礎

族群。 
2.至配種日齡時，選留白色斑出現部位最多之

6 頭公猪與全數留種之 18 頭母猪，作為基礎

族群第零代（G0）。 
 

半同胞近親選育

（G1~G6） 
1994～1999 1.自 1994 年起，開始進行半同胞近親配種，

繁殖半同胞近親一代，隨後選留白色斑出現

部位最多者為下一代種畜，週而復始繼續繁

衍。 
2.半同胞近親選育二代（G2 代，1995）。 
3.半同胞近親選育三代（G3 代，1996）。 
4.半同胞近親選育四代（G4 代，1997）。 
5.半同胞近親選育五代（G5 代，1998）。 
6.半同胞近親選育六代（G6 代，1999）。 
 

全同胞近親選育

(G7，G8) 
2000～2002 1.自 2000 年起，選留前一年半同胞仔猪，即

為半同胞近親第六代（G6 代），開始進行全

同胞近親配種，生產全同胞近親一代。 
2.全同胞近親選育一代（G7 代，2001）。 
3.全同胞近親選育二代（G8 代，2002）。 

田間試驗 2001~2002 為瞭解畜試花斑猪近親品系於民間種猪場之表

型、毛色、生長與繁殖性能是否穩定，乃進行

民間場田間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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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飼養試驗報告 

