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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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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加快培养新农村建设 "留得住#
用得上$ 的专业人才! "##$ 年 % 月! 河北省委组织部# 河北省农村工
作办公室和河北省教育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推进 "送教下乡$ 加快培
养农村实用技术人才的意见&! 随后! 河北省教育厅制定了 % "新农村
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 实施方案&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并陆续部署
了试点及推广工作' 河北省委# 省政府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 把 "双
带工程$ 作为重要惠民工程! 列入 "#&# 年冀发 & 号文件强力推进( 列
入 %河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深入实施' "#&# 年 & 月!
河北省委# 省政府在 %关于认真贯彻中央 & 号文件精神扎实做好 "#&#
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实施意见& 中明确指出) "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送教下
乡! 实施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 培育农民创业致富带头
人'$ %河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年.& 明
确要求) "以深入实施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 为切入点! 扎
实推进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 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农民培
养! 创新农村职教培养模式! 改革教学方式! 为农村培养改革发展带头
人和科技致富带头人'$

"双带工程$ 实施几年来! 惠及河北省 '# 多万青年农民! 有力促
进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经营方式转变( 学生 "边受教育边生
产$! 有效促进了农民致富增收( 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进一步
密切了干群关系( 明显提升了新农村文明建设水平! 使广大农民 "既
富了钱袋! 也富了脑袋$' 通过送教下乡! 实施 "双带工程$! 增强了
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活力' "#&# 年 ( 月 &( 日! 在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招
生改革案例推介会上! 教育部鲁昕副部长把河北省的 "送教下乡$ 与
四川省的 "藏区 $ )' 免费教育计划$# 重庆市的 "统筹城乡职业教育$
一起! 列为三大模式向全国推广' 她指出) " *双带工程+ 有效拓宽了
职业教育招生范围和服务面向! 对农民脱贫致富和农业持续发展有重要
促进作用'$ "#&& 年 & 月! 刘延东国务委员做出重要批示) "河北省送
教下乡的做法很好' 职业教育就是要面向基层! 面向企业# 农村! 适应
他们的需求! 为他们服务! 才能体现价值! 才能更有作为'$ 教育部杜
玉波副部长在出席河北省教育工作会议时指出) "河北教育历来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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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讲创新# 有特色! 特别在职业教育方面! 从 &$($ 年河北在全国率先成立第一家县
级职业教育中心! 到 "##$ 年面向 *三农+ 开展送教下乡# 启动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
培养工程+! 都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社会反响' 河北职业教育要认真落实延东同志批示精
神! 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适应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 农村发展的现实
需要! 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切实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为全国职业教育发展提
供更多有益经验'$

加强教材建设是提高 "送教下乡$ 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保障' 为确保中等职业
学校送教下乡工作顺利进行! 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河北省教育厅从 "##$ 年 &# 月起
对中等职业学校送教下乡教材建设进行规划! 并着手开展这套系列教材的编写工作! 以
供中等职业学校送教下乡教学使用'

这套系列教材根据 "##( 年 * 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学计划规
范管理工作的通知&# "##( 年 &" 月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
若干意见& 和 "##$ 年 && 月 %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
种植技术等六个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的通知& 有关精神组织编写! 业经河北省中等职
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河北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志增研究员担任
总主编' 教材本着 "行动导向# 任务引领# 学做结合# 理实一体$ 的原则编写! 以职
业能力为核心! 努力从种植# 养殖# 农村管理等相关岗位的工作实践中选取典型任务!
有针对性地传授专业知识和训练操作技能' 各册教材的学习内容分别划分为若干个单
元! 再分为若干个学习任务! 每个学习任务包括任务描述及相关知识# 操作步骤和方
法# 思考与训练等! 还插入 "小知识$# "小提示$# "拓展阅读$ 等! 力求适合农民学
生边讲边练# 边学边干# 学用结合# 学以致用的学习模式和学习特点' 经过各方共同努
力! 本套专用教材的第一批 '' 种教材已于 "#&& 年 $ 月出版发行'

