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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高等教育要全面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

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的战略部署，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和财政部于２００７年

１月正式启动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简称 “质量工程”）。

２００７年２月，教育部又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自此，中国高等教育拉开了 “提高质量，办出特色”的序幕，

从扩大规模正式向 “适当控制招生增长的幅度，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的方向转

变。这是继 “２１１工程”和 “９８５工程”之后，高等教育领域实施的又一重大工

程。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西昌学院在 “质量工程”建设过程中，全面落

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坚持 “巩固、深

化、提高、发展”的方针，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学校

的根本任务，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的理念；按照分类指

导、注重特色的原则，推行 “本科学历 （学位）＋职业技能素养”的人才培养模

式，加大教学投入，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革，把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视为学校的永恒主题。学校先后实施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十四大举措”和

“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２０条”，确保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７年的努力，学校 “质量工程”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建成１个国家

级特色专业，６个省级特色专业，２个省级教学示范中心，２个卓越工程师人才

培养专业，３个省级高等教育 “质量工程”专业综合改革建设项目，１６门省级精

品课程，２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２个省级重点实验室，１个省级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２个省级实践教学建设项目，１个省级大学生校外农科教合

作人才培养实践基地，４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等等。

为搭建 “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交流和展示的良好平台，使之在更大范围内发

挥作用，取得明显实效，促进青年教师尽快健康成长，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学科

研队伍，提升学校教学科研整体水平，学校决定借建院十周年之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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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的 “质量工程建设资金”资助实施 “百书工程”，即出版优秀教材８０本，

优秀专著４０本。“百书工程”原则上支持和鼓励学校副高职称的在职教学和科研

人员，以及成果极为突出的中级职称和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出版具有本土化、特

色化、实用性、创新性的专著，结合 “本科学历 （学位）＋职业技能素养人才培

养模式”的实践成果，编写实验、实习、实训等实践类的教材。

在 “百书工程”实施过程中，教师们积极响应，热情参与，踊跃申报：一大

批青年教师更希望借此机会促进和提升自身的教学科研能力；一批教授甘于奉

献，淡泊名利，精心指导青年教师；各二级学院、教务处、科技处、院学术委员

会等部门的同志在选题、审稿、修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

社和四川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借此机会，向为实施 “百书工程”付出艰

辛劳动的广大教师、相关职能部门和出版社的同志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衷心祝愿此次出版的教材和专著能为提升西昌学院整体办学实力增光添

彩，更期待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代表学校教学科研实力和水平的佳作源源不断地

问世，殷切希望同行专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利于西昌学院在新的起点上

继续前进，为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而努力！

西昌学院校长　夏明忠

２０１３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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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养禽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年产值已经超过了１０００亿元，
基本能够满足人们对禽肉、禽蛋的需要。但是，就养鸡而言，集约化生产的鸡肉
和鸡蛋口感不佳，味道不香，蛋黄颜色浅，蛋白稀薄，胆固醇较高，同时还出现
了药物残留超标等问题。这也是近几年来养鸡业持续低迷的主要原因。与此同
时，地方品种鸡的养殖却悄然兴起，发展势头越来越好，其肉、蛋备受消费者青
睐，价格是集约化养殖的２～４倍。这说明我国家禽产品并非过剩，而是品质与
消费者的需要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养鸡业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上必须向提高品质
转化。

２００１年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为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提供了
有利条件。但是，近年来，畜产品的出口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其主要原因是难以
达到发达国家进口的要求。在国内，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畜产品同样
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由于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人们对畜产品的安全
忧心忡忡。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走生态畜牧业发展之路。生态放养鸡是
充分利用农田、果园、林地、草山草坡等自然资源进行鸡的生态饲养，使其产品
达到无公害生产的要求，是一种新型生态产业，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凉山岩鹰鸡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地方鸡种，在海拔１５００～２８５０
ｍ都能适应放养。这种鸡肉质细嫩、可口，风味浓郁，生长速度快，深受广大
消费者喜爱。但是凉山岩鹰鸡进行笼养后就失去了原有肉、蛋特有的品质，因此
进行凉山岩鹰鸡规模化生态放养，对凉山岩鹰鸡的大力开发，以满足人们对无公
害食品的需求，发展地方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从２００１年起，我们开始结合
“教育科技扶贫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凉山岩
鹰鸡的生物学特征、营养需要、饲养管理、饲养方式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根据
研究成果，编著了这部 《生态规模化放养凉山岩鹰鸡》一书，对生态规模化放养
凉山岩鹰鸡的关键技术做了详细介绍。

