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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加快，各地积极推进畜

牧业转方式、调结构的进程，大力发展草食型、节粮型畜牧业，许多省

份和地区结合当地传统和资源优势，把发展肉兔养殖作为重要的富民工

程、畜牧工程来抓，并制定了相应的优扶政策，促进了肉兔养殖业的发

展。 2009 年我国兔肉产量达到 70 万吨，占世界同期总产量的 42． 55%，

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肉兔养殖大国。

随着肉兔养殖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肉兔饲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逐渐由传统的大范围分散养殖向规模化、标准化，甚至工厂化集中养殖

转变; 不仅中型、大型的养殖企业不断涌现，以前分散的养殖户也多数

组成养殖合作社，以抵御市场风险和降低养殖成本; 不同类型养殖户均

广泛采用颗粒饲料，养殖设施和设备逐步改进，肉兔饲养品种也由过去

的多数饲养单一纯种，到现在肉兔配套系的饲养比例逐渐提高。 所有这

些转变自然对肉兔养殖技术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国肉兔主产区气候环

境的不同和饲料原料的千差万别更增加了这些挑战的复杂性。 因此介绍

和总结各种先进的肉兔养殖技术，使之系统化和科学化，来应对目前的

养殖形势的变化，就显得极为迫切和必要。

本书作者结合生产实际，将国内外已有的肉兔生产先进技术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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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和拓展。 《肉兔产业先进技术全书》较系统地论述了肉兔产业关键

技术及其研究进展，为肉兔的规模化生产提供参考，将有益于促进肉兔

产业向标准化、工厂化方向发展。

国家兔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中国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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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兔养殖是我国传统的畜禽养殖优势项目，特别是山东省及周边地

区环境适宜、交通便利，肉兔品种多，饲草、饲料、劳动力资源丰富，

群众素有养兔习惯，发展肉兔养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肉兔业已

成为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就业机会的理想产业。 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 吃好、吃营养”观念日益确立，兔肉已成为

人们餐桌上的佳品。 兔肉享有“ 美容、益智、延寿”的美誉，有高蛋

白、高赖氨酸、高消化率和低脂肪、低胆固醇、低能量的特点，有较高

的营养和保健作用。 另外，兔肉的安全性也较高，目前在所有动物源性

食品中，尚未发现兔肉含有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的成分。 当今全球

粮食紧缺、食品安全问题的日益突出，而肉兔产业更是因其自身独有的

优势在畜牧养殖业中占据有利地位。 肉兔是节粮型小家畜，饲料以草和

农副产品为主( 可占日粮的 80% ) ，生长发育快( 70 ～ 90 日龄可出

栏) ，饲料报酬高( 3 ～ 3． 5) ∶1，生产效率高( 1 只母兔年生产商品肉

兔可达 40 只以上) 。

近年来，我国肉兔养殖得到了快速发展，养殖规模不断增加，逐步

形成了“ 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化生产格局。 为了推动我国肉兔的

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加快肉兔产业化进程，提高肉兔产品质量安全，

我们整理了国内外养兔方面的先进资料，加上自己的体会和经验，编写

1



了本书。 本书介绍了肉兔养殖设施与环境控制新技术、品种资源、营养

需要与饲料加工技术、饲养管理和繁殖技术、疾病防控技术、肉兔加工

技术等，以及地窝繁育新技术。 本书的主题分类明确、脉络清晰，引用

大量实例，有理有据、资料翔实。 采用了“ 学、产、研”新颖的编排方

式，“ 学”是理论概念，为实际生产作铺垫;“ 产”为养殖生产实践，

偏重于实际操作;“ 研”专为提高养殖业水平所设，主要为肉兔产业的

新形势、新研究、新进展。“ 学、产、研”互为补充，环环相扣，构成

了肉兔产业的整体。

本书是在国家产业技术体系的大力支持下完成，在此表示感谢。 由

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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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肉兔产业要求与模式