%鹌鹑养殖技术& 是本套专用教材第二批 '+ 种教材中的一种! 内容分为 "建设鹌
鹑饲养场和设备制备$# "搞好生长发育期鹌鹑的饲养管理$# "做好产蛋鹌鹑的饲养管
理$# "肉用鹌鹑的饲养管理$# "鹌鹑常见疾病的防控技术$ , 个单元! 共计 &# 个学习
任务' 主编为魏生海! 副主编石建存! 王建强' 石建存# 王建强负责第一单元# 第二单
元# 第三单元的编写工作! 石建存还负责第四单元和第五单元的编写工作! 魏生海对本
书进行了审定' 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 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广大教师和学生批
评指正'

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送教下乡专用教材编写委员会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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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农村鹌鹑规模养殖场时! 由于受地理位置" 资金等条件的限制! 随
意性较大! 给防疫安全造成很大隐患# 为了加快鹌鹑饲养方式转变! 提高鹌鹑
养殖的规模化" 集约化和标准化水平! 需要以 $生产高效" 资源节约" 质量安
全" 环境友好% 为基本目标! 建设鹌鹑养殖场和准备必要设备# 本任务的完成
需要养殖户在了解选择场址要求的基础上! 合理分区与布局鹌鹑场" 鹑舍! 最
后进行鹌鹑场建设# 另外还要设计与制作鹌鹑笼具" 食槽" 水槽及其他物品#

!!建设鹌鹑场时应以既能满足鹌鹑的生理特点需要! 提高产蛋率或产肉率! 又能符合
经久耐用" 便于饲养管理" 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 同时! 因地制宜! 尽量采用机械化"
自动化等先进设备! 为逐步建成具有现代化水平的鹌鹑场而努力#

一! 做好场址选择

!一" 注意地势地形

地势要高燥! 向阳背风! 地面平坦或稍有坡度! 地形开阔整齐! 可减少道路" 管
道" 线路的投资! 有利于鹑场内" 外环境的控制! 管理也方便# 选址时还应注意远离沼
泽湖洼! 避开山尖或山谷低洼地区! 以半山腰区较为理想#

平原地区场址应选在较周围地段稍高的地方# 地下水位要低! 以低于建筑物地基深
度 "#$%以下为宜# 在靠近河流" 湖泊的地区! 所选场地应比当地水文资料中最高水位
高 & '(%# 山区建场应选在稍平缓的坡上! 坡面向阳! 建筑区坡度应在 (#$)以内! 注
意地质构成情况! 避免断层" 滑坡" 塌方的地段! 也要避开坡底和谷地以及风口# 丘陵
地区建场! 鹑场应建在阳面#

!二" 合乎条件的水源水质

要求水源充足! 最好要有丰富和稳定的地下水! 最好能自建深水井和修建水塔! 采
用深层水作为主要供水来源! 满足生产" 生活和消防需要$ 水质良好! 水源中不能含有
毒物质! 内无异味! 清新透明! 大肠杆菌不得超过标准含量! 符合饮用水标准# 水的
*+值不能过酸或过碱! 最适宜范围为 ,#$ '-#$# 注意避免地面污水下渗污染水源#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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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使用自来水! 应注意自来水中残留的氯对饮水免疫时疫苗的影响#

!三" 考虑地质土壤

要求场地土壤以往未被传染病或寄生虫病原体污染过! 透气性和渗水性良好! 能保
证场地干燥# 一般鹑场应建在土质为沙质土或壤土的地带! 地下水位在地面以下 &#$ '
(#"%为最好# 地面应平坦或稍有坡度# 如为地面平养的鹑! 一般以沙壤土或灰质土壤
为宜$ 笼养或离地饲养的蛋鹑与土壤无直接关系! 主要考虑是否便于排水#

!四" 调查气候因素

必须详细调查了解建场地区的水文气象资料! 作为鹑场建设与设计的参考# 这些水
文气象资料包括平均气温" 夏季最高温度及持续天数" 冬季最低温度及持续天数" 降雨
量" 积雪深度" 最大风力" 主导风向及刮风的频率等#

