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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猪產業特別是種猪業者，對於育種價並不陌生，到國外挑選購買種

猪時，賣方也多會附上育種價估計值，當業者出售種猪到台灣以外地區時，

買方也希望台灣業者能夠提供相關資料，因此我問了身邊的同事，有動物

科學系剛畢業的學生，也有資深的研究人員，有趣的是，雖然大家都聽過

育種價，可是沒有人能清楚解釋甚麼是育種價，因此想藉這個專欄，從實

務的角度和大家分享一些心得。 

猪場管理人員，通常會先根據幾種重要的經濟性狀記錄，進行評估及

選拔，挑選出性能表現優異的猪隻，留下來做為種猪，然後再決定要用來

繁殖下一代之母猪，以及配種所需要之公猪，並決定親代配種生產的次數，

與子代繁殖的數量，以指定配種的方式生產子代。透性能選拔與配種控制，

確保下一代之猪隻基因組之平均性能表現，要比上一代好，可有效改良整

體猪群性能。 

飼養管理和疾病控制對是否比育種重要？是否會影響到育種價計算？ 

這裡以車輛性能做為比喻來說明，會比較容易理解。若將性能優異種

猪視為高級跑車，而將性能普通種猪視為入門代步小車，當猪隻發生疾病

必須淘汰時，如同車輛故障必須報廢，因無法駕駛，比較性能沒有太大意

義；當車輛缺乏定期維修保養，機油老化無法潤滑機件，引擎容易過熱，

車輛也跑不快，而且高級跑車的維修保養費用通常要比小車來的高，好比

母猪生產仔猪數量較多，通常需耗費較多人工來照顧；更何況當市中心發

生嚴重塞車時，先到達目的地的還不一定是高級跑車，因此在特定飼養管

理條件之下，其實每年離乳仔猪頭數是有一個上限，如同在非柏油路面且

陡峭彎曲的山路上，最高時速很難超過 30 公里，駕駛時速可達 200 公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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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車，不但沒有機會發揮性能，還要負擔較貴的購置及保養費用。換句話