全书共１０章，包括概述、放养对鸡产品品质的影响、鸡的生物学特征、放
养鸡的营养需要与饲料配合、家禽的人工孵化 （以鸡为例）、生态放养鸡场的建
筑与设备、生态放养雏鸡的饲养管理、生态放养技术、生态放养鸡的常见疾病及

!



防治和放养鸡产品品质鉴定和屠宰加工。全书集凉山岩鹰鸡生态放养的理论、养
殖技术、加工于一体，内容新颖，技术先进，实用性强，是目前凉山岩鹰鸡生态
放养方面比较系统全面的专著。本书对从事养殖业研究的科研人员、大专院校相
关专业的师生以及生产技术人员具有参考价值。

在完成相关研究和编著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和生产技术人员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生态规模化放养凉山岩鹰鸡技术有待不断完善及系统化，加之作者水平
有限，书中不妥之处，敬请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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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　我国养鸡业的现状

一、生产概况

人类饲养家禽的历史悠久，我国有五千多年的养鸡业历史，但由于长期以来
养鸡都是作为农家副业，且采用庭院散养，即一家一户自繁自养，这种养殖方式
难以应对天灾人祸，故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养鸡业得到迅速发展。特
别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先进科
学技术的普及应用，我国养鸡业发展迅猛。

据统计，１９８０年我国鸡的存栏数达９．２１亿只，２００９全国蛋鸡存栏数就达到

１３．５５亿只，鸡蛋产量达到２２２２．３２万吨，连续２０年居世界首位，人均１７．４ｋｇ，
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８．９ｋｇ）。鸡肉产量达到９７７．０５万吨，仅次于美国，居
世界第２位，人均７．６ｋ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１０．４ｋｇ）。

经过３０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以养鸡为主的家禽饲养业已经成为年产值达

２７６２亿元、占牧业总产值近２９％的巨大产业。我国养鸡业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区域化生产格局比较明显。商品蛋鸡生产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河

南、江苏、辽宁等省。这些地区的饲料 （主要是玉米）充裕，气候适宜，邻近北
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交通便利，年产鸡蛋占到全国总产量的５８．５％。肉
鸡生产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华北东部、华东、华中和西南东北部，近年我国东北肉
鸡发展也很快。排在前１０位的省 （市）如山东、广东、江苏、河北、辽宁、吉
林、河南等，肉鸡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７５％左右。

第二，工厂化饲养已经成为主体。笼养方式具有占地少、管理方便等优点，
逐渐成为蛋鸡的主要饲养形式，并促进了规模化饲养的发展。全国目前７０％以上
的鸡蛋都来自笼养鸡，市售商品鸡蛋绝大部分产自笼养蛋鸡场。２００３年，全国年存
栏５００只以上规模蛋鸡场７９．９万个，年存栏蛋鸡１７．８亿只，年产鸡蛋１９１７．４万吨
（见表１－１）。蛋鸡淘汰后几乎全部肉用，肉用仔鸡也多以密集型方式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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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全国２００３年蛋鸡饲养规模①