!五" 保证电力供应# 交通便利

要了解供电源的位置与鹑舍的距离! 最大供电允许量! 是否经常停电! 有无可能双
路供电等条件! 鹑场的附近要有变电站和高压输电线! 应保证鹑场的光照" 通风" 加
热" 自动化控制等设备设施的电力供应# 如供电无保证! 需自备发电机等设备#

了解拟建场区交通运输条件是否方便! 鹑场要求交通便利# 距地方交通主干道的距
离一般 (#".%以上! 不能太近! 然后由干线修建通向鹑场的专用公路# 公路的质量要
求路基坚固" 路面平坦! 便于产品运输#

!六" 注意环境疫情

特别注意不要在原有旧禽场上建场或扩建$ 对附近的历史疫情要作周密调查研究!
特别警惕附近的兽医站" 畜禽场" 集市贸易" 屠宰场距拟建场地的距离" 方位! 有无自
然隔离条件等! 以对本场防疫工作有利为原则$ 距其他养殖场或村镇" 工厂" 学校
$""%以上#

综上所述! 蛋鹑场应建在环境比较僻静而又卫生的地方# 一般要求离城市或集镇不
少于 &$.%! 与其他家禽场距离最好不少于 (".%! 并应远离工业公害污染区! 其位置应
选择交通方便! 接近公路! 靠近消费地和饲料来源地# 一般要求距主要交通干线和居民
区 $""%以上! 距次级公路 &"" '(""%为宜# 地势应高燥! 背风向阳! 通风良好! 给排
水方便! 远离噪声# 有稳定的水源! 电力供应有保障! 交通便利#

二! 合理分区与布局鹌鹑场

规模化" 标准化的养鹑场! 总平面布置主要着重于做好功能分区和建筑物的合理布
局! 正确安排各种建筑物的位置" 朝向" 间距等# 应按生活区" 行政管理区" 生产辅助
区" 生产区和污物处理区五大区域合理划分! 协调一致! 符合远景规划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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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理分区

根据场地地势和当地全年主风向! 按顺序安排各区# 对鹑场进行总平面布置时! 主
要考虑卫生防疫和工艺流程两大因素# 场前区中的职工生活区应设在全场的上风向和地
势较高地段! 依次为生产技术管理区" 鹑群饲养区和粪污处理区等# 鹑场必须严格执行
生产区与生活和行政区相隔离的原则# 生产区设在这些区的下风和较低处! 但应高于隔
离区! 并在其上风向#

一般行政区和生产辅助区相连! 有围墙隔开! 而生活区最好自成一体# 通常生活区
距行政区和生产区 &""%以上# 污粪处理区应在主风向的下方! 与生活区保持较大的距
离# 各区排列顺序按主导风向! 地势高低及水流方向依次为生活区" 行政区" 辅助生产
区" 生产区和污粪处理区# 如地势与风向不一致时则以风向为主$ 风与水! 则以风
为主#

!二" 合理布置场前区

包括行政管理用房" 职工生活用房和间接生产性用房#
行政管理用房包括行政办公室" 接待室" 会议室" 资料室" 财务室" 值班门卫室以

及配电" 水泵" 锅炉" 车库" 机修等用房#
职工生活用房包括食堂" 宿舍" 医务室" 浴室等房舍#
间接生产性用房包括饲料加工间和饲料库" 蛋库" 兽医室" 消毒更衣室等#
场前区 %图 & && 是担负鹑场经营管理和对外联系的场区! 应设在与外界联系方

便的位置# 大门前设车辆消毒池! 两侧设门卫和消毒更衣室# 生活区位于鹑场主导风向
的上方$ 行政管理区位于生活区的下方! 鹑场大门入口附近#

图 ! !"场前区

鹑场的供销运输与外界联系频繁! 容易传播疾病! 故场外运输应严格与场内运输分
开# 负责场外运输的车辆严禁进入生产区! 其车棚" 车库也应设在场前区#

场前区" 生产区应加以隔离# 外来人员最好限于在此区活动! 不得随意进入生
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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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强生产区布局