(一)毛色分布 

由一封閉隻逢機配種蘭嶼猪群，因近親繁殖結果產生白色斑仔猪（37/244＝15.2

﹪），即供作畜試花斑猪選育基礎群族，結果列於表 1。身體各部位出現白色斑的族群頻

率由基礎族群的 85.3％，增加至 G1 代仔猪群的 97.2％和 G2 代仔猪群的 98.0％（P＜

0.05）。G1 代種猪的白色斑出現在各部位的平均為 95.9％，而 G0 代種猪的白色斑出現

在各部位的平均為 99.3％。G0 代的 24 頭種猪中僅有兩頭的耳朵不具白色斑，而 G1 代

的 24 頭種猪中有數頭的耳朵、頸部、右腹部和尾巴不具白色斑。G1 代種猪的毛色分布

較其親代（G0）有色斑部位略少，主要是因 G1 代種猪選留標準尚包括五月齡體重不得

超過 20 ㎏的限制。G2 代仔猪耳朵具有色斑的比率為 80％，其餘部位幾乎均有色斑存

在，平均有 98％仔猪在不同部位具有色斑。耳朵具白色斑的猪隻在原有保種區隔離群裡

有 59％（22/37），於 G0 代種猪選留時，亦僅有兩頭的耳朵不具白色斑，其 G1 代仔猪

的耳朵具有色斑增加為 99％（87/88）。G2 代仔猪 90 頭中白色斑出現在耳朵的頻率是 80

％（72/90），右與左前肢具有色斑頻率均為 99％，其餘如臉部、頸部、背部、左右腹部、

左右後肢和尾巴等部位均為 100％有色斑。不過臉部、頸部、背部和左右腹部的色斑，

計有白色斑和棕色斑兩種。當把 G2 代母猪三頭回交全黑的蘭嶼公猪時，計產下 14 頭仔

猪，毛色均為全黑，預測蘭嶼猪近親配種後產生的白色斑是一種隱性遺傳。國際上有關

猪隻毛色遺傳及其可能控制毛色遺傳基因座之研究主要是建立在 Hetzer 氏應用藍瑞

斯、波中、盤克夏、大黑、杜洛克、約克夏與貝斯梅爾壹號等猪種之探討（1945a, b, c, d, 

1946, 1947, 1948, 1954），以及 Ollivier and Sellier（1982）和 Rempel and Marshall（1990）

之文獻檢討，加上 Legault（1998）對中國猪隻研究與瑞典農業大學對約克夏顯性白基

因座和歐洲野猪種灰褐色與黑色素蓄積有關的擴散性基因之定位研究（Johansson et al., 

1992; Kijas et al., 1996; Mariani et al., 1996; Marklund et al., 1996）.然蘭嶼猪此種白色斑

可能非源自中國猪種的末端白（Legault, 1998）且與美國農業部克雷中心選育之合成品

系 WC 猪種的顯性白（Rohrer et al., 1997）不同。李與宋（1979）進行全同胞近親交配

試驗計分娩 14 胎仔猪，其中白色斑出現率為 3.2﹪（3/95）；隨後以其中公母各一頭繼續

全同胞繁衍，結果因仔猪活力差僅存活三頭（李等，1980；1982），故宋等（1988）指

出具大白色斑仔猪無法育成可能與白色斑附有隱性致死基因有關。然本研究之近親品系

白色斑猪隻並未有體弱不易存活之現象，故應與宋等（1988）所述隱性致死基因不同（李

等，1998）。 

(二)繁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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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留的 G0 代畜試花斑母猪 18 頭經併欄配種後，有一頭未受孕，故有 17 頭母猪產

