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与

畜 牧 兽 医 类 专 业 用畜 牧 兽 医 类 专 业 用

广西高校畜牧兽医特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试用教材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校本教材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主编   梁珠民

禽病防治禽病防治

养 禽养 禽



责任编辑　黎志海　姜连荣   装帧设计　韦娇林

责任校对　袁　霞　李　琦   责任印制　韦文印

出  版  人：韦鸿学    出版发行：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广西南宁市东葛路 66 号  邮政编码：530022

网　　址：http://www.gxkj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南宁市高新三路 1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405 千字    印　　张：18.25

版　　次：2015 年 8 月第 1版   印　　次：2015 年 8 月第 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1-0478-0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养禽与禽病防治

主　编　梁珠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养禽与禽病防治 / 梁珠民主编．—南宁：广西科学技
术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551-0478-0

Ⅰ . ①养⋯  Ⅱ . ①梁⋯  Ⅲ . ①养禽学②禽病—防治  
Ⅳ . ① S83 ② S85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5716 号



编写人员

主　编　梁珠民（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副主编　莫文湛（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贞兵（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编　者（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树艳（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文　灵（广西巨东种养集团有限公司）

卢永清（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　玉（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刘国发（广西桂林桂柳家禽有限公司）

吴林舅（南宁市良凤农牧有限公司）

赵　政（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赵礼烟（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贞兵（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周敏善（南宁市良凤农牧有限公司）

贺文美（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莫文湛（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福明（广西华桂源种禽有限公司）

梁珠民（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黄雅莉（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覃建基（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谢树桃（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前　言

本教材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对高职高专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的要求，结合广西高校特

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和广西特色高校建设项目立项建设高校畜牧兽医专业建设，依

照全国《畜牧兽医专业教学方案》和养禽与禽病防治课程教学大纲以及广西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制订的养禽与禽病防治课程标准而编写，适用于 2~3 年学制的高职高专畜牧兽

医类专业。

全书以我国南方养禽生产岗位的知识和技能为核心，以培养学生职业岗位能力为目

标，结合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和我国南方养禽生产的特点，将养禽与禽病防治的相关知识

和技能融于一体，内容包括禽场规划设计及环境控制、家禽的品种、禽蛋孵化技术、蛋

鸡生产技术、种鸡生产技术、肉鸡生产技术、鸭、鹅生产技术、禽场的经营管理、规模

化禽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建立、家禽常见传染病的防制技术、家禽常见寄生虫病的防治

技术、家禽常见普通病的防治技术等 12 个单元，紧紧围绕适应养禽生产、建设、管理、

服务第一线的需要，有着鲜明的职业性，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教材

内容由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会同养禽生产企业专家共同编

写，教学知识和技能目标明确、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切合生产、便于操作。目标是使

学生具备养禽与禽病防治的基本知识，掌握禽场的规划设计与建设、禽舍环境调控、禽

蛋孵化、家禽饲养管理以及家禽常见疾病的防治等专项技能和技术。

本教材由梁珠民任主编，并编写前言、绪论、第二单元及相应的实训项目；赵政、

文灵编写第一单元及相应的实训项目；周贞兵、周敏善编写第三单元及相应的实训项目；

李玉、唐福明编写第四、第五单元及相应的实训项目；赵礼烟、黄雅莉、文灵编写第六

单元；覃建基、刘国发编写第七单元；谢树桃、吴林舅编写第八单元；莫文湛编写第九、

第十二单元及相应的实训项目；卢永清、贺文美编写第十单元及相应的实训项目；王树

艳编写第十一单元及相应的实训项目。

本教材是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养禽生产企业合作开发的校本特色教材，不仅适

用于高等职业院校畜牧兽医类专业师生使用，也适用于各级各类畜牧兽医专业人员参

考。由于编者的水平有限，书中不当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师生和读者给予批评与指正。