生产区包括各种鹑舍! 是鹑场的核心# 鹑舍的布局应根据主风方向与地势! 按下列
顺序设置' 育雏舍" 育成舍" 产蛋鹑舍# 也即育雏舍在上风向! 产蛋鹑舍在下风向#

育雏舍" 育成舍和产蛋鹑舍各舍采用全进全出饲养模式! 配套合理# 育雏区与成年
鹑区应隔一定的距离以防止交叉感染#

生产区入口处设有更衣换鞋室" 消毒室或沐浴室# 鹌鹑舍入口处设有消毒池或消毒
盆# 各鹑舍的饲养管理人员" 运输车辆" 设备和使用工具要严格控制! 防止互串# 各鹑
舍间既要求联系方便! 又要求有防疫隔离#

饲养场内严禁饲养其他禽" 犬" 猫等动物# 场内应捕杀老鼠" 消灭蚊蝇! 切断多种
疾病的传播途径#

!四" 做好隔离区布置

无公害鹌鹑饲养场应建有消毒室" 兽医室" 隔离舍" 病死鹌鹑无害化处理间#
隔离区主要包括病" 死鹑隔离" 剖检" 化验" 处理等房舍和设施! 粪便污水处理及

贮存设施等! 是养鹑场病鹑" 粪便等污物集中之处! 是卫生防疫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重
点! 该区应设在全场的下风向和地势最低处! 且无害化处理间应距无公害鹌鹑饲养舍主
风向下风口 $"%以上# 贮粪场的设置既应考虑鹑粪便于由鹑舍运出! 又便于运到田间
施用#

病鹑隔离舍应尽可能与外界隔绝! 且其四周应有天然的或人工的隔离屏障! 设单独
的通路与出入口# 病鹑隔离舍及处理病死鹑的尸坑或焚尸炉等设施! 应距鹑舍 /"" '
$""%! 且后者的隔离更应严密#

!五" 合理规划鹌鹑场道路

生产区的道路应净道和污道分开! 互不交叉! 出入口分开! 以利于卫生防疫# 净道
用于生产联系和运送饲料" 产品$ 污道 %图 & (& 用于运送粪便污物! 病" 死鹑! 淘
汰鹑以及废弃设备# 在布置净道时可按梳状布置! 道路末端只通鹑舍! 不再延伸! 更不
要与污道贯通# 场前区与隔离区应分别设与场外相通的道路# 场外的道路不能与生产区
的道路直接相通# 与场外相通的道路! 至场内的道路末端终止在蛋库" 料库以及排污区
的有关建筑物或建筑设施! 决不能直接与生产区道路相通#

场内道路应不透水! 材料可视具体条件选择柏油" 混凝土" 砖" 石或焦渣等! 路面
断面的坡度为&) '/)# 道路宽度根据用途和车宽决定! 通行载重汽车并与场外相连的
道路需 /#$ '-#"%! 通行电瓶车" 小型车" 手推车等场内用车辆需 &#$ '$#"%! 只考虑
单向行驶时可取其较小值! 但需考虑回车道" 回车半径及转弯半径# 生产区的道路一般
不行驶载重车! 但应考虑消防状况下对路宽" 回车和转弯半径的需要# 道路两侧应留绿
化和排水明沟位置# 净道和污道以草坪" 池塘" 沟渠或者是果木带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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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生产区污道

!六" 做好鹌鹑场排水

排水设施是为了排出场区雨水" 雪水! 保持场地干燥" 卫生# 一般可在道路一侧或
两侧设明沟! 沟壁" 沟底可砌砖" 石! 也可将土夯实做成梯形或三角形断面! 再结合绿
化护坡! 以防塌陷# 如果鹑场场地本身坡度较大! 也可以采取地面自由排水! 但不宜与
舍内排水系统的管沟通用# 隔离区要有单独的下水道将污水排至场外的污水处理设施#

!七" 保证场区绿化

鹑场植树" 种草绿化! 对改善场区小气候" 净化空气和水质" 降低噪声等有重要意
义# 在进行鹑场规划时! 必须规划出绿化地! 其中包括防风林" 隔离林" 行道绿化" 遮
阳绿化" 绿地等#