项　目 年场 （户）数 （个） 年存栏数 （万只） 年产蛋量 （万吨）

年存栏５００～１９９９只 ５６０８６３　 ５９７３１．６　 ６２１

年存栏２０００～９９９９只 ２２１７３８　 ８１３２７．３　 ８７９．９

年存栏１００００～４９９９９只 １５５９９　 ２７２５９．６　 ３０６．３

年存栏５００００只以上 １００８　 ９５３５．９　 １１０．２

合　计 ７９９２０８　 １７７８５４．４　 １９１７．４

第三，养鸡技术集中于工厂化养鸡的创新与集成。我国养鸡业的迅猛发展始
终是以工厂化养鸡技术的创新、引进、改造和组装应用为基础的。在良种繁育体
系方面，先后从９个国家的２５个种禽公司引进了３４个配套系，又先后育成了我
国自己的蛋肉鸡配套系，如 “京白”“滨白”“农大３号”“苏禽黄鸡”等。现在
我国已有５个国家级蛋鸡原种场、２个国家级肉鸡原种场。在营养与饲料方面，
以营养需要量研究为基础，开发普及了系列预混料、浓缩料、全价配合饲料，并
按照可消化氨基酸利用率配制鸡的日粮。另外，根据鸡的采食量调整营养浓度等
技术也已在生产中得以应用。在工厂化养鸡设备方面，孵化器、鸡笼、饮水器、
热风炉、换热器和湿垫通风设备等实现了国产化生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断
改进。在鸡病控制方面，疫苗、诊断液、消毒和治疗药物的生产技术水平在不断
提高，包括疫情报告、检疫、检测、诊断、隔离、消毒、免疫接种、药物防治、
淘汰和病禽尸体处理等综合配套的生物安全卫生措施也在不断完善。经过３０多
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具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工厂化养鸡技术体系
和生产体系。全国２００３年肉鸡饲养规模见表１－２。

表１－２　全国２００３年肉鸡饲养规模②

项　目 场 （户）数 （个） 年出栏数 （万只）

年出栏１～９０只 ４９９７１６２８　 ９８８４４．９８

年出栏１００～１９９９只 １４８８０４２　 ９３８４１．４０

年出栏２０００～９９９９９９只 ４２７０４１　 ３７５１７８．６６

年出栏１００万只以上 ８５　 １８３００．０８

合　计 ５１８８６７９６　 ５８６１６５．１２

"

①

②

李英，谷子林．规模化生态放养鸡 ［Ｍ］．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李英，谷子林．规模化生态放养鸡 ［Ｍ］．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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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

伴随着工厂化养鸡业的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
第一，养鸡业由于过分追求产量的提高，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忽略了产品质

量。现有笼养蛋鸡和工厂化饲养的 “快大型”肉鸡已不能满足消费者对品质和风
味的需求。

第二，为了改善工厂化养鸡的产品品质，养鸡业往往在饲料中添加一些化学
合成物 （如着色剂）等，治标不治本，反而会引起消费者的疑虑。

第三，为了提高生产性能和防疫灭病，大量使用抗生素和化学药物，造成在
产品中药物残留超标，对人体健康形成威胁。

第四，受高密度、集约化经营与恶劣的鸡舍小气候环境条件的影响，造成疾
病逐渐增多，药物使用量逐渐增大，养鸡效益逐渐降低等不良后果。

第五，大量鸡粪及其分解产物对空气、土壤、水源和居民生活造成了直接和
间接的、当前和潜在的环境污染。

要解决以上问题，就必须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式，走一条由鸡舍转移到田间、
由高密度笼养改为放养的路子。用生态养殖方式来改善鸡产品的品质，解决农民
的增收问题；利用生物相克，降低果园和农田的虫害，减少动物的意外伤害，走
农牧、林牧结合的道路；改进传统落后的庭院零星散养方式，使其与现代先进养
鸡技术相结合，进行规模化生态放养，实现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统一兼顾。