下 G1 代仔猪，G1 至 G6 代母猪初產性狀如表 2。G0 代母猪平均每窩分娩活仔數為 5.18

±2.30 頭，計生產 38 公 50 母仔猪；然為配合研究成果發表與宣導，部份仔猪在離乳前

即離場展示，未再回場，故達八週齡時僅有 13 頭母猪有離乳記錄，平均每窩離乳仔猪

數為 4.69±2.29 頭，換算育成率為 90.5%(4.69/5.18)。G1 代選留 18 頭女猪，計有 18 胎分

娩，亦即每頭選留母猪均分娩一胎，平均每窩出生活仔數為 5.00±2.13 頭，合計有 50 公

40 母仔猪；達八週齡離乳時，僅有 14 頭母猪有離乳記錄，平均每窩離乳數為 4.21±1.77

頭，合計有 24 公 35 母仔猪離乳，離乳育成率為 84.2%（4.21/5.00）。G2、G3 與 G4 代

母猪每窩出生活仔數分別為 4.68±2.40、4.50±1.64 與 4.38±2.09 頭，離乳育成率分別為

87.4(4.09/4.68)、88.9(4.00/4.50)與 86.0%（3.77/4.38）。G0 至 G4 代母猪平均初產日齡介

於 312 日齡與 302 日齡之間。全同胞近親配種第 0 代，亦即 G5 代計有 14 頭母猪分娩，

平均每窩生產 4.86±1.79 頭活仔猪，計有 38 公 30 母仔猪，達八週齡離乳平均每窩仔猪

數為 4.29±1.98 頭，離乳仔猪育成率為 88.1％。G6 代選留 17 頭母猪，平均每窩出生活

仔數為 4.69±1.78 頭，合計有 34 公 41 母仔猪，達八週齡離乳時，有 15 頭母猪有離乳記

錄，平均每窩離乳 3.73±1.10 頭，合計有 24 公 32 母仔猪離乳，育成率 85.4％。G5 與

G6 代母猪平均初產日齡分別為 289±21 及 285±63 日齡。 

(三)生長性能 

畜試花斑猪自出生至五月齡期間，因受其外表毛色選拔流程所需，不符選拔準則的

仔猪通常於離乳後就予以隔離出選育族群，僅保留有七個部位以上具白色斑的仔猪至五

月齡。G1 至G5 代仔猪出生重、離乳時八週齡重與五月齡重依公母列於表 3。G1 代仔猪

有 37 公 53 母，平均出生重與標準偏差分別為 0.80±0.20 ㎏和 0.74±0.18 ㎏；G2 代公仔

猪（N=50）的出生重、八週齡重和五月齡重均較母仔猪（N=40）為重，但差異不顯著

（20.30±2.67 vs. 17.90±4.14，P>0.05）。G3 代仔猪有 55 公 48 母，出生重分別為 0.84±

0.14 ㎏和 0.87±0.16 ㎏；八週齡重分別為 7.05±1.65 kg（N=47），母為 6.53±1.37 kg

（N=43）。G4 代仔猪計有 31 公 32 母，出生重分別為 0.88±0.21 與 0.86±0.13 kg；八週

齡重分別為 6.30±0.67（N=29）與 6.18±0.39 kg（N=27）；G5 代仔猪計有 38 公 33 母，

出生重分別為 0.78±0.12 與 0.75±0.14 kg；八週齡重則為 7.09±1.28（N=24）與 6.64±1.64 kg

（N=32）。李等（1976）初步觀察自蘭嶼引種的小耳種猪體重，在限飼下公母五月齡重

分別僅為 6.8 和 10.7 kg；其後進一步比較引種母猪所生仔猪八週齡體重（李等，1977），

在限飼與任飼下成長到一歲齡的體重，公猪為 44~50 kg ，而母猪介於 67~84 kg；任食

下的猪隻會有過肥的現象。不過，李與宋（1979）比較近親一代與非近親後裔 154 日齡

（約為五月齡）重，分別為 15.77+6.59 和 21.62（19.75~23.50）kg，顯示近親導致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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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齡與一歲齡重分別減輕約 27 與 19﹪；而八週齡重約減輕 45﹪。李等（1980；1982）

就本省小耳種猪近親選育三代後，近親係數達 50%之第三代後裔 154 日齡體重下降為

11.2+6.2 kg且活力弱。宋等（1988）指出蘭嶼猪經近親選拔到近親係數為 58.7％時，仔

猪毛色會有白色斑出現。本研究應用具有白色斑仔猪為第零代種畜，預估近親係數應達

8 ﹪以上；但選育之畜試花斑猪八週齡重並未隨選拔世代增加而有減輕現象，且公母平

均重（除G1 代外）均在 6.00 kg以上。宋等（1986）於開發本省小耳種猪為實驗動物研

究結論指出小耳種猪出生、八週齡與五月齡之平均重分別為 0.55、4.69 與 12 kg，為一

種適合生物醫學試驗研究用的種原。若以畜試花斑猪五月齡重來和其比較時發現，畜試

花斑猪雖為一近親品系小型猪種（近親係數估值達 0.6190 以上），但體重較前者重 5~8 

kg，顯示其生長體重或許已不受近親度增加之影響。 

(四)體型性能 

G1 與 G2 代猪隻之體高、體長、耳長、耳寬、胸深、胸圍、前肢長、前肢管圍、後

肢管圍、臀寬、尾長、睪丸長與睪丸寬等體型性狀於五月齡稱重時一併量測，平均值與

標準偏差列於表 4。結果顯示：兩世代間五月齡體型性狀差異不顯著，且無性別差異

(P>0.05)。G2 代公母猪體高分別為 38.71±1.20 和 36.04±3.51 cm，體長分別為 63.90±3.53

和 54.75±12.31 cm，胸圍分別為 63.13±3.81 和 60.46±7.23 cm；此與宋等（1986）量測小

耳種猪出生至 27 週齡之體高、體長、胸深、胸圍、胸寬與臀寬等體型性狀時發現，24

週齡之體長(55 cm)與胸圍(55 cm)相等，而體高(30 cm)約為體長的一半之結論一致。 

(五)田間試驗結果 

為瞭解本選育猪群未來推廣於民間場穩定性為何，乃進行田間試驗，並選定位於台

南縣且通過 ISO 9001/2000 國際品質認證及 2001 年優良養猪場認證之優良種猪場－水

波種畜場為田間試驗場，進行 G6 代母猪與 G7 代仔猪之繁殖、生長、體型與毛色等性

能資料調查。於 2001 年間應用全同胞第零代（G6 代）種猪 2 公 4 母（已完成初產與二

產分娩者）於田間試驗猪場，進行田間試驗各項性能資料收集，母猪三與四產次繁殖性

能與其後裔猪生長性能測定結果如表 5。至 2002 年 10 月間計分娩 4 胎，分娩仔猪 13

公 17 母，仔猪呈花斑毛色者達 100﹪，平均每窩活仔數為 7.50±2.38 頭，八週離乳頭數

為 6.00±3.61 頭，離乳育成率為 78.06﹪。由於田間試驗猪隻均為經產母猪，故出生活仔

數較台東種畜繁殖場為高；後代（G7 代）出生重為 0.78±0.07 公斤、八週離乳重公母分

別為 9.70±1.14 和 9.56±1.13 ㎏、五月齡重公母分別為 24.00±6.06 和 25.00±3.72 ㎏。飼

養於田間試驗場之 G7 代猪隻八週齡與五月齡體重顯著較原場者為重，可能與其餵飼方

式及其飼料成分有關。猪隻達五月齡時，測量體高、體長、耳長、耳寬、胸深、胸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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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肢長、前肢管圍、後肢管圍、臀寬、尾長、睪丸長和睪丸寬等體型性狀，結果如表 6