防风林应设在冬季主风的上风向! 沿围墙内外设置! 最好是落叶树和常绿树搭配!
高矮树种搭配! 植树密度可稍大些$ 隔离林设在各场区之间及围墙内外! 应选择树干
高" 树冠大的乔木$ 行道绿化是指道路两旁和排水沟边的绿化! 起到路面遮阳和排水沟
护坡的作用$ 遮阳绿化一般设于鹑舍南侧和西侧! 起到为鹑舍墙" 屋顶" 门窗遮阳的作
用$ 绿地绿化是指鹑场内裸露地面的绿化 %图& /&! 可植树" 种花" 种草! 也可种植
有饲用价值或经济价值的植物! 如果树" 苜蓿" 草坪" 草皮等! 将绿化与养鹑场的经济
效益结合起来#

图 ! $"绿地绿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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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做好鹌鹑舍建筑

!一" 选择鹑舍类型

鹑舍的类型主要分为开放式" 采光封闭式两种类型# 在进行鹑舍建筑设计时应根据
鹑舍类型" 饲养对象来考虑鹑舍内地面" 墙壁" 外形及通风条件等因素! 以求达到舍内
最佳环境! 满足生产的需要#

!%开放式鹑舍"空气流通靠自然通风! 光照是自然光照加人工补充光照# 为了夏
季降温! 通常在鹑舍前栽种葡萄" 南瓜等藤蔓类植物! 避免阳光直射#

#%采光封闭式鹑舍"这种鹑舍除安装透明窗户之外! 还安装湿帘风机降温系统#
在春秋季节窗户可以打开! 进行自然通风和自然光照$ 夏季和冬季根据天气情况将窗户
关闭! 采用机械通风和人工光照# 夏季使用湿帘降温! 加大通风量! 冬季减少通风量到
最低需要量水平! 以利于鹑舍保温#

!二" 确定鹑舍数量

蛋鹌鹑的饲养分为两段式! 即育雏" 育成期为第一阶段! 产蛋期为第二阶段! 需建
两种鹑舍! 一般两种鹑舍的比例是 &0(# 根据生产鹑群的防疫卫生要求! 生产区最好也
采用分区饲养! 分为育雏" 育成区和产蛋鹑区! 雏鹑舍应放在上风向! 依次是育成区和
成鹑区#

!三" 做好鹑舍排列

鹑舍群一般采取横向成排 %东西&" 纵向呈列 %南北& 的行列式 %图 & 1&! 即各
鹑舍应平行整齐呈梳状排列! 不能相交# 鹑舍群的排列要根据场地形状" 鹑舍的数量和
每幢鹑舍的长度! 酌情布置为单列" 双列或多列式# 生产区最好按方形或近似方形布
置! 应尽量不要狭长形布置! 以避免出现饲料" 粪污运输距离加大! 饲养管理工作联系
不便! 道路" 管线加长! 建场投资增加等问题#

图 ! &"鹑舍排列

鹑舍群按标准的行列式排列与地形地势" 气候条件" 鹑舍朝向选择等发生矛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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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将鹑舍左右错开" 上下错开排列! 但要注意平行的原则! 避免各鹑舍相互交错# 若
鹑舍长轴与夏季主风向垂直时! 上风行鹑舍与下风行鹑舍应左右错开呈 (品) 字形排
列! 这就等于加大了鹑舍间距! 有利于鹑舍的通风$ 若鹑舍长轴与夏季主风方向所成角
度较小时! 左右列应前后错开! 即顺气流方向逐列后错一定距离! 也有利于通风#

!四" 注意鹑舍朝向

鹑舍的朝向要根据地理位置" 气候环境等来确定# 适宜的朝向应满足鹑舍日照" 温
度和通风的要求#

在我国! 鹑舍应采取南向" 稍偏西南或偏东南为宜! 冬季利于防寒保温! 而夏季利
于防暑# 北京市夏季太阳辐射以西墙最大! 冬季以南墙最大! 北京地区鹑舍的朝向选择
以南向为主! 可向东或西偏 1$2! 以南向偏东 1$2的朝向最佳#

