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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北京3月8日电(向一鹏)良种是提升生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印遇龙建议，加快形成以种猪育种技术创新为核心，以生猪产业为载体的中国生猪种业新质生产力。


　　中国是生猪养殖大国。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生猪出栏72662万头，猪肉产量5794万吨。


　　过去近40年，印遇龙一直聚焦生猪养殖，笑称自己是名“猪倌”。印遇龙介绍，目前中国生猪养殖仍然以引入品种“杜长大”为主，但引入品种猪肉品质普遍不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民众越来越追求更佳风味和更优品质的猪肉。


　　“目前中国优质猪肉市场存在巨大缺口，进行优质猪新品种设计与培育是解决优质猪肉市场供给的关键。兼顾产肉量与肉质进行选育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猪育种的重要方向。”印遇龙表示。


　　“我国猪基因组选择技术和配套系培育已具备扎实基础。”印遇龙说，建议利用已筹建的金华猪、太湖猪、宁乡猪、藏香猪和荣昌猪等地方猪优质种质资源库，构建猪优质设计育种技术体系，将基因组选择等前沿生物育种技术和常规育种技术结合，培育兼具肉质优秀、性能高产、抗逆抗病特性的优质猪新品种或配套系。


　　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优质猪肉生产效率低的产业难题，印遇龙认为，可采用肉质性状活体表型数据智能采集技术，进行猪性能测定数据数字化，通过整合多组学提高全基因选择准确性，突破肉质性状选择准确率低的问题，解决好产肉效率与肉质之间的难以协同改良等难题。


　　印遇龙同时建议，整合国内外多家具备相关研究基础的科研单位资源，推动生猪育种关键共性技术广泛应用于重大新品种或配套系培育，构建产学研融合的“商业化”育种协同攻关体系。(完)
 【编辑:胡寒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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