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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远著 　 动物遗传育种专家 。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８日出生于湖北省竹山县 。 １９５９ 年毕业于华
中农学院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长
期从事动物遗传育种特别是瘦肉猪育种工作 。
主持育成我国高瘦肉率的瘦肉型母本新品种湖

北白猪及其品系 。 １０余次引进世界名优猪种资
源 ，主持培育的杂优“杜湖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成为我国畅销港澳地区的名优瘦肉猪 。 ８０ 年代
提出我国瘦肉猪专门化品系选育技术路线与方

法 ，主持培育出 ７ 个专门化父母本品系 ，形成了
具有我国特点的瘦肉猪多元配套系 。 建立了
PCR 、RFLP等快速准确检测氟烷基因型的分子
生物技术 ，提出 RYR１基因多重效应的利用原理
与方法 ，培育出瘦肉猪抗应激品系 。建立了我国
第一个种猪测定中心及农业部种猪质检中心和

部猪遗传育种重点开放实验室 ，在校内创办了产
学研相结合的 １ ．５万头规模育种试验猪场 。主持
组建国家家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种猪测定

中心 ，创造了良好的工程技术效益 。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三等奖各 ２项和省部级科技进步
奖 １０ 余项 。 １９９９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从大山走来

我的故乡竹山县地处秦巴山区腹地 ，因境内
茂林修竹 、山清水秀而得名 。这里人杰地灵 、文
化底蕴深厚 ，辛亥首义元勋张振武 、劳工大律师

施洋 、国画大师袁白涛等革命家和艺术家均出生
于此 。我踏着先贤的足印 ，一路从大山走来 。

一 、立身以勤学为先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 ８ 日 ，我出生在竹山县城关的

一个衰落的书香世家 。 我的父亲是本地私塾教
师 。 １９３６ 年 ，我在竹山县城关镇小学启蒙读
书 ，１９４２ 年升入竹山县初级中学 。 在父亲的影
响下 ，少年时期的我对古代诗文和史书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阅读了大量的古文 、诗赋和史书 ，
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 １９４５ 年 ，我以总分第
３ 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北省第八高级中学 。 拎着
母亲打点的行装 ，我开始走出山寨 。 远离父母
的学习生活 ，锻炼了我的坚强意志 。 我学习刻
苦 ，勤奋努力 ，常常是同学们早已进入梦乡 ，我
还在月影婆娑下挑灯夜读 ；我酷爱英语 、数学 、
化学等功课 。 记得 １９４６ 年的春天 ，我患了“伤
寒” ，医生嘱咐要休息 ，不能上课读书 。 但那时
的我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努力读书 ；为了不影响
学业 ，我向同学借课堂笔记裹着棉被自学 。 直
到今天 ，我的这一信念仍然没变 。

１９４８ 年秋 ，我高中毕业 。 受战争的影响 ，
不能到武汉报考大学 ，不得不回竹山 ，在竹山县
简易师范学校做代课教员 。 为了备考大学 ，
１９４８ 年年底 ，我邀约几位好友翻山越岭到四川
万县辅成学院读书 ；次年 ９ 月 ，再赴重庆重华学
院和亲戚家备考补习 ；１９５０ 年初 ，我回到竹山
县当民办小学教员 。

１９５０ 年秋 ，竹山县教育科推荐我到武汉报
考大学 。 武汉大学 、地质大学 、湖北农学院等几
所高校均录取了我 。 出于兴趣和爱好的考虑 ，
我最终选择到湖北农学院学习 。

那时的学校 ，学籍管理比较灵活 ，专业选择
比较自由 。进校之初 ，我总希望找到一个自己
喜爱的专业就读 ，于是先后选择了植物保护 、园
艺 、森林 、兽医等几个专业试读 。 一次偶然的机
会 ，我与同学们一起观摩了第四野战军兽医处
一位日本学者作外科手术的演示 ，被其娴熟的
技术所折服 ，从此树立了学好兽医专业 ，为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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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事业贡献力量的信念 。 正当我踌躇满志 、
潜心攻读学业之际 ，１９５４ 年 ，一场久治不愈的
“五更痢”迫使我不得不休学治疗 ，１９５５ 年我回
竹山故里休学治病 ，１９５７ 年病愈返校 。

１９５２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并 ，湖北农学院 、
武汉大学农学院全部系科以及中山大学等 ６ 所
综合性大学农学院的部分系科组建成立华中农