 编　者　　　

 2015 年 6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1 —

目　录

绪　论 ……………………………………………………………………………… 1

一、家禽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 1

二、我国养禽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 2

三、我国养禽业的发展趋势 ………………………………………………… 2

第一单元　禽场规划设计及环境控制 …………………………………………… 4

第一节　禽场场址的选择与规划布局 …………………………………………… 4

一、场址的选择 ……………………………………………………………… 4

二、禽场布局 ………………………………………………………………… 5

第二节　禽舍设计 ………………………………………………………………… 7

一、禽舍间距设计 …………………………………………………………… 7

二、鸡舍类型 ………………………………………………………………… 7

三、三黄鸡常见的鸡舍 ……………………………………………………… 8

四、鸡舍结构设计与布局 …………………………………………………… 8

第三节　孵化场的设计 …………………………………………………………… 11

一、孵化场场址选择的原则 ………………………………………………… 11

二、孵化场的设计 …………………………………………………………… 11

三、孵化机的安装 …………………………………………………………… 12

第四节　养禽场绿化美化 ………………………………………………………… 12

一、养禽场绿化美化的原则 ………………………………………………… 12

二、不同生产区域的绿化 …………………………………………………… 13

第二单元　家禽的品种 ……………………………………………………………… 14

第一节　家禽品种的分类 ………………………………………………………… 14

一、标准品种分类法 ………………………………………………………… 14

二、现代分类法 ……………………………………………………………… 14

第二节　鸡的品种 ………………………………………………………………… 15

一、标准品种 ………………………………………………………………… 15

二、地方品种 ………………………………………………………………… 16

三、现代商用品系 …………………………………………………………… 17

第三节　鸭、鹅的品种 …………………………………………………………… 19

一、鸭的品种 ………………………………………………………………… 19



养禽与禽病防治

— 2 —

二、鹅的品种 ………………………………………………………………… 20

第三单元　禽蛋孵化技术…………………………………………………………… 22

第一节　种蛋选择、消毒、保存和运输 ………………………………………… 22

一、种蛋选择 ………………………………………………………………… 22

二、种蛋消毒 ………………………………………………………………… 23

三、种蛋保存 ………………………………………………………………… 24

四、种蛋包装和运输 ………………………………………………………… 26

第二节　胚胎发育 ………………………………………………………………… 26

一、家禽孵化期及其影响因素 ……………………………………………… 26

二、家禽的胚胎发育 ………………………………………………………… 27

第三节　孵化技术 ………………………………………………………………… 28

一、孵化前的准备工作 ……………………………………………………… 29

二、孵化条件 ………………………………………………………………… 29

三、孵化操作 ………………………………………………………………… 32

第四单元　蛋鸡生产技术…………………………………………………………… 41

第一节　雏鸡的培育 ……………………………………………………………… 41

一、雏鸡的生理特点 ………………………………………………………… 41

二、育雏前的准备 …………………………………………………………… 42

三、育雏方式 ………………………………………………………………… 43

四、雏鸡的选择和运输 ……………………………………………………… 45

五、雏鸡的饲喂技术 ………………………………………………………… 46

六、雏鸡的管理技术 ………………………………………………………… 49

第二节　育成鸡的培育 …………………………………………………………… 53

一、育成鸡的生理特点及生长发育 ………………………………………… 53

二、高产鸡群的育成要求 …………………………………………………… 54

三、育成鸡饲养管理技术 …………………………………………………… 55

第三节　产蛋鸡的饲养管理 ……………………………………………………… 58

一、产蛋鸡的生理特点和产蛋规律 ………………………………………… 58

二、产蛋鸡的饲养方式 ……………………………………………………… 59

三、产蛋鸡的饲养环境 ……………………………………………………… 61

四、产蛋鸡开产前后的饲养管理 …………………………………………… 63

五、产蛋鸡的管理 …………………………………………………………… 63

第五单元　种鸡生产技术…………………………………………………………… 66

