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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记寻 猪
上海“四大名猪”保育调查 ·浦东白猪

有句话大家耳熟能详：“没吃过猪
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但对于浦东白猪
而言，则颠覆了这句俗语，因为现在很
多年轻人既没吃过，更没见过浦东白
猪。近年来，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
的提高，不少上海人怀念起“小辰光的
味道”，不知道浦东白猪们还安好吗？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全国唯一的

白色地方猪种——浦东白猪保种场。
已有200多年饲养历史的浦东白猪，被
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在
“猪家族”中的稀缺程度堪比大熊猫。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保种场全国仅此一处
浦东白猪的保种场位于浦东新场镇，沿

着宽敞的康新公路一路向南，驶入一条乡间

小路后画风突变，原生态的农村风貌展现在

面前。在经过严格的消毒消杀等流程后，记

者终于获准进入，得以一睹浦东白猪的“尊

容”。但在正式“见面”之前，还需接受红外

线消杀，换上两层防护服、专用套鞋等，车辆

也要通过消毒池才能停在保种场外。

如此“严阵以待”，只因饲养的浦东白猪

堪称猪类中的大熊猫，全国仅此一处，一旦

发生问题，意味着整个种群的覆灭。浦东白

猪，是上海本地四大特有土猪品种之一，被

国家农业农村部列为地方保护品种序列，还

曾获摘国内农产品评比金奖。它主产于上

海浦东新区，毛色全白，故称浦东白猪。“现

在市面上看到的白猪基本都是外国引进的，

中国地方猪种基本只有浦东白猪，四川也有

一种白猪，但额头上有黑色，仿佛是戴了一

副墨镜，没有浦东白猪毛色纯正。”上海浦汇

良种繁育科技有限公司场长沈大德介绍。

记者近距离观察，只见浦东白猪头面有菱形

褶皱，垂耳，鬃毛较粗硬。和许多猪从小被

剪去尾巴或拔牙不同，浦东白猪的尾巴细长

且上翘，“因为它们是纯自然生长，没有做过

‘医美’手术。”

沈大德是浦东南汇本地人，再过两个

月就到退休年龄了，和浦东白猪“青春作

伴”42年，可谓“择一事终一生”。他从上海

市农业学校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就来到这

里工作，成了浦东白猪的“守护者”。“同学

们多数都转行了，我是少数在农业岗位干

到退休的，和浦东白猪打了一辈子交道，或

许是不舍吧。”

公种猪“住房”最优越
让浦东白猪住得舒服、健康，是“养成

记”的首要条件。这个保种场共有17亩，建

造于20世纪80年代，由一幢幢平房组成，按

照公种猪、母种猪、亲子房、孕猪房等分成不

同房型，共有128头母猪、20头公猪。

物以稀为贵，公种猪可谓这里的“明

星”，它们都是经过两轮角逐、精挑细选出来

的“种子选手”，10头中才能选出1头，如果

中途发现问题还要被淘汰退出“决赛圈”，竞

争十分激烈。和其地位相匹配，公种猪的

“住房”条件也最为优越。步入公种猪圈养

房，只见里面被分为多个“单间”的围栏，光

线充足，通风良好，安装了排气扇、湿帘等，

冬天还有暖气设施，每个围栏在5到7平方

米左右。“公猪数量少，而且喜欢打架，所以

就享受到了单间的待遇。”

进入圈养场，一股臭味扑面而来，但和

一般的猪圈相比，这里显得干净整洁许多。

原来，浦东白猪从小受到“三定位训练”，在

定点地方吃饭、排便、睡觉，吃料的地方比较

干净。饲养员每天都要打扫猪圈，定期对猪

圈消毒消杀，防止猪瘟病等流行。

在保种场墙上，记者看到了一张“非洲

猪瘟防控明白纸”，介绍猪瘟的特点、临床症

状、诊断、防控等。“2008年的猪瘟让全国的

养猪场受到重创，当时我们也非常紧张，每

天都有人24小时在猪场值班，随时观察猪的

状况，并做好消杀。3年的疫情也安然度过，

一方面是因为防范措施得当，另一方面由

于浦东白猪平时营养好、活动空间大、体质

较好。”