学院 ；１９５７年 ，华中农学院兽医专业被调并到
其他高校 。 返校后的我 ，面临着重新选择专业
的问题 。 那次观摩手术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
了 ，因此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兽医专业相近
的畜牧专业 ，并插班到二年级学习 。

积蓄已久的求知欲望 ，使我在学习上孜孜
不倦 ，除完成常规的学习任务外 ，我还自学一些
名著 ，如达尔文的枟进化论枠和枟物种起源枠 、孟德
尔的枟遗传学枠等 ，这些经典名著 ，不仅丰富了我
的学识 ，也培养了我缜密的思维方式 ，为以后在
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二 、跋山涉水求真知
１９５９ 年秋 ，我毕业后留校任教 。 学校安排

我到畜牧场兼职锻炼 ，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各种
家畜家禽 ，感受到生产实际要比书本理论复杂
得多 ，意识到要饲养好家畜家禽 ，也有很深的学
问要做 。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初 ，为摸清地方猪种资源情
况 ，我与湖北省农业厅 、华中农科所的同行们开
始了对湖北地方猪种资源的调查 。当时工作条
件很差 ，交通十分不便 ，我们跋山涉水 、走村串
户 ，逐村调查 。 有一次 ，为了了解钟祥县一农户
家养猪情况 ，我们调查组爬了几十里山路 ，在大
山深处找到这户人家 ，弄清了这家的养猪情况 。
就是这样 ，凭着一个信念 、一种精神 ，历经三度寒
暑 ，从平原 、丘陵到山区 ，走遍了湖北及毗邻省份
６６个县市的村村寨寨 。采用座谈 、办班 、个别调
查等方式 ，对 ６６个县市的猪种类型 、特征 、源流 、
分布以及性状形成的条件 、过程 、民间养殖经验
等进行了详细的追踪调查 、登录和资料收集
整理 。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 ，受农业部畜
牧总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特聘 ，作为枟中国家
畜 、家禽品种志和品种图谱枠全国编委会的编
委 ，我再次参加了全国猪种资源调查 ，与养猪界
的几位知名专家一道先后赴浙江 、湖南 、广东 、
广西 、安徽 、江苏 、海南 、东北及西北等地调查 。
白天 ，我们深入田间 、地头与农牧民交谈了解情
况 ；晚上 ，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调查资料 。 这段
经历使我掌握了我国养猪生产情况的第一手资

料 ，对我国种猪资源及养猪生产有了深刻的了
解和认识 ，为以后开展猪种选育与改良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 ，也让我更加坚信 ：只有在实践中才
能求得真知 。

三 、咬定青山不放松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初 ，在充分调查研究我国

猪种资源情况 、分析世界猪种类型演变和市场
需求变化趋势的基础上 ，我提出了在我国开展
瘦肉猪育种工作的设想 ，该设想得到湖北省科
委的支持 ，１９７２ 年我主持承担了“湖北白猪选
育研究”课题 。 制定的瘦肉猪育种方案得到畜
牧界知名专家和前辈的认可和支持 。

“万事开头难” ，开始的选育工作并不顺利 。
由于想快速育成品种 ，加之对近交危害的认识
不足 ，基础群组建比较仓促等 ，新品种在横交固
定阶段采用了高近交 ，结果导致了严重的近交
衰退现象 。当时的饲养工人戏言 ：“熊老师的猪
长不动 ，半年只有五六十（市）斤 。”

杂交后代所表现出的不良性状 ，给课题组
和湖北省科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当时有人认
为 ：中国人现在肥肉都没有吃的 ，搞什么瘦肉
猪 ！ 也有人认为 ：选育瘦肉型猪是崇洋媚外 ，饲
养瘦肉型猪需要精饲料 ，国家现在这么困难 ，花
这么多钱培育瘦肉型猪不值得 ！

在失败和压力面前 ，我没有气馁 ，坚信失败
只是一个过程 。 只要找到失败原因 ，就会有成
功的希望 。 我们集思广益 ，分析原因 ，重新修
订 、完善选育方案 。 我们执著地认为 ：猪育种的
周期长 ，必须从现在着手研究 ，否则就满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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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瘦肉的需要 ；我们执著地相
信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高
蛋白低脂肪的猪瘦肉将会成为我国人民对肉食