說，不是飼養管理和疾病控制(道路速限)比育種(車輛性能)重要，應該說

是道路速限不提高，車輛性能無法發揮，反過來說，即使努力一直提高速

限，但若車輛性能跟不上，速度也無法加快。當飼養管理和疾病控制沒有

上軌道，投入育種會增加工作和財務負擔，卻沒有明顯效果。猪場若要有

效地利用育種來改善性能並降低成本，飼養管理和疾病控制必然也要有一

定水準，且由於飼養管理已標準化(相同道路環境及相同駕駛)，又沒有疾

病干擾(車況均十分良好)，育種價之估計值(車輛性能比較)也會比較準確。 

若已參加中央檢定且有系譜與基因檢測資料是否還需要育種價？ 

性能選拔與配種控制為育種的兩個重要方法，配種時可以採用人工授

精方式來擴大選拔效果，如果選拔發生錯誤，對猪群的負面影響也同樣會

被放大。為了提高選拔結果的正確性，通常利用檢定的方式來獲得生長資

料，計算生長性能指數，然後配合系譜與基因檢測結果，做為選拔配種的

依據，而這樣評估的方式，是否能夠達到對於選拔正確性的要求？ 

中央檢定提供了一個標準平台，評估來自不同猪場猪隻的生長性能。

如果以高中學測做比喻，相當於每一次學測，只由其中幾個高中，分別指

派幾位同學做代表，到指定考場參加測驗，所有測驗科目分數，經標準化

及加權後，產生一個學習能力指數，作為分發學校的依據。請問該校沒有

參加測驗的同學，是否可以參加測驗同學之成績申請分發？或者若第二次

學測的分數沒有第一次學測成績好，是否可以用第一次學測的分數做為第

二次分發的依據？ 

第一次學測可能因為題目較簡單，所以成績較好，但因參加測驗的人

員不同，所以成績無法交互採用做為分發的標準。同樣地，中央檢定成績

只是該次檢定，全部猪隻互相比較的結果，因此不同批次猪隻，生長性能

難以被正確比較，買方知道這隻猪是十二月(涼季)拍賣中最好的猪隻，但ATIT



是生長性能是否真的比上一次八月(熱季)所購買的猪隻更好？而且中央檢

定是由幾個猪場選擇少數猪隻來參加檢定，並非場內猪隻全部都參加檢

定，只憑同胞兄弟之檢定成績做為選拔標準，可能會有很大誤差。況且同

胞兄弟之間系譜完全相同，又沒有性能檢定記錄可以參考，系譜所能提供

之幫助也十分有限。 

多基因遺傳性狀(或數量性狀)，其性狀表現為連續型，例如猪的生長

速率或增重，受到許多基因的影響，但每一個基因對此性狀的效應很小，

這些基因分佈在不同的基因位置上，每一基因位置上可以是促進或是減緩

生長速率的基因，這些基因稱為數量性狀基因，而含有最多促進生長基因

之組合為最佳基因組合。並非每一個因基因都具有容易辨認之多型性，因

此通常以標記基因來輔助標示，因為無法逐一標示出所有的基因，所以改

用育種價的方式來估計含有促進生長基因之多寡，做為判斷猪隻是否帶有

最佳基因組合的工具。帶有最好基因組合的猪隻才有育種價值，可以將優

良的基因傳遞給下一代。經由配種繁殖，特定基因組合會被打散，無法直

接傳遞給後代，但猪群帶有優良基因的比例將不斷增加。 

基因檢測對於單基因性狀的選拔效果顯著，例如緊迫敏感基因之選

拔，可以快速且有效地去除那些不利於猪隻生產之基因。但對於多基因遺

傳性狀，選拔單一優良基因時，則須考慮該基因對性狀之影響程度，影響

程度超過 10%以上，才有考慮的價值。影響性狀表現程度超過 10%以上的基

因稱為主要數量性狀基因，然而單一基因影響程度超過 20%以上並不多見。 

以學測為例說明，假設學測一共考 10 科(10 個基因)，總分為 1000 分，

其中數學科佔 200 分，歷史佔 50 分，由於數學佔學測總成績的 20%，所以

把數學當作是主科(主要數量性狀基因)，若只以數學成績做選拔(只看主要

數量性狀基因，例如高產基因)，等同於相信只要數學成績好，學測總成績

一定高，然而這未必與事實相符。當入學審查除了考慮學測成績外，如果ATIT



還考慮在校學科成績，術科成績，與參加比賽成績，且全部四項各佔四分

之一，如同影響性狀表現因子，除可加性基因外，還可能受到基因間交互

作用、氣候、環境，飼料、營養、飼養及管理所影響，可加性基因的影響

比率又稱為遺傳率。對於入學審查結果，學測總成績有 25%影響力，而只看

數學成績時，影響力只有 5%，準確性不高，且一旦被全面固定後，影響力

只剩 0%。 

因為無法辨認出該性狀所有的數量性狀基因，且採樣送實驗室鑑定數

十種基因型所花費的成本，目前仍難以被接受，一般以育種價代表動物身

上所有可加性基因的影響。育種價無法直接測量，而是根據猪隻本身、親

代、後裔及親屬等之性能表現記錄，以統計方法排除環境與飼養管理方面

的干擾，估計出受到可加性基因的影響，比使用單獨基因來代表整個複雜

性狀，會更加經濟而且有效率。 

育種價有幾種？為何同一頭猪去年和今年算出來的結果不太一樣？育種價

是否也需要針對年份、季節或胎次等因子做修正？ 

曾有同事要求幫忙算育種價，問他要算哪一個性狀的育種價時，他很

驚訝的問說育種價不是只有一種嗎？事實上，育種價只是估計動物身上所

有可加性基因(可以由親代傳至子代)對性狀的影響，大部分的數量性狀都