所示。 

六、飼養管理及防疫措施 

(一)飼養管理 

飼養管理主要流程如圖 2 所示。種猪繁殖階段分為種公猪及種母猪待配、懷孕、分

娩與哺乳等期別。生長階段則分為出生、哺乳期(0 至八週)、保育期(八週至 15～20 ㎏

重)與生長期(20 ㎏以上)。茲將繁殖與生長階段各期之飼養管理要點依序說明。 

1. 種公猪：因一頭公猪可與配數頭母猪，故良好的公猪飼養管理著實重要。 

(1) 新購種公猪應注意血統來源、防疫及健康狀況。種猪進場前應隔離三至四週，

除密切觀察臨床疾病外，更應進行驅蟲及各項必要之免疫工作。 

(2) 不論採自然配種或人工授精，公猪使用頻率不宜過高，平均以三至四日配種或

採精 1 次為原則，並且需定期作精液性狀檢查。 

(3) 夏季時，精液品質較易降低，應設法以噴水或風扇等方法降低猪隻體溫與避免

熱緊迫，並於每日較涼爽時段配種，以增進母猪受孕率。 

(4) 留種公猪於 50 ㎏後應予限食，以免過肥。發育良好的公猪可於約六月齡起配

種，而每日餵飼含 15 %粗蛋白飼糧即夠其所需。 

2. 種母猪待配期：本期母猪包括剛離乳母猪和選留合格之種女猪，母猪於正常飼養管

理下，發情至完成配種。 

(1) 依選種目標訂定選留標準，選留適宜之猪隻供候補種猪用。 

(2) 種猪餵飼含 15 %粗蛋白之飼糧 1.2 ㎏，惟可視肥瘦度酌增減日糧。 

(3) 可應用公猪進行發情觀察與母猪催情，俾利精確把握最適配種時機，以提高受

孕率。 

3. 種母猪懷孕期：母猪懷孕期平均為 114 天，應特別注意避免母猪流產、死產或懷孕

終止現象發生。 

(1) 移動母猪時應避免粗暴的動作，分欄飼養時應避免發生爭食或打鬥現象。 

(2) 餵料量調控時機之把握，增料時機以懷孕後期為宜，惟應避免母猪過胖。 

(3) 應儘量避免母猪於夏季期間受到熱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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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娩和哺乳期：母猪於分娩期間，應特別注意避免難產的發生，必要時應予以助產。

同時，新生仔猪亦須注意保溫與避免疾病感染。 

(1) 母猪部份： 

a. 預產期前五至七天可將待產母猪移至分娩舍，提早讓母猪適應環境。 

b. 分娩初期儘量以含高纖維飼料餵飼，避免母猪發生無乳綜合症（MMA）。 

c. 分娩過程中，母猪若有難產現象，應儘速予於助產，並請獸醫人員協助處

理。 

d. 哺乳期間母猪以任食方式餵飼，但仍應注意避免母猪過胖現象發生。 

(2) 仔猪部份： 

a. 仔猪出生後須給予適當照料，越早吮初乳越好，且應特別注意保溫，仔猪

出生一週內的適溫為 30～35℃，爾後每週酌減 2℃至仔猪離乳適溫 28℃為

止。 

b. 仔猪於 10～14 日齡時採少量多次的方法教槽，教槽料粗蛋白質含量在 20%

以上，並應磨細以誘導仔猪吃料。 

c. 不留為種用之公仔猪應於出生後二至三週齡進行去勢手術。 

d. 仔猪於 56±4 日齡時實施離乳。 

5. 保育期：離乳、移欄、併欄或換料對離乳仔猪均會產生相當大的緊迫，故應予特別

照料。 

(1) 以少量多餐方式餵飼含 20 %粗蛋白質之易消化飼料，同時給予清潔飲水。換料

時應以漸進方式逐漸調整，避免發生營養性下痢。 

(2) 儘量採同胎併欄以減少打鬥發生，且進猪和移猪應以統進統出方式進行。 

6. 生長期：此階段應提供適宜飼料使猪隻充分生長，同時避免疾病發生和過度密飼現

象。 

(1) 進猪和移猪應以統進統出方式進行。 

(2) 餵飼含 18 %粗蛋白質之飼料。 

儘量提供涼爽環境，避免發生夏季熱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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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猪發身前（第一次發情） 