第二节　生态放养鸡的意义

一、生态规模化放养鸡的概念

生态规模化放养就是指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根据生态学、生态经济学
的原理，将传统养殖方法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利用林
地、草场、果园、农田和荒山等资源，实行放养和舍养相结合的规模养殖。生态
规模化放养鸡主要是指让鸡以自由采食野生自然饲料为主，即自由觅食昆虫、嫩
草、腐殖质等，人工科学补料为辅，严格限制化学药品和饲料添加剂等的使用，
禁用任何激素和抗生素的一种养殖方式。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通过良好的饲养环境、科学的饲养管理和卫生保健措施
等，实现标准化生产，使肉、蛋产品达到无公害食品乃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
标准。同时，一方面通过放养鸡来控制植物虫害和草害，可以减少或杜绝农药的
使用；另一方面，可利用鸡粪提高土壤肥力，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高度统一。这是一种农、林、牧三结合的新型生态产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



景。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在肉、蛋生产中要兼顾 “优质、高效、安全、生态”的原

则，建立起生态规模化放养鸡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在技术方面，要解决鸡种优
选、饲养管理、营养补饲、设施条件、健康保健、标准制订和实用的生产模式等
问题，形成一整套成熟的现代化生产技术；在生产方面，要建立和完善良种繁
育、饲料供应、设备生产、防疫灭病、产品加工、储运营销、经营管理和环境保
护等产业链条，实现现代化、产业化生产。

二、生态规模化放养鸡与传统的土鸡散养的区别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不是传统的土鸡散养，它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品种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并非都是传统的本地土鸡，而是以生产高质量鸡肉、鸡蛋

为目标的适宜品种，既包括地方鸡种，又包括现代配套系鸡种。
我国各地都有当地长期饲养的地方鸡种，又称 “柴鸡”“土鸡”。其中，有些

未经过系统选育，生产性能较差，但肉蛋品质优良、风味好；有些经过系统选育
或利用地方良种制种，具有生态型地方良种的特性，不但肉蛋风味、滋味、口
感、营养俱佳，而且生产性能也较高，适应性强，是生态规模化放养鸡的首选鸡
种。例如，凉山岩鹰鸡、石棉草科鸡、三黄鸡等。近代利用现代制种技术育成的
配套系鸡种，有些也适于生态规模化放养。例如，农大３号小型鸡、海兰鸡、伊
莎鸡、黄羽肉鸡等。

（二）规模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不是一家一户十只八只的零星散养，而是以规模养殖为基

础的饲养群体。
（三）鸡舍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不是在庭院垒砌的传统的小鸡窝，而是在放养地建造的既

可以防风避雨，又可以产蛋休息，还可以人工管理的鸡舍。
（四）饲料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并非完全靠鸡到外面自由觅食，而是将天然饲料和人工饲

料相互补充，植物饲料、动物饲料和微生物饲料合理搭配成类似天然饲料。
（五）防病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的防病主要是指根据当前鸡易流行的几种主要传染病，结

合当地鸡种特有的发病规律和放养地实际情况，制订免疫程序及防治措施。
（六）管理
生态规模化放养不是只放不养、任其自生自灭地粗放管理，而是根据鸡的生

物学特性、放养鸡的特殊规律、放养地的环境条件和季节气候等因素而设计出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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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管理方案，实行精细管理。
（七）组织
生态规模化放养不是一家一户自发盲目地发展，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

行。既有政府的宏观指导，又有科技部门和科技人员的广泛参与，更有经济实
体、龙头企业牵头，实施产、供、销一体化组织。

三、生态放养鸡的作用和意义

（一）生产优质鸡肉、鸡蛋，满足市场需求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

来，市场常常反映出集约化笼养鸡产的蛋口味欠佳、蛋黄颜色变浅、蛋白变稀，
集约化饲养的 “快大型”肉鸡味道不香等问题。加之对兽药和饲料添加剂超标等
一系列问题的疑虑，使人们更加留恋传统的田园牧鸡。土鸡蛋和土鸡肉备受青
睐，价格居高不下，一般放养的土鸡蛋比笼养品牌鸡蛋售价高１倍左右，土鸡肉
售价也比 “快大型”肉鸡高１倍左右。