这种朝向需要人工光照进行补充! 需要注意遮光! 如加长出檐" 窗面涂暗等减少光
照强度# 如同时考虑地形" 主风以及其他条件! 可以作一些朝向上的调整! 向东或向西
偏 &$2配置! 南方地区从防暑考虑! 以向东偏转为好$ 北方地区朝向偏转的自由度可稍
大些#

图 ! '"鹑舍间距

!五" 保证鹑舍间距

鹑舍间距 %图 & $& 的确定主要从日
照" 通风" 防疫" 防火和节约用地等方面
考虑! 根据具体的地理位置" 气候" 地形
地势等因素作出#

!%防疫要求"一般防疫要求的间距应
是檐高的 / '$ 倍! 开放式鹑舍应为 $ 倍!
封闭式鹑舍一般为 / 倍#

#%日照要求"鹑舍南向" 南偏东或偏
西一定角度时! 应使南排鹑舍在冬季不遮挡北排鹑舍的日照! 具体计算时一般以保证在
冬至日上午 3 时至下午 &$ 时这 , 个小时内! 北排鹑舍南墙有满日照! 即要求南" 北两
排鹑舍间距不小于南排鹑舍的阴影长度# 经测算! 在北京地区! 鹑舍间距应为前排鹑舍
高 (#$ 倍! 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则需 /#- 倍! 江苏地区需 &#$ '( 倍# 窗户面积与室内面
积之比以 &0$为好! 这样可以更多地利用阳光! 使舍内明亮! 通风良好" 干燥! 冬暖夏
凉! 尽量安纱窗! 以防蚊蝇#

$%通风要求"鹑舍采用自然通风! 且鹑舍纵墙垂直于夏季主风向! 间距应为鹑舍
高度的 1 '$ 倍$ 如风向与鹑舍纵墙有一定的夹角 %/"2'1$2&! 涡风区缩小! 间距可短
些# 一般鹑舍间距取舍高的 / '$ 倍时! 可满足下风向鹑舍的通风需要# 鹑舍采用横向
机械通风时! 其间距因防疫需要也不应低于舍高 / 倍$ 采用纵向机械通风时间距可以适
当缩小! & '&#$ 倍即可#

&%消防要求"防火间距取决于建筑物的材料" 结构和使用特点! 可参照我国建筑
防火规范# 鹑舍建筑一般为砖墙" 混凝土屋顶或木质屋顶并做吊顶! 耐火等级为二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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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 防火间距为 4 '&"%#
总之! 鹑舍间距不小于鹑舍高度的 / '$ 倍时! 可以基本满足日照" 通风" 卫生防

疫" 防火等要求# 一般密闭式鹑舍间距为 &" '&$%! 开放式鹑舍间距约为鹑舍高度的
$ 倍#

!六" 做好鹑舍建筑设计

!%合理设计! 建设鹑舍"鹑舍要求冬暖夏凉! 既能保温! 又要防暑! 且通风良好!
清洁卫生! 有利于防疫消毒! 并可防水" 防兽害$ 饲养管理操作方便! 减轻劳动强度!
提高工作效率$ 结构简单" 实用" 牢固" 耐久! 取材方便! 造价较低#

%&& 规划好育雏舍# 规模化的养鹑场一般都设有专门的育雏室! 育雏室的大小一
般根据成鹑室容鹑量大小而定! 宽度一般在 /%左右! 高度 (#$%左右即可! 墙厚度
(15%# 下图是一次可育雏 $""" 只鹌鹑的育雏舍平面图 %图 & ,&#

图 ! ("育雏舍平面图

%(& 做好成鹑舍建筑# 成鹑室的建筑要求与育雏室基本相同! 宽度比育雏室稍宽
一些! 要达到 /#$%! 每栋鹑舍之间要隔 / '$%! 鹑舍与鹑舍之间要栽上树木! 如梧桐"
白杨等# 其目的是树叶不仅能过滤空气中的细菌" 灰尘! 提供大量的新鲜空气! 在炎热
的夏季还可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 实验证明! 有树木遮阴的鹑舍比阳光直射的鹑舍舍内
温度至少低 / '$6#