第一节　蛋用种鸡的饲养管理 …………………………………………………… 66

一、育成鸡的培育 …………………………………………………………… 66

二、种鸡产蛋期的饲养管理 ………………………………………………… 69



目　录

— 3 —

第二节　肉用种鸡的饲养管理 …………………………………………………… 70

一、后备肉用种鸡的培育 …………………………………………………… 70

二、肉用种鸡产蛋期的饲养管理 …………………………………………… 74

第三节　种公鸡的饲养管理 ……………………………………………………… 76

一、种公鸡的选择 …………………………………………………………… 76

二、种公鸡的培育 …………………………………………………………… 76

三、种公鸡的饲养管理 ……………………………………………………… 77

第四节　鸡的人工授精 …………………………………………………………… 77

一、鸡人工授精及其优点 …………………………………………………… 77

二、器械及准备 ……………………………………………………………… 78

三、操作方法与步骤 ………………………………………………………… 78

第六单元　肉鸡生产技术…………………………………………………………… 82

第一节　快大型肉鸡的饲养管理 ………………………………………………… 82

一、快大型肉鸡的特点 ……………………………………………………… 82

二、育雏室的准备 …………………………………………………………… 82

三、饲养方式和饲养密度 …………………………………………………… 83

四、饲养环境 ………………………………………………………………… 85

五、饲料与营养需要 ………………………………………………………… 86

六、肉鸡的日常管理 ………………………………………………………… 87

七、屠宰前的抓鸡和装运 …………………………………………………… 88

第二节　优质肉鸡的饲养管理 …………………………………………………… 89

一、优质肉鸡的特点 ………………………………………………………… 89

二、饲养方式和饲养密度 …………………………………………………… 89

三、饲养环境 ………………………………………………………………… 90

四、饲料与营养需要 ………………………………………………………… 90

五、饲养技术 ………………………………………………………………… 90

六、环境卫生的控制和防疫 ………………………………………………… 91

七、适时出栏 ………………………………………………………………… 93

第七单元　鸭、鹅生产技术 ……………………………………………………… 94

第一节　鸭的生产技术 …………………………………………………………… 94

一、鸭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活习性 …………………………………………… 94

二、蛋鸭生产技术 …………………………………………………………… 95

三、肉用仔鸭生产技术 …………………………………………………… 103

第二节　鹅的生产技术 ………………………………………………………… 108

一、鹅的生理特点和习性 ………………………………………………… 109

二、雏鹅的饲养管理 ……………………………………………………… 109

三、肉用仔鹅的饲养管理 ………………………………………………… 111



养禽与禽病防治

— 4 —

四、种鹅的饲养管理 ……………………………………………………… 112

五、鹅肥肝生产技术 ……………………………………………………… 114

第八单元　禽场的经营管理 …………………………………………………… 116

第一节　禽场生产计划的制订 ………………………………………………… 116

一、禽场生产计划的制订 ………………………………………………… 116

二、禽群周转计划 ………………………………………………………… 117

三、产品生产计划的制订 ………………………………………………… 121

四、种禽场的孵化计划 …………………………………………………… 122

五、饲料供应计划的制订 ………………………………………………… 122

第二节　禽场生产成本核算与经济效益分析 ………………………………… 123

一、禽场生产成本核算 …………………………………………………… 123

二、禽场经济效益分析的方法 …………………………………………… 127

三、禽场经济效益分析的内容 …………………………………………… 127

四、提高禽场经济效益的措施 …………………………………………… 129

第九单元　规模化禽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建立 ………………………………… 133

第一节　规模化禽场禽病发生的特点 ………………………………………… 133

一、禽病种类增多，死亡率高，防治工作量不断增大 ………………… 133

二、新发生的禽病种类增多 ……………………………………………… 133

三、病原体出现变异，临床症状非典型化 ……………………………… 134

四、某些细菌性疾病和寄生虫病的危害加大 …………………………… 134

五、多病原混合感染和复合症使疾病更为复杂 ………………………… 134

六、免疫抑制性疾病普遍存在 …………………………………………… 134

第二节　规模化禽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建立 …………………………………… 135