（二）节省饲料
放养鸡自由采食野外植物性饲料 （草籽、嫩草等）和动物性饲料 （蝗虫、螟

虫等），在夏、秋季节适当补料即可满足其营养需要，在整个饲养周期中可节省

１／３的饲料。
（三）降低建筑费用
笼养鸡需要较规范的鸡舍和笼具，投资较大；而放养鸡的鸡舍建筑简易，无

须笼具，投资较小，适用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四）减少疾病发生
田园、林地、草场放养鸡，环境优越，空气新鲜，阳光充足，饲养密度小。

再加上鸡的自由活动，采食天然饲料，机体健康，疾病少。特别是山区的草场、
草坡，有大山的自然屏障作用，明显地减少了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染。

（五）提高经济效益
由于省饲料、投资小、疾病少、生产成本低、产品售价高，生态规模化放养

鸡的收益明显较高。一般放养土鸡肉用，每只比集约化饲养 “快大型”肉鸡收入
高６～１０元；放养的土鸡产的蛋，每只比笼养鸡产的蛋收入高１０～２０元。

（六）减少虫害
生态放养的鸡，大量捕食多种昆虫，配合灯光、性信息等诱虫技术，可大幅

度降低虫害的发生率，减少农药的使用量。生态放养鸡既保护了农作物和果树，
降低了生产成本，又保护了环境和人类的健康。

据调查，苹果园中的苹果树在春季发芽前后各喷药１次，开花前后各用药

１次，以后根据情况一般每７天用药１次，直到霜降收苹果为止。据统计，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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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用的农药费用一般每亩为３００～６００元，而放养土鸡后的用药次数则可以减少

１／３。
（七）缓解林牧矛盾和农牧用地矛盾
以山场、林地、草地放养鸡替代放牧牛羊，实现鸡上山、牛羊入圈。这样既

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使林牧矛盾得到缓解，同时又能缓解草场的放牧压
力，有效地保护和科学地利用草场。

工厂化笼养鸡场大部分在平原农区，所建禽舍要占用大量的农用耕地，增加
了土地资源紧张的压力；而生态放养鸡不占用耕地，是发展生产、保护耕地的有
效途径。

（八）减少环境污染
农区养鸡是我国蛋鸡生产的主要方式，由于其场舍密集，且紧靠农居修建鸡

舍，设施不健全，排泄物对环境污染严重，夏秋成为蚊蝇的滋生地，故严重影响
了居民的身心健康；而生态放养鸡远离居民区，饲养密度低，加之环境的自然净
化，可使排泄物培植土壤，变废为宝。

总之，发展生态规模化放养鸡的好处有很多。一是可以通过壮大龙头企业，
建立农民协作组织，完善产业链，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牧、工、商一体化；
二是可以面向国内外市场，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可以做成大产业；三是能为社
会增加就业机会，有利于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繁荣农村经济。从总的趋势看，
这是当前养鸡业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既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又有深远的意义，
大力倡导，将利国利民。

第三节　国内外生态放养鸡的生产现状

一、国外概况

国外工厂化养鸡起步较早，关于环境因素 （地面、温度、光照、密度）、营
养因素、非营养性添加剂等对鸡的行为、品质和产量的影响已有很多研究，关于
集约化养殖对动物福利和环境的影响也有相关报道。这些成果在生产中得到广泛
应用，一些发达国家的工厂化养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有关鸡的放养研究
报道却很少，在生产上也未见大规模应用。

在散养鸡方面，博格丹诺大等 （１９９７）研究报道，放养母鸡１６４天平均产蛋
率为５７％，蛋的品质好 （蛋壳正常、蛋黄呈橘黄色），且鸡的精力旺盛，羽毛光
亮，鸡冠红润，趾骨扩展，无产蛋能力衰退的表现。另外，放养母鸡表现出觅食
本能，平静安逸，有扬沙、日光浴、展翅伸腿的行为。涪伯特 （１９９８）让放养母
鸡觅食牧草和配合日粮，笼养母鸡仅采食配合日粮。结果放养母鸡的鸡蛋中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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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Ｎ－３脂肪酸和维生素Ｅ，并且与笼养母鸡的鸡蛋相比，没有不良的氧化反
应。帕尔敏等 （１９９９）研究指出，家禽的放牧饲养方式可以改善土壤微生态。