现代肉兔产业就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龙头带动和科技进步，对肉
兔生产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
“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其基本特征是
立足本地优势，面向国内外市场，形成规模经营，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开拓市场、深化
加工、配套服务的作用。

( 一) 现代肉兔产业基本特征

1．养殖数量规模化

受肉兔良种引进、程序化防疫、产品质量控制和市场信息等方面的制约，千家万户
的小生产难以实现和大市场的对接，发展肉兔产业必须加大规模化饲养，实行标准化
生产、集约化经营。加强肉兔生产基地建设，重点提高肉兔产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从
而提高肉兔产品的质量。对于肉兔养殖场，一般要求养殖基础母兔数量在 100 只
以上。

2．饲养品种优良化

规模化养殖应以高产优质品种为当家品种。目前国内的肉兔品种很多，如新西兰
白兔、加利福尼亚兔、比利时兔、青紫蓝兔等，前几年又引进了伊普吕、伊拉配套系，更
加丰富了肉兔的种质资源，应加以合理充分的利用。

( 1) 加强本品种选育。从提高早期生长速度、抗病力、繁殖力等不同的生产方向
进行选育，建立起各具特色的优质高产核心群，投入资金，进行长期的保种、选种工作，
这是肉兔生产的基础。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进一步地开展杂交利用，提高生产
效率。

( 2) 建立经济杂交配套系。利用三系或四系配套生产商品肉兔，是提高生产效率
的有效途径。我国已从国外引进多个配套系及其祖代或曾祖代，但引进后，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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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为中用，如何进行有效生产，应引起足够重视。对于引进的曾祖代兔，应加强适应性
选育，选育出适应我国自然经济条件的几个纯系种兔，然后进行杂交配合力测定，形成
高效率的肉兔生产配套系。对于引进的祖代兔，无法进行连续生产，应从祖代兔群中
挖掘优良基因，选育出新的纯种核心群体，然后再进行杂交利用。

( 3) 规范推广经济杂交配套系。很多养殖场户对配套系的知识异常匮乏，有的甚
至片面认为，祖代兔比父母代的好，曾祖代的就更好，导致他们盲目花高价购进种兔
后，杂交滥配，后代生产性能严重下降。现代肉兔产业必须尽快建立起社会化的经济
杂交配套系，由一些龙头企业承担起种兔的育种、曾祖代种兔的饲养和向社会祖代场
提供祖代兔的任务;一些较大型的饲养企业应该建立祖代兔场，向社会上父母代场提
供父母代种兔，并提供优质的技术服务等。这样才能像肉鸡生产那样，实现高效的配
套系生产。

3．生产设施标准化

在世界肉兔生产发达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中大型兔场基本上都采用了
标准化的建筑模式和相应的控制设备。虽然有的兔场建筑稍显陈旧和简陋，但是基本
的基础设施和设备都具备。例如，兔舍整体建筑都是规范的室内兔舍; 笼具方面无论
是母仔混合笼，还是单笼，都具有基本一致的样式和尺寸; 都采用了饲料塔储料、自动
饲喂系统、水帘降温结合机械通风、自动清粪等;繁殖控制全部采用人工授精。建设我
国现代肉兔产业，可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充分考虑肉兔福利要求的前提下，用
现代工业手段装备肉兔业，以便于管理操作，提高工作效率，以较少的人力投入获得较
高的经济回报。

4．饲料供应专业化

肉兔饲料尤其是粗饲料质量不稳定、发霉变质等因素，易造成肉兔大批量死亡，已
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兽药和添加剂的滥用，则造成了兔肉产品的药残和重金属
残留超标。发达国家育肥肉兔完全可以自由采食，实行自动化控制，而我国绝大多数
兔场不能采取这项技术，主要原因在于饲料质量。发展现代肉兔产业必须建立专门的
饲料生产供应体系，建立规范的苜蓿干草等优质牧草生产基地，加强对农副产品作为
兔饲料的营养价值来源的研究和开发，减少对苜蓿等优质牧草的用量和依赖性; 规范
使用兽药和饲料添加剂。