一、禽场的隔离 …………………………………………………………… 135

二、加强饲养管理，提高禽群抵抗力 …………………………………… 135

三、建立经常的禽群健康监测和登记制度 ……………………………… 136

四、建立严格的兽医卫生制度 …………………………………………… 136

五、禽舍消毒 ……………………………………………………………… 137

六、免疫接种 ……………………………………………………………… 138

七、药物预防 ……………………………………………………………… 139

八、检疫和净化鸡群 ……………………………………………………… 140

第十单元　家禽常见传染病防制技术 ………………………………………… 141

第一节　家禽传染病的发生、流行与防制 …………………………………… 141

一、家禽传染病的概念及特征 …………………………………………… 141

二、家禽传染病的发生 …………………………………………………… 142

三、家禽传染病的传播与流行 …………………………………………… 142



目　录

— 5 —

四、家禽传染病的控制与扑灭 …………………………………………… 145

第二节　家禽常见的传染病 …………………………………………………… 148

一、禽流感 ………………………………………………………………… 148

二、新城疫 ………………………………………………………………… 151

三、禽　痘 ………………………………………………………………… 154

四、传染性支气管炎 ……………………………………………………… 156

五、传染性喉气管炎 ……………………………………………………… 159

六、传染性法氏囊病 ……………………………………………………… 161

七、马立克氏病 …………………………………………………………… 164

八、禽白血病 ……………………………………………………………… 167

九、网状内皮组织增生症 ………………………………………………… 170

十、禽脑脊髓炎 …………………………………………………………… 171

十一、病毒性关节炎 ……………………………………………………… 173

十二、小鹅瘟 ……………………………………………………………… 175

十三、产蛋下降综合征 …………………………………………………… 177

十四、雏番鸭细小病毒病 ………………………………………………… 179

十五、鸭　瘟 ……………………………………………………………… 181

十六、鸭病毒性肝炎 ……………………………………………………… 184

十七、沙门氏菌病 ………………………………………………………… 186

十八、大肠杆菌病 ………………………………………………………… 192

十九、禽巴氏杆菌病 ……………………………………………………… 195

二十、鸡葡萄球菌病 ……………………………………………………… 199

二十一、鸡传染性鼻炎 …………………………………………………… 201

二十二、鸭传染性浆膜炎 ………………………………………………… 204

二十三、鸡绿脓杆菌感染 ………………………………………………… 207

二十四、鸡毒支原体感染 ………………………………………………… 208

二十五、禽曲霉菌病 ……………………………………………………… 212

第十一单元　家禽常见寄生虫病防治技术 …………………………………… 215

第一节　家禽常见的原虫病 …………………………………………………… 215

一 、鸡球虫病 …………………………………………………………… 215

二 、组织滴虫病 ………………………………………………………… 218

三、鸡住白细胞虫病 ……………………………………………………… 219

第二节　家禽常见的蠕虫病 …………………………………………………… 221

一、鸡绦虫病 ……………………………………………………………… 221

二、水禽绦虫病 …………………………………………………………… 223

三、鸡蛔虫病 ……………………………………………………………… 224

四、鸡异刺线虫病 ………………………………………………………… 225

五、禽胃线虫病 …………………………………………………………… 226



养禽与禽病防治

— 6 —

第三节　家禽常见的体外寄生虫病 …………………………………………… 227

一、 禽羽虱病 ……………………………………………………………… 227

二、鸡膝螨病 ……………………………………………………………… 228

三、鸡皮刺螨病 …………………………………………………………… 228

第十二单元　家禽常见普通病的防治技术 …………………………………… 230

第一节　家禽常见的营养代谢性疾病 ………………………………………… 230

一、维生素 B1 缺乏症 …………………………………………………… 230

二、维生素 B2 缺乏症 …………………………………………………… 231

三、钙和磷缺乏症 ………………………………………………………… 232

四、锰缺乏症 ……………………………………………………………… 233

五、脂肪肝综合征 ………………………………………………………… 233

六、痛　风 ………………………………………………………………… 234

第二节　家禽常见的中毒性疾病 ……………………………………………… 235

一、食盐中毒 ……………………………………………………………… 235

二、棉籽饼中毒 …………………………………………………………… 236

三、黄曲霉毒素中毒 ……………………………………………………… 237

四、肉毒梭菌毒素中毒 …………………………………………………… 237

五、磺胺类药物中毒 ……………………………………………………… 238

六、马杜拉霉素中毒 ……………………………………………………… 239

七、恩诺沙星中毒 ………………………………………………………… 239

第三节　家禽常见的其他普通病 ……………………………………………… 240

一、肉鸡腹水综合征 ……………………………………………………… 240

二、中　暑 ………………………………………………………………… 241

三、恶食癖 ………………………………………………………………… 242

实训项目 …………………………………………………………………………… 243

实训一　禽场场址的选择与规划布局 ………………………………………… 243

一、实训目标 ……………………………………………………………… 243

二、实训准备 ……………………………………………………………… 243

三、方法步骤 ……………………………………………………………… 243

四、实训提示 ……………………………………………………………… 244

五、实训报告 ……………………………………………………………… 244

实训二　禽场的环境控制 ……………………………………………………… 244

一、实训目标 ……………………………………………………………… 244

二、实训准备 ……………………………………………………………… 244

三、方法步骤 ……………………………………………………………… 244

四、实训提示 ……………………………………………………………… 245

五、实训报告 ……………………………………………………………… 24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 7 —