離乳母猪

    發情配種 

(站立穩定後12小時)

公猪 

配種 

 21天  重發情觀察

80天

114天

胎兒生長旺盛期 

分娩

母猪哺乳

發 

情 

間 

距 

 

種       

母       

猪

0天 

56±4天(離乳) 

8～15 ㎏ 

15～30 ㎏ 

淘汰 

  仔猪 

哺乳期 

保育期 

生長期 

種    

公    

猪 

母猪 
選留 

公猪 
選留 

圖2.  畜試花斑猪飼養管理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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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疫計畫 

臺灣地處高溫多濕的亞熱帶氣候區，疾病發生率偏高。因此，如何降低猪隻疫病發

生頻率，進而消弭於無形，則有賴於妥善的防疫計畫的訂定與各項措施的落實。茲建議

自衛防疫計畫與措施如后。 

1. 嚴禁車輛或非工作人員進入場區，上猪台與散裝飼料桶盡可能設在場區外圍。 

2. 外購種猪應隔離飼養與檢疫，並實施必要之免疫工作。 

3. 每月定期實施全面消毒，選取數種消毒劑，輪流使用；進出場區處應設置消毒池，

使用之消毒劑應依其有效期限經常更換。 

4. 病死猪隻應妥善處理，以杜絕疫病散播。 

5. 定期驅除內外寄生蟲，種猪每年驅蟲兩次，仔猪於保育階段驅蟲一次。 

6. 病猪應採取隔離措施，以防止疫病傳染；治療效果不佳者，應儘速予以淘汰，以避

免疾病擴散。 

此外，各項例行性免疫計畫(如下表)應依規定施打疫苗，並應注意查核購買之疫苗

是否檢驗合格、有效期限，以及疫苗之冷藏保存適當與否。同時，應列冊記錄各項防疫

措施備查，包括疫苗施打紀錄等。 
 
 

年  齡 種    猪 
疫苗種類

a

一日 三週 六週 八週 十二週 六月 候補 公猪 母猪 

猪瘟   *    * 
每年 
一次 

每年於空胎時接種

一次 

口蹄疫    * * * * 
每四個

月一次
每四個月一次 

猪丹毒   *    * 
半年 
一次 

每次空胎接種一

次，每年約接種兩次

假性狂犬病 *      * 
半年 
一次 

每次空胎接種一

次，每年約接種兩次

萎縮性鼻炎 *       
半年 
一次 

懷孕第 84 天時接種

一次 

日本腦炎       配種前

完成   
a
：使用疫苗種類依個別猪場需求訂定，建議依照疾病防治機關訂定之免疫計畫或製造

廠商產品說明書使用。 
*：施打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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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畜試花斑猪第零至二代色斑頻率 

世    代 
色斑出現部位 

隔離自保種族群 G0 代種猪 G1 代仔猪 G1 代種猪 G2 代仔猪

 ---------------------------------------   ﹪   --------------------------------- 

臉部 100（37）a 100（24） 100（88） 100（24） 100（90）

耳朵 59（22） 92（22） 99（87） 88（21） 80（72） 

頸部 86（32） 100（24） 95（84） 96（23） 100（90）

左前肢 92（34） 100（24） 97（85） 100（24） 99（89） 

右前肢 97（36） 100（24） 97（85） 100（24） 99（89） 

背部 89（33） 100（24） 98（86） 100（24） 100（90）

左腹部 86（32） 100（24） 95（84） 100（24） 100（90）

右腹部 84（31） 100（24） 97（85） 96（23） 100（90）

左後肢 76（28） 100（24） 97（85） 100（24） 100（90）

右後肢 73（27） 100（24） 97（85） 100（24） 100（90）

尾巴 97（36） 100（24） 97（85） 75（18） 100（90）

測定頭數 37 24 88 24 90 

平均值±標準偏差 85.3±12.2 99.3±2.4 97.2±1.5 95.9±7.9 98.0±6.0 
a括弧內數字為具有色斑的頭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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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畜試花斑猪初產繁殖性狀 
母  猪  的  世  代 