英国科学家提出了一种不用到农场进行测试就能确定出标记为散养的鸡蛋是
否来自产蛋箱的方法，这将加快确定散养蛋的速度。由于刚生出来的蛋比较湿
润，灰尘附着在蛋壳表面，可根据蛋壳上的灰尘来判断鸡蛋是产在舍内的地面、
鸡舍的巢箱还是外面。

沃尔勒塞尼亚 （２００２）研究了坦桑尼亚３个气候类型区 （温湿气候区、干热
气候区和冷湿气候区）本地土鸡的生产性能。当地饲养规模平均每户为１６．２只；
平均活鸡重：公鸡为１９４８ｇ，母鸡为１３４８ｇ；平均孵化每窝为１．８只，蛋重为

４４．１ｇ，孵化率为８３．６％；雏鸡１～１０周的平均成活率为５９．７％；１０周的平均
生长率分别为５．４ｇ／天和４．６ｇ／天；然而，第１０～１４周的日增重分别达到了

１０．２ｇ／天和８．４ｇ／天；母鸡的第１个产蛋年共产蛋６～８个月，每年有３个产蛋
周期。多数鸡白天自由采食天然饲料 （如腐生动物），夜间提供简单的棚舍
（９５．２％的由家庭提供）；少数偶尔地补充饲料和进行健康防疫。因此，由于粗放
的管理、防疫和营养缺乏，鸡的生产性能很低。

同年，沃尔勒塞尼亚研究了坦桑尼亚散养本地鸡的日粮构成。不同的季节，
鸡采食的饲料由粮食、糠麸、绿色植物、昆虫和厨房废弃物配合构成。研究表
明，农村散养鸡觅食自然饲料时获得的营养，在不同季节、气候和鸡年龄，都低
于营养标准。

生态田园放养鸡已经引起了一些国家的重视，加拿大采用可移动式鸡舍在草
场轮牧养鸡。还有一些国家，市场销售的鸡蛋要注明是笼养还是放养，放养的鸡
蛋的价格相对要贵很多。

二、国内概况

我国传统的农家养鸡均以散养为主，但规模小，饲养方式粗放原始。为了顺
应市场对优质产品的需求，现在不少地方开始尝试运用一些先进技术在山场、林
场散养蛋鸡、肉鸡。

广东省封开县、龙门县、廉江市等，利用荒地、山场散养杏花鸡、三黄鸡、
广海鸡。福建省永安地区在山场、果园和冬闲地轮养当地鸡和杂交鸡，每群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只，每只纯利为３～５元。福建省尤溪地区以公司为龙头，采取公司
加农户的方式，在山场放养本地麻鸡。通过品种改良等措施提高生产水平，料肉
比由过去的４．８∶１降低到２．８∶１，种鸡年产蛋量由８５枚提高到１７０枚，公司
为农户提供鸡苗、饲料、防疫技术，并回收产品，产业化初步形成。

１９９９年，河北农业大学谷子林研究员针对太行山的生态环境恶化和日益突
出的林牧矛盾，提出了 “山场蛋鸡生态养殖技术”和 “鸡上山、羊入圈”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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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并且在易县、顺平、沙河、涿鹿等地试验，举办技术培训班进行推广。
“教育科技扶贫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组田秀山、王福明２００１年在凉山州普

格县荞窝镇耿底村进行普格土鸡散放饲养，以家庭为单位，修建简易鸡舍，利用
房前屋后的果园、林地、草坡、草地进行放养，规模为每户５０～１００只，每只鸡
的利润达到５～６元。该模式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充分肯定，但是该模式规模较小，
以农户生产的组织形式制约了放养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第四节　放养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发展趋势