实训三　家禽品种的识别 ……………………………………………………… 245

一、实训目标 ……………………………………………………………… 245

二、实训准备 ……………………………………………………………… 245

三、方法步骤 ……………………………………………………………… 245

四、实训提示 ……………………………………………………………… 246

实训四　种蛋的选择、消毒及机器孵化操作 ………………………………… 246

一、实训目标 ……………………………………………………………… 246

二、实训准备 ……………………………………………………………… 246

三、方法步骤 ……………………………………………………………… 246

四、实训提示 ……………………………………………………………… 248

五、实训报告 ……………………………………………………………… 248

实训五　孵化效果的检查与分析 ……………………………………………… 248

一、实训目标 ……………………………………………………………… 248

二、实训准备 ……………………………………………………………… 248

三、方法步骤 ……………………………………………………………… 249

四、实训提示 ……………………………………………………………… 249

五、实训报告 ……………………………………………………………… 249

实训六　初生雏禽的分级与雌雄鉴别 ………………………………………… 249

一、实训目标 ……………………………………………………………… 249

二、实训准备 ……………………………………………………………… 250

三、方法步骤 ……………………………………………………………… 250

四、实训提示 ……………………………………………………………… 251

五、实训报告 ……………………………………………………………… 251

实训七　鸡的人工授精 ………………………………………………………… 251

一、实训目标  …………………………………………………………… 251

二、实训准备  …………………………………………………………… 251

三、方法步骤  …………………………………………………………… 251

四、实训提示 ……………………………………………………………… 253

实训八　家禽的外貌鉴定  …………………………………………………… 253

一、实训目标  …………………………………………………………… 253

二、实训准备  …………………………………………………………… 253

三、方法步骤 ……………………………………………………………… 254

四、实训提示  …………………………………………………………… 257

实训九　家禽的免疫接种与禽场的生物安全处理 …………………………… 257

一、实训目标 ……………………………………………………………… 257

二、实训准备 ……………………………………………………………… 257

三、方法步骤 ……………………………………………………………… 257

四、实训提示 ……………………………………………………………… 259



养禽与禽病防治

— 8 —

实训十　鸡新城疫的抗体检测 ………………………………………………… 259

一、实训目标 ……………………………………………………………… 259

二、实训准备 ……………………………………………………………… 259

三、方法步骤 ……………………………………………………………… 260

四、实训提示 ……………………………………………………………… 262

五、结果分析 ……………………………………………………………… 262

实训十一　家禽尸体剖检技术 ………………………………………………… 263

一、实训目标 ……………………………………………………………… 263

二、实训准备 ……………………………………………………………… 263

三、方法步骤 ……………………………………………………………… 263

四、实训提示 ……………………………………………………………… 266

实训十二　鸡白痢检疫 ………………………………………………………… 266

一、实训目标 ……………………………………………………………… 266

二、实训准备 ……………………………………………………………… 266

三、方法步骤 ……………………………………………………………… 267

四、实训提示 ……………………………………………………………… 267

五、实训报告 ……………………………………………………………… 268

实训十三　家禽大肠杆菌病的诊断 …………………………………………… 268

一、实训目标 ……………………………………………………………… 268

二、实训准备 ……………………………………………………………… 268

三、方法步骤 ……………………………………………………………… 268

四、实训提示 ……………………………………………………………… 269

五、实训报告 ……………………………………………………………… 269

实训十四　家禽常见寄生虫病的诊断 ………………………………………… 270

一、实训目标 ……………………………………………………………… 270

二、实训准备 ……………………………………………………………… 270

三、方法步骤 ……………………………………………………………… 270

四、实训提示 ……………………………………………………………… 271

五、实训报告 ……………………………………………………………… 271

附录：黄羽肉鸡饲养管理技术规程（NY/T  1871—2010） ………………… 272

参考文献 …………………………………………………………………… 278



绪　论

— 1 —

绪　论

一、家禽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一）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份额较大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国的肉、蛋、奶等产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012 年我国的肉、蛋、奶产量分别