每头猪均有“身份证”
既然是保种场，确保“优生优育”是首要

使命。步入另一间养猪房，记者眼前一亮，

和多数“躺平”或静静待着的成年白猪不同，

一股粉色系活力迎面而来。原来，这里是专

供母猪和猪宝宝的“亲子房”。“亲子房”是一

个套房，大间给猪妈妈，旁边的小间则是猪

宝宝的天下。当天，一头母猪刚刚生了8头

小猪崽，粉嫩可爱的猪崽一出生就精力旺

盛，围在母猪身边吃奶或玩耍，好像有使不

完的劲。有的被圈在“婴儿房”的小猪才出

生几天，但初生“猪犊”不怕虎，冲开“婴儿

房”的围栏，直奔妈妈的怀抱。

“这些猪看上去都差不多，怎么区分

呢？”记者询问。“这些小猪一出生就会获得

专属身份证号码。”保种场副场长汪华军告

诉记者，只见墙上悬挂的记录牌上，记录着

猪妈妈和猪宝宝的编号、猪宝宝的出生日期

等信息。区分每头猪的“密码”就藏在猪的

耳朵里。只见每头猪的耳朵上都有一个缺

口，是一出生时就被夹出的“耳缺号”。根据

耳缺所在的左右耳位置，分别意味着1、10、

100、1000等数字，组合而成4位的编号，加

上猪的“族谱”，形成独特的“摩尔斯电码”，

这样，每头猪的身份证号码就不会重复了。

不仅在“亲子房”里有“记录牌”，在保种

场办公室里，每只种猪都有专属的成长档

案，猪爸猪妈的耳号、出生日期、进场出场日

期等都记录在案。记者看到，这样的“档案”

已经编辑到了第14本。

把每头猪的“家底”都记载得如此详细

是为了什么？原来，保种场承担了每年至少

有48窝新生猪崽的保种任务，但并不只是数

量上的要求。“要让浦东白猪的品种保存好，

还要讲究科学、优生优育，避免近亲繁殖。”

为此，记录清楚每头猪的“族谱”，三代之内

不能有亲缘关系，可以防止近亲繁殖，保证

种猪的优良基因代代相传。

“优生”的同时还要“优育”。记者发现，

不同种猪的喂料内容有所不同，按照生长阶

段、性别的不同，分为7种不同猪料，确保它

们获得适合的营养。比如，小猪出生7到10

天左右，除了母乳外，就要开始补充小颗粒

饲料了，好比婴儿的“配方奶粉”，保证获取

充分的营养，其中包含玉米、进口鱼粉、钙

粉、赖氨酸等成分，富含维生素A、维生素E、

维生素D3，以及叶酸等。考虑要让小猪易

消化，其中蛋白的含量偏高，有利于增强小

猪的抵抗力。而成年白猪的猪料成分里蛋

白质有所减少，但能量上升。“总体而言，根

据它们的不同成长阶段需求对蛋白质、碳水

化合物、维生素、脂肪等合理配比，确保种猪

健康成长。”

尝试高端产业化路线
吃过浦东白猪肉的市民回味“小辰光的

味道”时，都赞浦东白猪肉质鲜美，无论清

炖还是红烧，都自带一种天然的芳香，但为

何如今浦东白猪肉渐渐退出市民餐桌了

呢？“我们在保种的同时，也一直想寻求产业

化之路。但由于保种场规模有限、周边缺少

屠宰场等因素，产业化道路举步维艰。”沈

大德说。

上海市畜牧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陆雪

林曾经主编过《上海四大名猪》一书，对此

也有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告诉记者，浦东

白猪的优点是毛色全白、繁殖力高、耐粗

饲、适应性强、肉质风味好，缺点是肥肉比例

较高、生长速度较慢、饲料转化效率低。尤

其是自从外国“洋猪种”引进中国后，因为

“洋猪种”瘦肉率高、生长速度快，很快抢占

了中国市场，本土猪种的比例大幅下降，有

的甚至濒临灭绝。

“但正如人们吃多了洋鸡后发现，论品

质和口感还是本土鸡种好，这几年本土鸡种

的比例大幅回升。但如果之前没有给予本

土种鸡充分保护，有的品种就可能灭绝了。

为此，国家近年来加大了种源畜牧业的普查

和保护力度，全面实施种业振兴实施方案。”

陆雪林认为，本土的优质种源好比畜牧业的

“芯片”，不但要保护更要充分开发利用，未

来发展空间还是很大的。

他建议，针对市民对食品品质要求越来

越高的趋势，可以尝试走高端的产业化路

线。通过将本土种猪和“洋猪种”杂交成“混

血猪”的方式，汲取各自优势，加快产业化的

道路，并向长三角区域拓展。同时，由于浦

东白猪只有一处保种场，最好有“备份场”，

防患于未然。

令人欣喜的是，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浦

东已经在老港筹划建设一处新的浦东白猪

保种场，占地30多亩，可以养殖近300头种

猪。同时，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中国

地方猪的风味，从去年

下半年开始，相关部门

已经在筹划浦东白猪

的“香雪白猪”配套系

开发，努力满足集约化

商品饲养及市民对优

质猪肉的需求。

“舌尖上”的浦东

白猪何时归来，令人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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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东白猪保种基地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均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浦东白猪保种场外景 采访对象供图

■ 成年浦东白猪公种猪

■ 即将满月的一窝浦东白猪猪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