一、目前放养鸡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养鸡而言，目前工厂化、集约化养殖是世界各国的主流，只不过发达国家
在环境控制和鸡的福利等方面做得比较周全和科学，而一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
农村零星散养依然存在。有计划地进行规模化生态放养鸡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但目前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我国有１００多个优良的地方品种鸡，其中收入 《中国家禽品种志》的
就有２７个。这些地方品种是我国劳动人民历经数千年，根据鸡的体质、外貌、
生产性能培育出的地方良种。但是一些地方鸡种早期增重慢，育肥效果差，耗料
多，繁殖率低；相当一部分未经系统地选育提纯，群体内个体间的生产性能很不
一致；目前培育出的适合规模放养的优质、高产、高效的新品系也很少，而大量
外来高产品种引入国内，杂交乱配现象严重，致使一些优良基因大量流失。因
此，市场上鸡种来源混杂，羽色、外貌、生产性能参差不齐，不利于规模化饲
养。

我国地域辽阔，地方良种鸡宝贵的遗传资源需要得到保护和开发利用。但是
有的地方鸡种濒于灭绝，如山东百日鸡、四川的彭县黄鸡、金阳丝毛鸡等。还有
一部分地方品种鸡的有关生活规律、代谢特点和产品质量等没有系统资料，也影
响着进一步的开发利用。

第二，放养地的饲料状况主要受气候变化影响。我国北方春、夏、秋季野外
有青饲料、昆虫、草籽等可供放牧鸡自由觅食，冬季则基本一片荒芜。实际生产
中，即使在盛草期也应对放养鸡适量补饲。然而在不同季节、不同饲养方式和不
同管理条件下，对放养鸡补饲的种类、配比、补饲量、补饲营养水平和补饲方式
目前研究却很少。

第三，目前放养鸡育雏一般采用集约化方式，到放养期则模拟传统散养方
式，尚欠科学，很不规范。生态规模化放养鸡不同于笼养和散养，其整个生产环
节不同时期的饲养管理及其配套技术尚待研究和全面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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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农村放养地和田间棚舍不易彻底消毒，防疫比较困难，某些传染病和
寄生虫病的感染机会多，若无针对性强、合理的免疫程序和预防措施，疫情扩大
的可能性很大。同时，户外放养时受鼠、兽伤害，意外伤亡时有发生，由于一些
地方没有预防经验，其死亡率往往较高。

第五，由于生态规模化放养鸡以较大的群体在户外饲养，需要因地制宜地提
供补料、饮水、保暖、防雹、避雨、遮阳、用电等的配套设施，目前则需要提出
相对价格低廉、坚固适用的设施建设方案。至于如何在生态放养鸡中有效地开展
农牧结合、林牧结合，也没有系统的研究资料及成熟的产业化生产经验。

第六，生态规模化放养鸡有其独特的生产、销售规律。如何利用植物的生长
季节、市场需求变化、市场价格的时间差和地区差有效地组织生产和销售，需要
进行认真探索。

二、规模化放养鸡的发展趋势

（一）建立健全良种繁育体系
做好育种工作，提供适合生态规模化放养的优质鸡种是基础。采用放养形

式，鸡群饲养过程受自然环境的变化影响很大，要求饲养的鸡具有较强的适应
性、抗逆性和觅食能力，所产蛋、肉的品质优良，因此首先要考虑使用我国优良
地方鸡种。

我国地方品种鸡主要分为蛋用型 （如仙居鸡、白耳黄鸡、汶上芦花鸡、金阳
丝毛鸡等）、肉用型 （如武定鸡、桃源鸡、惠阳胡须鸡等）和兼用型 （如狼山鸡、
寿光鸡、固始鸡、凉山岩鹰鸡等）。对于放养，应以兼用型、肉用型繁育为主。
我国优质肉鸡的育种已经经历了以地方良种为主、进行适度杂交，引进外来鸡种
进行杂交、系统选育和利用地方良种制种三个阶段。