达到 8 220 万吨、2 835 万吨和 3 870 万吨，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1/3。到

“十二五”规划末，我国肉、蛋、奶产量将分别达到 8 500 万吨、2 900 万吨和 5 000 万

吨，全国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将达 36%，畜牧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
到 56%以上。目前，发达国家的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均在 50%以上，美国为
60%，英国达 70%，北欧一些国家达 80%~90%。我国水产畜牧业较发达省区之一的广
西，“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目标是：到 2015 年，全广西水产畜牧业总产值达 2 030 亿元，

年均增长 8%，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 50%以上。
在畜牧业中，家禽生产占较大的比重。2012 年我国的鸡肉产量为 1 370 万吨，居世

界第二位；鸡蛋总产量 2 430 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 36.5%，近 5年平均每年市场规模
约 1 856 亿元，已连续 28 年保持全球第一位；水禽产量居世界领先地位，鸭肉、鹅肉产

量分别占世界份额的 70%和 94%。2012 年，广西家禽饲养量居全国第四位，黄羽肉鸡
产量居全国第二位，朗德鹅饲养量名列全国第一位，家禽业产值占畜牧业的 32%。

（二）提供禽肉蛋产品，改善人们生活

畜牧业产品是我国人民日常食用动物蛋白的主要来源。2010 年，我国的肉、蛋、

奶人均占有量分别为 45.8 kg、20.7 kg 和 26.7 kg ；2012 年，人均鸡肉消费量达到了

10.1 kg，鸡肉在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品。

（三）提供出口产品，增加外汇储备

我国的鸡肉及其制品的出口量不断增长，2012年达 42万吨，出口额为16亿多美元，

出口创汇居肉类产品出口第一位，为国家农产品出口创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提供就业机会，促进社会发展

我国的肉鸡产业解决了 2 286 万人的就业问题，提高农民收入 100 亿元，创造产值

高达 3 000 亿元，同时也促进了包装、运输、餐饮、防疫、兽医等相关产业的发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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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家禽业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镇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主要是着力于构建畜禽标准化生产、畜禽牧草种业、现

代饲料产业、现代畜牧业服务、饲料和畜禽产品安全保障、草原生态保护支撑等六大体

系，稳步提高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努力确保饲料和畜禽产品的质量安全，为农业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二、我国养禽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标准化生产有待提高

我国的蛋鸡饲养规模集中在 2 000~5 000 只，占养殖总量的 80%。目前蛋鸡场（户）
普遍存在卫生防疫设施跟不上、饲养密集、引种分散等问题，导致疾病频发、交叉感染

且难以控制。如何防治疾病仍然是蛋鸡养殖业的一大难题。

肉鸡生产多元化。我国每年屠宰的肉鸡中，快大型肉鸡约 30 亿只，优质肉鸡约 20

亿只，杂种肉鸡约 10 亿只。肉鸡生产的多元化，导致饲养管理模式和方法的多样化、

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不高。

水禽研发水平低。在水禽的营养需要、疫病防治、专门化饲料以及专用生物制品等

方面的研发均赶不上水禽产业发展的需要，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制约着我国水禽业的

发展。

（二）总体生产水平较低，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我国规模化饲养蛋鸡和肉用种鸡的产蛋期死淘率高达 10%~20%；每只蛋鸡年平均
产蛋 15 kg，料蛋比在 2.4 以上；饲养的白羽肉鸡配套系，52 日龄平均每只体重为 2.1 kg，

料重比在 2.2 以上，成活率约 94%。而发达国家同类饲养蛋鸡和肉用种鸡产蛋期死淘率
不到8%；每只蛋鸡平均产蛋都在17 kg以上，最高达21 kg；饲养同类的白羽肉鸡配套系，
料重比为 1.9，成活率达 96%以上。