品的首选 。 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 ，我与工人吃
住在一起 ，工作在一起 ；为了长时间在现场观
察 、琢磨 ，猪舍成了我们长年累月的“家” 。有了
上次失败的经验与教训 ，我和课题组的同事们
一起 ，在基础群的组建上下功夫 ，提高了基础群
的质量 ，并采用测交等方法清除不良的遗传基
因 ；在横交固定阶段 ，改高度近交为温和近交 ，
并控制每个世代的近交增量 ，防止或降低近交
的不良影响 。 经过课题组的不懈努力 ，历经十
余年 ，终于在 １９８６年成功地培育出我国高瘦肉
率的母本新品种 ——— “湖北白猪”及其品系 。 专
家鉴定认为 ：“湖北白猪生长速度 、瘦肉率居国
内领先 ，产仔数和肉质性状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这项成果获 １９８８ 年湖北省科技进步特等
奖 ，并已推广到 １０余个省市 。

四 、浮沙吹尽始见金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大陆供应到港澳的活

猪因肥肉太多 、品质差 ，面临失去港澳市场危
险 ，为解决这一问题 ，我于 １９７９ 年提出了引进
国外猪种建立改良体系 、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
键技改方案 ，国家外贸部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
采纳了我的方案 ，并付诸实施 。 于是 ，我十余次
赴欧美考察并从原产地引进世界名优猪种 ，在国
内规划建立了一批引进种猪育种核心群 ；主持建
立了我国第一个种猪测定机构 ———中国武汉种
猪测定中心 ，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种猪测定制
度和技术规程 ；组织对我国引进的核心种猪群进
行集中测定 ，提高了亲本品种的纯度与质量 ；并
规划建立了 ７０ 多个供港活猪基地 ，形成了生产
优质瘦肉商品猪的繁育体系 ，为提高我国供港活
猪的竞争力和良种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主持
国家“六五”瘦肉猪科技攻关 ，以培育中的“湖北
白猪”为母本 ，引进的名优瘦肉猪为父本 ，进行
系统的杂交组合试验 ，优选出风味好 、瘦肉率高
（达 ６４ ％ 以上） 、生长快且肉质优良的杂优“杜

湖猪” 。 １９８３ 年“杜湖猪”批量试销港澳地区 ，
深受欢迎 ，首次成为我国畅销港澳的名优瘦肉
猪 。 湖北当时在港澳有“东风车 、杜湖猪”的美
誉 。 “杜湖猪”获 １９８５ 年香港猪商会和外贸部
门金杯奖 ，“杜湖猪”的选育及其配套技术获
１９８８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该成果列为国家
“八五” 、“九五”重大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 ，针对国内外市场需求变
化和世界猪育种向专门化品系发展的趋势 ，我
提出了我国瘦肉猪专门化品系选育的技术路线

与方法 ，并应用于猪的育种实践和科研中 。 先
后主持培育出湖北白猪 Ⅲ 、Ⅳ 系 、中国瘦肉猪新
品系DIV系 、HN ９５ 新品系 、杜洛克猪新品
系 、华贸 １ 系等专门化父母本品系 ，形成了适应
不同市场需求变化并各具特色的瘦肉猪多元配

套系 。 其中“中国瘦肉猪新品系D Ⅳ 系选育”经
专家鉴定 ，认为“综合经济技术指标居国内领
先 ，其中产仔数 、母猪窝产瘦肉量和肉质处于国
际先进水平” 。该成果 １９９６ 年获“八五”科技攻
关重大科技成果奖和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
其推广利用获 １９９９ 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
“中国瘦肉猪新品系选育与配套技术”获 １９９９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中国瘦肉猪新品系
D Ⅳ系持续选育与配套技术”获“九五”国家重
点科技攻关重大科技成果奖 ；在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召
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国家科技部 、财
政部 、国家计委 、国家经贸委授予我“‘九五’国
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 。

为解决瘦肉猪育种中应激敏感综合征与肉

质变劣的这一重大问题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
期开始 ，我先后主持了“瘦肉型猪肉质活体选
择” 、“抗应激品系选育与利用”等省 、部级重大
科研课题 ，开展氟烷测验和 PHI 、PO２ 、PGD 等
生化遗传标记的研究及其单倍型推断鉴别猪应

激敏感基因 ，进而建立了 PCR RFLP 等快速
准确检测氟烷基因型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并将
其与常规育种研究相结合 ，提出 RYR１ 基因多
重效应的利用途径与方法 ，培育出我国瘦肉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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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应激品系 ；该品系与高瘦肉率应激父本皮特
兰杂交生产的商品猪 ，无应激反应 ，比一般商品
猪瘦肉率提高 ３ ％ ～ ５ ％ ，且肉质优良 。 从 １９９０
年开始组建猪的资源家系 ，开展了猪的重要经
济性状 QTL 定位及候选基因的研究 。 根据猪
QTL 定位结果 ，应用候选基因法 ，比较基因组
学和生物信息学等方法分离了猪肌肉生长 、肉
质性状 、脂肪代谢相关的 ４ 个新基因和 ７ 个新
标记 ，为开展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 。