5．经营管理科学化

现代规模化养兔企业，更需要重视管理的科学化，包括对兔子的饲养管理，对人的
管理、企业的整体运营管理。生产中实行操作的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和工作的周期
化，管理中做到科学化、现代化。要组建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制定一套符合本企业生
产和长期发展的管理模式，建立全新的现代管理理念，科学有效地组织兔业生产。其

2



核心是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养殖业有机结合，使肉兔生产能够如工业产品一样进行
规模生产、批量生产和流水线生产;饲养员也如同工厂化参与流水线生产，做到专业分
工，实行细化管理，将不同人才各尽其用，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做到管理出效益。国
外与良种相配套的饲养管理和繁育模式为“全进全出的循环繁育模式”。这种生产管
理模式的技术基础是繁殖控制技术和人工授精技术，在笼具和房舍的设计上也有所配
合。运用这种管理技术，每个兔舍在 77 天左右就会轮流空舍空栏 10 天左右，彻底清
理、清洗、消毒，可大大降低疾病的发生率。饲养工作程序化，每周和每天的工作内容
计划性很强且相对固定，便于管理。由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员工每天的累计工作时
间基本上在 8 小时左右，每周可以休息一天。不用每天都安排人到兔舍内值夜班护理
刚出生的仔兔，值夜班的时间相对集中和固定，可降低饲养人员的劳动强度。

( 二) 现代肉兔产业模式

1．合作社模式

合作社是一种以农民为主体自愿组成的社会团体，把分散的养殖场( 户) 通过市
场开拓和技术、信息服务等环节联结起来，主要有养殖生产合作、饲料生产供应合作、
产品加工销售合作、经营管理和技术信息咨询合作以及信贷保险合作等。通过服务把
原本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生产同类产品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相关环节连接起来，
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相对接，形成利益结合、互相依赖的社会化生
产和销售服务体系。由合作社统一提供种源、饲料、疫苗等，统一进行产品销售。

2．企业集团模式

由国际国内资本向肉兔产业倾斜，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综合企业集团。可
进行大批量的、均衡的、标准化和高质量的生产，如青岛康大集团、四川哈哥集团、内蒙
古东达集团等都属于这种类型。这类企业具有以下优势:

( 1) 资源共享，节省了成本和费用。统一采购可以降低采购成本，统一销售可以
节约营销费用，统一结算可以节省财务费用和解决融资的难题等，可进行统一研发，降
低研发费用。

( 2) 优势互补，提升了企业的运作和管理效率。集团化运作可以将某一企业的
“长板”弥补其他企业的“短板”，带动其他成员企业提高了运作和管理的效率。例如，
销售渠道的融通、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借鉴等。

( 3) 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技术创新、营销创新以及成本和费用
的降低等，使企业及集团综合竞争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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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业合作模式

由肉兔加工龙头企业带动，形成“龙头企业 +规模兔场 +标准化养殖小区”模式。
如青岛康大食品有限公司等均采用“公司 +基地 +农户 +科技”等形式，融“农、工、
贸”于一体，“产、供、销”一条龙，构建“产、学、研”联盟，以兔产品为主体，以经济为纽
带，把兔农与市场联系在一起，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增强养殖场( 户) 抗风险
的能力，推动了肉兔产业化向纵深发展。

4



二、肉兔养殖设施及环境控制新技术

现代肉兔产业建设技术，包括肉兔养殖场的选址建设及环境控制技术、良种繁育
体系建设技术、饲料配制加工技术、规模养殖饲养管理及疫病防控技术、兔肉产品深加
工技术等。

( 一) 肉兔生物学特性

1．肉兔的生活习性

肉兔是由野生穴兔驯化而来的，至今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其祖先的某些生活习性与
生物学特性，如昼伏夜行、打洞穴居、嗜眠、胆小怕惊、耐寒怕热等。了解这些特点习
性，才能为肉兔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的饲养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 1) 昼伏夜行: 兔子是草食动物，在自然界为躲避天敌的捕杀，形成了昼伏夜行的
遗传本性，这在饲养管理中十分重要。肉兔白天除了采食饮水外，大部分时间喜欢
“闭目养神”，进入昏睡状态，除了保持一定程度听觉外，视觉消失，皮肤接受刺激后反
应大大减弱或消失，这就是“嗜眠性”。白天是兔子睡眠休息的时间，除添水喂料外，
尽量保持兔舍安静。