性    狀 
G0 G1 G2 G3 G4 G5 G6 

分娩胎數(A) 17 18 22 14 18 14 17 
出生活仔數(B) 5.18±2.30 5.00±2.13 4.68±2.40 4.50±1.64 4.38±2.09 4.86±1.79 4.69±1.78 

活仔猪總頭數（公/母） 88(38/50) 90(50/40) 103(55/48) 63(31/32) 57(37/20) 68(38/30) 75(34/41) 
初產日齡(日) 302±34 310±45 308±56 312±37 311±42 289±21 285±63 

八週齡離乳窩數 13 14 22 14 13 14 15 
每窩離乳頭數(C) 4.69±2.29 4.21±1.77 4.09±2.09 4.00±1.41 3.77±1.88 4.29±1.98 3.73±1.10 

離乳仔猪總頭數（公/母） 61(27/34) 59(24/35) 90(47/43) 56(29/27) 49(32/17) 60(32/28) 56(24/32) 
離乳仔猪育成率(C/B)，％ 90.5 84.2 87.4 88.9 86.0 88.1 85.4 
括弧內數值為猪隻頭數 
平均值±標準偏差 
G5~G6 為全同胞選育猪隻 
 

 



表 3.  畜試花斑猪第一至五世代生長性狀 

體  重，㎏ 
世代 性別 

出生 八週齡 五月齡 

公 0.80±1.20(37) 5.43±2.27(24) 21.27±4.01(10) 
G1 

母 0.74±1.18(53) 5.81±1.17(35) 20.68±4.87(13) 

公 0.81±0.30(50) 6.96±1.55(24) 20.30±2.67(8) 
G2 

母 0.71±0.27(40) 6.10±1.40(35) 17.90±4.14(12) 

公 0.84±0.14(55) 7.05±1.65(47) － 
G3 

母 0.87±0.16(48) 6.53±1.37(43) － 

公 0.88±0.21(31) 6.30±0.67(29) 21.27±4.01（15） 
G4 

母 0.86±0.13(32) 6.18±0.39(27) 20.68±4.87（22） 

公 0.78±0.12(38) 7.09±1.28(24) 22.22±1.42（14） 
G5 

母 0.75±0.14(33) 6.64±1.64(32) 21.02±2.11（27） 
括弧內數值為測定頭數 
平均值±標準偏差 
G5 代為全同胞選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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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畜試花斑猪第一與二世代五月齡體型性狀 

G1 代 G2 代 
性  狀 

公 母 公 母 

頭數 10 13 8 12 

體高，㎝ 38.68±2.15 37.50±3.39 38.71±1.20 36.04±3.51 

體長，㎝ 58.72±4.54 59.55±4.97 63.90±3.53 54.75±12.31 

耳長，㎝, 8.75±0.60 8.48±0.60 8.23±0.47 7.86±0.66 

耳寬，㎝ 7.09±0.61 6.64±0.53 6.55±0.61 5.96±0.59 

胸深，㎝ 25.42±1.55 25.31±2.78 23.31±1.09 23.44±2.42 

胸圍，㎝ 66.06±5.57 64.25±6.41 63.13±3.81 60.46±7.23 

前肢長,㎝ 17.18±1.35 17.45±1.55 17.29±1.26 16.83±1.20 

前肢管圍，㎝ 10.49±0.80 10.00±0.86 10.39±0.45 9.43±0.79 

後肢管圍，㎝ 10.54±0.77 10.06±0.47 10.56±0.45 9.69±0.75 

臀寬，㎝ 18.62±1.84 18.42±2.07 17.84±1.90 15.74±3.24 

尾長，㎝ 16.10±2.69 15.08±3.32 15.90±1.69 15.49±2.51 

睪丸長，㎝ 8.98±1.19 － 9.81±4.87 － 

睪丸寬，㎝ 3.33±0.41 － 3.40±0.31 － 

平均值±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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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畜試花斑猪第六代種母猪繁殖與子代生長性能田間試驗 