在科技攻关的同时 ，我非常注重成果的转化
工作 ，把建立的一整套育种方法和技术体系推广
到全国十多个省市 ，一系列科技成果的推广转
化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 在科技推广
中 ，我与同事们经常深入推广第一线 ，开展科技
咨询与技术服务 ，解决技术难题 ，编写科普资料 ，
传播实用养猪技术 ；通过建立良种繁育 、饲料加
工等系列技术服务体系 ，先后推广配套系优良种
猪 ６万余头 ，形成 １００万头商品瘦肉猪的生产规
模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 分别获国家
科技进步三等奖 １ 项 ，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
奖 ２ 项 、二等奖 １ 项 ，国家星火二等奖 １ 项 ；并
获国家科委授予的“全国星火先进工作者” 。

五 、学海无涯勤自励
我性格豪爽 ，爱好广泛 。 学生时代 ，曾是湖

北省大学生篮球代表队的主力队员 ；喜欢跳舞 、
歌咏和游泳 ，在 １ ０００ 米 、４００ 米和 ２００ 米的游
泳比赛中 ，常常拿到名次 ；曾是枟长江日报枠的前
身 ——— 枟大刚报枠的特邀记者 。 我喜欢读书 ，且
兴趣广泛 ，从中医巨著枟金匮要略枠到治世济民
的枟资治通鉴枠 ，从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到俄
国诗人普希金 、德国诗人海涅的作品都是我爱
不释手的课外读物 … …

工作以后 ，虽然闲暇时间少了 ，但我也会抽
空看一些诗赋 、散文 ，我认为 ，读点“闲书”可以
陶冶一个人的情操 ，活跃一个人的思想 。 从这
个意义上讲 ，读点“闲书”也是有益的 。 我常以
“学然后知不足”来警示自己 ，在科学的道路上 ，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学海无涯 ，只有不断学
习 ，才会有不断的发现和创新 。 我常常与学生
们共勉 ：在学习上 ，没有目标的学习是不会有成
效的 ；在科研上 ，没有周密 、严谨 、科学的设计方
案 ，是不会取得好成果的 。 我也常常与同事们
共勉 ：搞科研 ，特别是搞动物遗传育种科研的
人 ，必须具备团队意识和吃苦奉献的精神 ；在失
败与挫折面前 ，要有不气馁 、敢于面对的勇气 ，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

我从事动物遗传育种特别是猪的遗传育种

科研 、教学工作 ４０余年 ，先后主持承担完成的国
家级 、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有 ３０ 余项 ，其中有 ５
项获国家级奖励 、１０余项获省部级奖励 ；发表科
研论文 １００多篇 ，主编枟种猪测定原理与方法枠 、
枟猪生化及分子遗传实验导论枠等专著 ４部 。

教书育人是老师的天职 ，４０ 余年来 ，我先后
培养博士生 ２０余人 ，硕士生 ４０余人 。我率领我
的合作者 ，针对我国猪遗传育种科研和生产中的
问题 ，瞄准学科前沿和国际先进水平 ，坚持产学
研相结合 ，学科 、基地与实验室建设相结合 。 先
后主持组建了动物遗传育种国家级重点学科 、中
国武汉种猪测定中心 、农业部猪遗传育种重点开
放实验室 、农业部种猪质检中心（武汉） 、国家家
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种猪测定中心和一个
产学研相结合的 １ ．５万头规模的育种试验猪场 ，
推动了学科建设与基地建设的同步发展 。 由于
我在动物遗传育种领域作出了一些贡献 ，国家先
后授予我多种荣誉和奖励 ：如国家有突出贡献的
专家 ，全国高等学校科技先进工作者 、全国星火
先进工作者 、湖北“五一”劳动奖章等 。 １９９９ 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 是第七届 、第八届全
国人大代表 ，湖北省第八届政协委员 。

荣誉与责任并存 ，成就与耕耘同在 。 在科
学的海洋中 ，只能凭借坚实的理论功底 ，潜心研
究 ，大胆突破 ，才能不断进取与创新 。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 创新型国家在
召唤 ，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 ，我将打点行囊再
出征 ，为我国畜牧事业再创辉煌继续扬帆远航 。
·６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