( 2) 胆小怕惊: 兔子胆小，听觉十分敏锐，即使在昏睡状态也不例外，一有异常响
音就会惊群，在笼中狂奔乱跳。群养的幼兔受惊吓往往挤压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
轻则掉膘、流产，重则突然死亡。所以对兔子要温和、动作轻，并避免生人进兔舍。

( 3) 嗅觉灵敏: 兔子嗅觉很灵敏，饲料要注意适口性，草料要新鲜，不要霉变。
( 4) 喜欢阴凉、干燥、清洁: 肉兔养殖要求阴凉、干燥、清洁，能有效防止传染病，促

进生长。肉兔汗腺不发达，比较耐寒怕热，喜欢阴凉，适宜温度在 15 ～ 25℃。高温会
严重影响公兔的精子活力。冬季严寒对成年兔影响不大，但增加饲料消耗。低温和寒
风对仔兔威胁很大，仔兔无毛，采食量少，体温调节功能和活动取暖能力都很差，所以
兔舍设计要兼顾到上述特点，夏季能阴凉、通风，冬季又能保温、防风，尤其繁殖兔不要
采用露天式兔舍。仔兔要用产仔箱，以创造温暖舒适的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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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啮齿穴居，同性好斗: 肉兔是啮齿动物，第一对门齿是恒齿，永不脱换，不停生
长，上颌门齿每年生长约 10 厘米，下颌 12． 5 厘米，必须通过啃咬硬物磨短，才能保持
上下颌牙齿齿面吻合。肉兔还保留其祖先打洞穴居的习性，尤其母兔分娩时更为明
显，常用前肢扒笼壁和垫板。肉兔同性好斗，两只性别相同的成年兔在一个笼里，往往
互相撕咬。特别是公兔，互相咬对方睾丸、臂腿，直到咬死方休。幼兔到了断奶就应分
群，防止撕咬和乱配。

2．肉兔的草食性与消化特点

肉兔属于草食动物，喜食植物的茎、叶、块根、子实，不喜欢鱼粉、肉骨粉等动物性
饲料，一般日粮中动物性饲料不超过 5%，否则影响肉兔食欲。在饲草中，肉兔喜欢吃
多叶、多汁饲料，如苜蓿、燕麦、三叶草、猪尾草、鲜嫩地瓜秧、花生秧、胡萝卜、萝卜等。
兔子喜食有一定硬度的饲料，颗粒饲料的饲料利用率和对兔子的生长速度，都比粉料好。

肉兔具有发达的小肠和大肠，二者总长度约为兔体长的 10 倍。结肠与盲肠也很
发达，类似马，其中繁衍着庞大的微生物群系，能够充分酵解粗纤维。虽然这一强大的
“发酵罐”位于消化道末端，但兔子有一个食软粪的奇妙习性，弥补了这一不足。肉兔
白天排出的是硬粪，是兔子最终排泄物，营养成分很低。另一种是夜间排出的软粪，含有
大量经盲肠发酵而又未被吸收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一经排出就被肉兔自己直接吃掉。

肉兔具有发达的消化系统和独特的食粪习性，能充分地利用粗饲料中纤维、蛋白
质，粗纤维消化率为 65% ～ 78%，粗蛋白为 70% ～ 80%。粗纤维是肉兔能量主要来
源，而且对于兔的消化特点，粗纤维是必需的，否则会破坏消化道微生物平衡，引起消
化紊乱。日粮中粗纤维低于 6%，就有增加腹泻的趋势。