图 ! )"鹑舍地面及排水

#%地面设计与处理"鹌鹑舍内的地面要用水泥浇
筑或红砖砌成! 便于清扫和冲洗" 消毒# 要求地面平
整! 坚决不留给鼠类打洞的空间# 做地面时要注意有
一定的落差 %倾斜度&! 即临近缓冲室一头稍高一点!
另一头稍低一点! 并设有排水沟 %图 & -&! 向室外
留有排水口! 这样冲洗时比较方便! 粪水容易排出室
外! 防止积水! 保持舍内干燥# 地面一般采用炉灰渣
夯实! 表面抹一薄层水泥! 既经济又实用! 保温性
良好#

$%墙壁的设计与处理"一般采用砖墙# 寒冷地区
的北墙为了保温可加厚或用空心砖墙! 也可采用土
墙! 以达到保温防寒的目的# 鹑舍内墙需用沙灰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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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和石灰的混合物& 先抹一遍! 厚度 &5%! 然后再用白灰抹成白色$ 外墙需用水泥勾
缝! 屋顶可采用水泥空心板结构! 除做好防水层外! 还需有 &"5%厚的保温隔热层! 以
保持室内温度的稳定 %图 & 4&#

图 ! *"墙壁处理

&%窗户的设计与处理"窗户大小适中! 不宜过大# 北方可采用南窗为直立式! 北
窗为水平式! 冬季北窗外钉一层塑料薄膜# 南方南北窗均可采用直立式窗户# 窗户透进
的阳光不能直接照射到笼内# 窗户 %图 & 3& 应设有铁丝网罩! 以防动物的侵害! 夏
季应有窗纱! 防止蚊蝇侵入鹑舍#

育雏室的窗户有两个用途# 一是采光! 二是通风换气# 由于育雏阶段! 雏鹑需要温
度较高! 一般墙壁两侧窗户都用透光度较强的塑料布封死! 只单独把天窗留作活动的通
风口来调节室内空气和温度# 天窗及窗户都要用 &#"5%孔径的电焊网封闭! 以防止鼠
类进入#

'%屋顶的设计"鹑舍要求隔热保温! 最好设有顶棚 %图 & 3&! 有利于冬季保温!
夏季散热# 顶棚距地面的高度要根据笼子的高度进行设计! 南方炎热地区一般高于笼顶
$"5%! 北方寒冷地区一般高于笼顶 /"5%# 若过低! 夏天热$ 若过高! 既不利冬季保温!
又增加建筑成本# 在顶棚上应开设通风窗! 窗上装上铁丝网! 并设有调节板! 以便调节
舍内通风量和控制温度#

屋顶的形状有多种! 按鹑舍进深进行选择# 如果进深不超过 /#, '1#"%! 用单坡式
或双坡式即可# 若进深大! 可选用联合式" 双坡式# 南方温暖地区! 还可采用半钟
楼式#

图 ! +"鹑舍屋顶和窗户

以上介绍的是专门的育雏室建筑构造! 适于规模化的养鹑场# 若是农户少量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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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一处房屋稍加改造便可进行饲养! 但需注意的是无论是作育雏室还是成鹑室! 只要
做到有风可通" 有光可采" 有鼠可防就可以了#

(%建筑材料的选择"墙体的建筑材料多数使用机制砖或空心砖! 屋顶材料要求绝
热性能良好! 采用机制瓦" 双层石棉瓦或预制板等材料时! 应建隔热层# 目前有的鹑舍
墙体和屋顶均采用隔热彩钢板 %图 & 3&! 其保温" 耐用性能都很好! 适宜规模化鹑场
选择#

!七" 做好鹌鹑舍防寒

鹌鹑具有喜温暖" 畏寒冷的习性# 由于我国东北" 西北" 华北等寒冷地区冬季气温
低! 持续期长! 因此饲养鹌鹑主要解决的矛盾为防寒# 而鹌鹑在舍温 /$6以内! 对生
产性能影响较小! 并且防暑问题随着鹑舍隔热设计和笼具等问题的解决! 即能达到
要求#