（三）卫生防疫体系不完善，禽产品质量有待提高

卫生防疫体系不完善，禽病净化水平低，导致疾病频发，禽群死淘率高，造成养禽

成本偏高。另外，大量使用抗生素、促生长激素等药物，导致禽蛋、禽肉中残留药物或

有害物质，影响了禽产品的质量安全。

三、我国养禽业的发展趋势

（一）健全良种繁育体系，培育自主品种

我国通过引进国外优良基因库与国内培育的商业配套系相结合，利用遗传评定技

术，进行系统的家禽生产性能测定，并利用繁殖生物学技术和现代育种技术开展育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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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培育具有地方特色且满足不同消费群体需要的家禽新品种（配套系），建立由曾祖

代、祖代和父母代种禽场与商品禽场相结合的适合不同需要的家禽良种繁育体系。

（二）规模化、现代化生产，实现环境控制

我国养禽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仅相当于欧美国家的 10%。如国内每人可饲养父母代种
鸡 3 000~5 000 套，人均饲养商品肉鸡很难超过 11 000 只；而在使用自动化设备的欧美

国家，平均每人可饲养 35 200 套父母代种鸡或 12 万只商品肉鸡。

对育雏期、育成期的家禽和种禽实行密闭式标准化饲养，通过水帘降温、负压抽风、

控制光照和饲养密度等措施，实现对禽舍内温度、湿度、光照、密度和空气等环境条件

的控制，将禽舍内的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和一氧化碳）、粉尘和多余湿气排出禽

舍外，同时把禽舍外的新鲜空气引进来，使禽舍内的小环境和空气质量达到适合禽群生

长发育所需的标准，从而充分发挥家禽生长发育的潜力，提高饲料转化率，降低饲养成

本，提高经济效益。

（三）强化生物安全防疫体系，生产优质产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生产营养、安全、健

康的禽产品是人们共同的追求。未来的家禽生产，将更加注重生物安全预防措施，强化

防疫体系，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推行“公司 +基地 +农户”的生产模式，从源头上解

决违禁药物的使用和药物残留问题，改善禽舍内环境卫生和饲养环境条件，更加注重产

品风味和产品功能，实行密闭式培育与开放式饲养相结合，生产营养、安全、健康、无

公害的绿色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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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禽场规划设计及环境控制

【知识目标】了解禽场建设的性质、任务，选择场址的方法，禽舍的种类、饲养设

备和用具。选择的原则是既能满足家禽的生理特点，使其健康生长和提高生产力，又能

经久耐用，便于饲养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同时，还要因地制宜，尽量采用机械化、自

动化等先进设备。

【技能目标】会选择养禽场场址，能设计与筹划禽舍内的生产设备和用具；熟知养

禽场内使用的常规设备和用具，并能正确操作。

第一节　禽场场址的选择与规划布局

一、场址的选择

新建禽场场址的选择对以后的生产、经营和发展等影响十分重大，必须根据当地的

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自身的经济实力及饲养规模的大小来选择场址。在我国农村的养

鸡生产中，主要有两种类型的鸡场：一种是既搞孵化、育雏，又饲养种鸡、蛋鸡的小型

综合场，如两广地区的大部分优质鸡生产企业都属于此类型；另一种是农户、专业户经

营的专业化商品养鸡场，这种养鸡场的规模大小不一，但只养一类鸡（蛋鸡、肉鸡或种

鸡）。由于经营方式不同，建场时的侧重点也不同。农村的养鸡生产为了减少投资，可

以利用闲置的空房或场棚进行改建，但场址的选择会受到限制。如果有条件，且将来计

划扩大鸡场规模的，可以新建鸡场。

（一）地形与地势

禽场应建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至少要高出当地的历史洪水线，地下水位在距地表

2 m 以下。地面要平坦或稍有坡度，坡度以高于地平线 1%~3%为宜。地形开阔，利于
规划建筑布局和建立防护设施。

（二）土壤

适合建立禽场的土壤条件，应该是透气透水性强、毛细管作用弱、吸湿性小、土壤

质地均匀、抗压性强，通常以沙壤土最为理想。在一些地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选

择最理想的条件是不现实的。这就要求在禽舍的设计、施工、使用及其他管理上，设法

弥补当地自然条件带来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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