可以計算育種價，每一隻動物身上與性狀相關之可加性基因的種類與數量

並不相同，因此每一隻動物會有自己的育種價。 

估計的過程中，應將可能影響該性狀的因子和資料，包含到統計分析

中，來提高估計的準確性。因此育種價的估計值，會隨著每年資料量的增

加、統計方法的改變以及分析參數的調整而略有差異，特別是年輕新公猪，

其育種價可能會隨著後裔數量的增加，而有較大幅度的修正。當一頭公猪

擁有完整的系譜，而且有數百頭後裔資料可供分析評估時，估計準確度會

提高，而且以育種價進行排序時，名次也會比較為穩定，這也是育種前需ATIT



要全場進行場內檢定並建立完整系譜資料，然後整合所有猪場資料進行統

計分析的主要理由，美國及一些歐洲國家，各國設有單一機構來負責資料

整合及育種價計算，目前台灣並沒有這樣的規劃。 

傳統上以外表型來評估選拔猪隻，以活產仔猪頭數來說，同一頭母猪在

不同年份、季節、營養或胎次等因子影響下，表現會有差異，必須要修正。

要估計季節修正系數，必須同時有冷季和熱季的資料，如果冷熱季各取一

頭，由於個體之間對冷熱的適應調節能力不同，難以分辨差異究竟是冷熱

還是個體所造成，如果在同一年、同一胎次、相同飼料及相同管理條件下，

分別在冷熱季各蒐集數十頭母猪資料，則有機會估計出季節影響程度並加

以修正。那年份年年增加，是否要每年重新計算系數再修正呢？如果冷熱

的適應調節能力會隨胎次而改變，是否要針對個別胎次提供不同修正係數

呢？ 

育種價計算時以將系譜、環境與飼養管理等影響效應，全部都納入統計

分析模式，因此所得到之育種價估計值，已排除年份、季節或胎次等因子

之影響，不需要再修正，也因此，當動物評估全面改用育種價之後，就不

需要再去重新估計修正係數了。 

改用育種價之後，那生長性能指數或繁殖性能指數是否也需要改變？ 

多性狀一起選拔時，所要評估的性狀有好幾項，一般會採用指數的方

式來進行，例如母猪繁殖性能，範圍涵蓋很廣，假設最後認為活產仔猪數

及離乳窩重兩項最為重要，將兩個項目標準化後，依照重要性加權再相加

所得到的稱為指數。以學測為例，如果認為國文、英文、數學、理化及史

地五項同樣重要，每科滿分為一百分，總平均即為一種指數(每科加權相

同)。如果數學系認為所收新生數學能力比較重要，影響入學決定佔 40%，

理化及史地各佔 10%，國文及英文各佔 20%，並不需要重新考試出題讓數學

滿分為 200 分，理化及史地滿分為 50 分，只要各科乘上所佔比重(加權)再ATIT



相加即可。 

但是活產仔猪數及離乳窩重分別代表個數與重量，針對年份、季節或

胎次等因子修正後，還必須標準化，去除單位後，加權再相加得到指數。

標準化後所產生的指數，其高低所代表的效益，不容易被理解，加權比重

之調整也缺乏客觀的依據，因此也有採用經濟加權的方式。每增加一頭活

仔猪所增加之利潤以幣值為單位表示，每增加一公斤離乳窩重所增加之利

潤也以幣值表示，則兩者單位相同可直接相加，此時指數單位仍然為幣值，

代表選拔該動物所能增加的利潤，比較容易理解。活產仔猪數及離乳窩重

之加權比重則由市場決定，反應在性狀提升的價格轉換過程，當市場小猪

價格很高時，則每增加一頭活仔猪所增加之利潤自然較高，但經濟加權值

需經常更新，才能適時地反應市場價值。 

育種價代表該性狀可遺傳部分，為性狀測量值所分離出來的一小部

份，單位與測量值相同，育種價不需再對年份、季節或胎次等因子修正，

可直接標準化後計算指數，或以經濟加權方式計算經濟指數，稱為育種價

指數，有別於目前之外表型指數。由於育種價採計本身、親代、後裔及親

屬等之性能記錄，並以統計方法排除環境與飼養管理方面的影響，而外表

型只採計本身性能記錄，並根據過去資料有限的修正少數因子影響，基本

上來說，育種價指數之準確性優於外表型指數。 

有哪些軟體可以算育種價？可以找誰幫忙？ 

傳統育種價之估計市利用統計上之線性混合效應模型，因此可使用 SAS

或 R 等統計軟體計算育種價，也可使用專用軟體，例如 VCE 或 DMU 等軟體，

甚至使用更低階之 FORTRAN 或 C 語言來計算，但不論使用哪一類軟體，都

需要撰寫程式，而且指令介面並不是十分友善。一般動物科學系主修數量

遺傳之碩士畢業生，應該都能勝任育種價的計算，也可以委託各大學或畜

產試驗所等學術研究機構協助計算。動科所未來也將陸續建立育種資料交ATIT



換標準，發展中文化之計算軟體，納入生物科技，整合猪場、檢定站及精

液供應中心記錄，與畜產會合作納入登錄資料庫，建立猪隻遺傳評估體系，

並改進育種技術，以服務國內養猪產業。 

但須注意的是，如果只使用單一猪場資料，雖可適用於場內評估選拔

使用，對外則因為沒有修正場別等效應，較缺乏說服力。育種場應先確定

育種目標，決定所要選拔性狀，以全場檢定的方式，詳實紀錄各項數據，

要確保記錄資料的完整性與正確性，才能獲得準確的育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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