!%加强鹑舍保温隔热设计"鹑舍的外围护结构是散热最多的部分# 外围护结构包
括屋顶和外墙! 组成鹑舍的外壳# 冬季通过墙壁损失的热量占总损失热量的 /$) '
1")! 因此严寒地区考虑建筑材料的性质和厚度! 即可减少失热量! 增强保温程度# 冬
季通过天棚或屋顶失热量约占总失热量的 /,)! 因此除从材料选择保温隔热以外! 应
设有天棚! 考虑屋顶的样式#

#%加大跨度"适当加大鹑舍的跨度! 间接缩小单位面积的外围护结构! 以减少外
围护结构的热量散失! 达到保温目的# 跨度加大后! 则会出现通风问题! 南方地区可采
用天窗或半钟楼式办法来解决# 寒冷地区可以少设或不设窗户! 采用塑料明瓦解决采光
和通风问题#

$%增加饲养密度"利用鹌鹑自身散发的热量达到鹑舍的适宜温度 %(" '($6&# 一
般是增加笼子的层数! 可由原来的 $ 层增加到 4 '&" 层! 笼子的高度不能超过饲养人员
的视线! 以便于管理#

&%确定主要供暖方式

图 ! !,"地下火道烟囱

%&& 地下火道供温# 在育雏室的一端设火炉!
另一端设烟囱 %图 & &"&! 室内地下有数条火道将
两者连接# 烧火后热空气经过地下火道从烟囱排出!
从而使室内地面及靠近地面的空气温度升高# 优点
是室内没有空气污染! 空气新鲜# 但是比较浪费燃
料! 建筑工序比较繁琐! 成本较高# 这种供温方法
适用各种育雏方式#

%(& 火炉供温# 育雏舍内燃有火炉 %图 &
&&&! 用管道将煤烟排出室外! 以免室内有害气体
积聚# 这种供热方法的优点是室内升温较快! 温度稳定! 但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较高!
空气新鲜度差! 采用这种方式育雏炉火必须安装烟筒! 注意一氧化碳中毒并做好通风换
气工作#

%/& 热风炉供温# 火炉设在房舍一端! 经过加热的空气通过管道上的小孔散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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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火炉供温

入舍内! 空气温度可以自动控制# 在较大规模的房舍中使用效果很好#
%1& 暖域电脑智能温度控制系统# 该系统由河北中禽鹌鹑良种繁育有限公司首次

应用并生产推广# 该系统主要由多回程涡轮助燃节能锅炉 %图 & &(&" 暖域电脑智能
温度控制系统 %图 & &/&" 引风机" 暖风机 %图 & &1&" 轴流风机 %图 & &$&" 管道
等组成 %图 & &,! 图 & &-&# 其主要特点一是升温迅速# 在自然环境 &"6情况下!
从点火算起! 室内温度升至 /46仅需 /"%78! "6情况下 & '(9! &"6情况下 / '19#
二是智能控温# 一次输入! 每天温度轻松设定# 另外附加超温报警" 低温报警" 停电报
警" 超高温自动降温" 锅炉熄火报警" 手自动无忧切换等功能# 在整个育雏期! 全部温
度自动控制# 三是环保节能! 比热风炉节煤 $")以上! 节电 4")# 烟道穿过鹑舍! 充
分发挥余热! 无煤气中毒现象# 四是独立的曲线降温功能! 还可用于夏季降温# 该取暖
方式适合于规模化养鹑场# 暖域温控与热风炉效果比较见表 & &#

表 ! !"暖域温控与热风炉效果比较

肉鸡车间
面积

%%(&
数量

%只&
外界温度

%6&
饲养周期

%天&
平均每小时

耗电 %.:&
控温精度

%6&
燃煤量

%;&
平均能量消

耗 %元<只&

热风炉 &""" &"""" =&" $" $ '- ( '/ 3 '&" "#3 '&
暖域温控 &""" &"""" =&" $" !& >"#& /#$ '1 "#/$ '"#1

图 ! !#"多回程涡轮助燃节能锅炉""""""图 ! !$"暖域电脑智能温度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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