性    狀 台東種畜繁殖場 水波種畜場（台南縣） 

產次 1~2 3~4 

分娩胎數 17 4 

每胎出生活頭數 4.69±1.78 7.50±2.38 

活仔猪總頭數（公\母） 75（42/33） 30（13/17） 

八週齡離乳胎數 16 4 

八週齡每窩離乳頭數 3.73±1.10 6.00±3.16 

離乳仔猪育成率（﹪） 84.31±29.30 78.06±30.23 
公 0.78±0.12（38） 子代出生重，㎏ 
母 0.75±0.14（33） 

0.78±0.07（13） 
（出生重公母未分開計算）

公 7.09±1.28（24） 9.70±1.14（4） 子代八週齡重，㎏ 
母 6.64±1.64（32） 9.56±1.13（9） 
公 22.22±1.42（14） 24.00±6.06（4） 子代五月齡重，㎏ 
母 21.02±2.11（27） 25.00±3.72（9） 

括弧內數值為測定頭數 
平均值±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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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田間試驗畜試花斑猪第七世代五月齡體型性狀 
水波種畜場（台南縣） 

性    狀 
公 母 

頭數 4 9 

體高，㎝ 39.65±2.69 41.39±1.69 

體長，㎝ 63.63±3.77 65.12±2.98 

耳長，㎝, 8.33±0.39 8.38±0.44 

耳寬，㎝ 7.65±0.44 7.66±0.43 

胸深，㎝ 22.33±1.80 23.09±1.39 

胸圍，㎝ 68.50±6.56 69.91±3.75 

前肢長，㎝ 17.95±2.16 18.00±1.05 

前肢管圍，㎝ 11.28±0.66 10.60±0.37 

後肢管圍，㎝ 10.73±0.50 10.78±0.41 

臀寬，㎝ 18.13±1.07 19.42±2.43 

尾長，㎝ 13.08±1.06 12.56±1.19 

睪丸長，㎝ 8.15±1.38 － 

睪丸寬，㎝ 2.18±0.24 － 

平均值±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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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代（蘭嶼猪保種族群） 

 
蘭嶼猪保種族群中具白色斑的個體 

 
隔離後集中選育（採 1 公 3母併欄配種） 

 
哺乳中的花斑猪 

 
圖 3.  畜試花斑猪選育過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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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試花斑猪種母猪 畜試花斑猪種公猪 

 
 

初生仔猪 二週齡哺乳仔猪 

  
八週齡離乳仔猪 五月齡 

  
水波種猪場哺育狀況 在水波種猪場的育成期狀況 

  
在水波種猪場的育成期狀況 花斑猪戶外照 

圖 4.  畜試花斑猪各階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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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育種人員姓名及其資歷 

研究項目 研究年別 研究人員 職      稱 
保種區出現白色

斑記錄 
1987~1992 池雙慶 

吳明哲 
張秀鑾 
曾晉郎 
李啟忠 
陳文誠 

所長 
研究員 
副研究員兼系主任 
副研究員兼場長 
助理研究員兼股長 
助理研究員 

白色斑個體的隔

離與選育 
1993～1998 戴謙 

吳明哲 
張秀鑾 
曾晉郎 
李啟忠 
陳文誠 

所長 
研究員 
副研究員兼系主任 
副研究員兼場長 
助理研究員兼股長 
助理研究員 

全同胞近親品系

之選育 
2000～2002 王政騰 

吳明哲 
張秀鑾 
黃政齊 
李啟忠 
陳文誠 
朱賢斌 
鄭連春 

所長 
研究員兼分所長 
研究員兼系主任 
副研究員兼場長 
副研究員 
助理研究員兼股長 
助理研究員 
代理助理 

田間試驗 2001~2002 王政騰 
吳明哲 
張秀鑾 
蕭錦堂 
黃政齊 
李啟忠 
陳文誠 
朱賢斌 
鄭連春 

所長 
研究員兼分所長 
研究員兼系主任 
水波種畜場負責人 
副研究員兼場長 
副研究員 
助理研究員兼股長 
助理研究員 
代理助理 

命名登記申請 2002～2003 李啟忠 
朱賢斌 
張秀鑾 
李世昌 
陳文誠 
黃政齊 
吳明哲 
鄭連春 
廖仁寶 
陳佳萱 

副研究員兼系主任 
助理研究員 
研究員兼組長 
助理 
助理研究員 
副研究兼場長 
研究員兼分所長 
代理助理 
助理 
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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