近年来的重点是为地方鸡培育配套母系。今后将通过培育商品配套系的方
式，利用系统的生产性能测定技术体系、遗传评定新技术和新方法、大规模联合
育种技术以及繁殖生物学技术的应用等，培育推广新品种 （品系）。通过繁育体
系优化育种规划，建立由曾祖代、祖代、父母代种鸡场和商品鸡放养鸡场相结合
的良种繁育体系。现有适合规模化放养的现代配套系鸡种也要进一步完善其繁育
体系。

凉山岩鹰鸡就是采用本品种选育的方式进行选育的，已形成两个品系，即黄
羽鸡和黑羽鸡，二者的最大区别就是羽色不同。

（二）不断完善生产技术体系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不能沿用传统技术，也不能照搬现代鸡种的饲养管理模

式，而要实行传统饲养和现代工艺有机结合的饲养管理模式。在种鸡管理、孵
化、育雏、防疫和饲料配制等环节主要吸纳现代养鸡工艺的精华，在优质鸡肉、

)



蛋商品生产环节则以经过改进的传统放养方式为主。生态规模化放养鸡生产技术
体系的不断完善，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１）生态放养鸡品种优选，包括不同饲养方式对不同品种鸡、鸡蛋品质的影
响，放养柴 （土）鸡及鸡蛋与现代品种鸡的鸡肉品质、鸡蛋营养含量对比，放养
柴 （土）鸡与现代品种鸡的主要营养物质代谢测定对比，柴 （土）鸡与现代品种
鸡的屠宰性能及消化系统的组织切片对比等。

（２）优良鸡种繁育，包括在不同类型地方良种选育、优良杂交组合筛选、优
质鸡配套系培育、遗传评定新技术、良种繁殖新技术等。

（３）生态放养鸡饲养管理技术，包括在不同放养地的饲养水平下放养鸡的生
长性能、不同补饲量对生态放养鸡的产蛋末期的生产性能与鸡蛋品质的影响，不
同饲料、原料和配方对放养鸡在冬季的产蛋性能和鸡蛋品质的影响，不同放养地
适宜放养的密度，生态放养鸡的饮水装置和棚舍的设计技术等。

（４）生态放养鸡安全保健技术，包括放养鸡的常见病发病规律及防治措施，
生态放养鸡的免疫程序设计与应用，生物相克、防范兽害技术等。

（５）生态放养鸡标准化生产与产品安全测定，包括生态放养鸡的系列标准的
制定、生态放养鸡的鸡肉安全性测定、生态放养鸡的鸡蛋安全性测定等。

（６）农林牧生态结合及生产模式，包括不同放养地放养鸡的生态效益测评，
草地生态放养鸡的生产模式的设计及应用等。

（三）产业化程度逐渐提高
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是现代畜牧产业化的发展趋势。生态放养鸡适应社会发

展、市场需求，因其产品质量好、经济效益佳而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家庭副
业，必然要走区域化布局、规模化饲养、标准化生产和市场化经营的现代化产业
之路。

产业化生产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集团式生产，从鸡种繁育、孵化育雏、育成
育肥、肉蛋运销、产品加工、生产资料供应、技术服务、特色餐饮和旅游开发等
不同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延伸和完善产业化链条。从生产形式来看，是
以龙头企业为主导，以基地加农产品为主体，以合作服务组织和专业市场为中
介，以利益互补的形式将鸡肉、鸡蛋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连接起来，建立
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实现生态规模化放养鸡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规模化放养鸡发展较好的地方，无一例外都建立了良种繁育体系、饲料
加工体系、家禽保健体系、设备加工维修体系、产品加工体系和生态环境保护体
系。此外，还要建立涵盖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包装储运、专用生产
资料等环节的技术标准体系，建立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体系，以保护
生态环境，提高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为社会提供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
乃至有机食品。树立品牌意识，注重创立、经营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凉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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