肉兔采食粗饲料，需要补充食盐和钙磷及微量元素。软粪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
生素，青饲料中维生素也较多，因此，兔饲料不必再添加维生素，冬季吃干草需补饲适
量的胡萝卜、萝卜。

( 二) 兔舍环境要求

环境因素是指所有作用于肉兔机体的外界因素的统称，包括温度、湿度、光照、有
害气体、噪声及卫生条件等。进行肉兔的标准化生产，首先要考虑不同类型肉兔的生
理特点，根据各地不同气候条件，通过不同的兔舍建筑创造适宜的内部环境，满足肉兔
的生理需求，提高肉兔的生产效率和养殖经济效益。

1．温度

肉兔是恒温动物，平均体温为 38． 5 ～ 39℃，但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较大。通常肉兔
体温夏季高于冬季，中午高于夜间。肉兔的汗腺不发达，全身覆盖被毛，体表皮肤散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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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很差。夏季高温高湿条件下，当兔舍内气温达到 35℃、湿度 80%以上时，肉兔散
热困难，严重危及肉兔的健康和生存。试验证明，成年肉兔在气温 35 ～ 37℃的干燥、
通风良好的恒温箱中能生存数周;在相同温度而湿度较大的恒温箱中，肉兔仅能存活
1 ～ 2 天。小兔特别怕冷，尤其是初生仔兔，因体小单薄、皮肤裸露、被毛短而稀少，无
御寒能力，受到低温寒冷的侵袭，很容易引起体温下降，当体温下降到 20℃以下时就
可能发生死亡。1 月龄内的仔兔，虽然已全身长出被毛，但体温调节机能尚未发育完
善，对环境温度的变化适应力很差，难于保持机体与环境的热平衡，御寒能力很弱，仍
然容易受冻。

针对成年兔怕热、仔兔怕冷的生理特点，在设计和建造兔舍时，应认真考虑不同日
龄肉兔对环境温度的要求。表 1 所列温度范围，在实际生产中很难达到，也不符合低
碳节能原则。生产上可根据肉兔的不同生理阶段分类管理，以降低能耗，最大限度地
发挥肉兔的生产潜能。一般只要兔舍温度保持在 5 ～ 30℃，通过加强管理，做好产仔
箱的保温和仔兔护理工作，均可进行正常生产。

表 1 不同日龄肉兔最适环境温度

日 龄 1 5 10 20 ～ 30 45 60 以上 成 年

温度( ℃ ) 35 30 25 ～ 30 20 ～ 30 18 ～ 30 18 ～ 24 15 ～ 25

2．湿度

空气湿度的变化对肉兔生产有一定的影响，肉兔适宜的空气湿度为 60% ～ 65%。
由于肉兔主要靠蒸发作用散发体热，当温度高且湿度大时，肉兔的蒸发散热量减少，机
体散热更为困难。温度低且湿度高时，会加快肉兔体热的散失，不利于保温。无论温
度高低，高湿度都对体热调节不利，而低湿则可减轻高温和低温的不良作用。

高温高湿环境有利于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的孳生、发育，使肉兔易患球虫病、疥癣
病、真菌病和湿疹等，还易使饲料发霉而引起真菌毒素中毒。低温高湿使肉兔易患各
种呼吸道疾病( 感冒、鼻炎、气管炎) 、消化道疾病等，特别是幼兔易患腹泻。如果空气
湿度过低、过于干燥，则易使黏膜干裂，降低兔对病原微生物的防御能力。

3．通风

首先要求饲养场所在地区环境空气质量应符合《GB3095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二级标准的要求，而兔舍通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兔舍的环境卫生和肉兔的
生长。兔舍中由于肉兔的呼吸和粪尿的分解，存在二氧化碳、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
体，还有灰尘和水汽，这些都对肉兔的生长产生不利的影响。通风可以引进新鲜空气，
排除兔舍内污浊空气、灰尘和过多的水汽，调节温度，防止湿度过高。通风量的大小和
风速的高低，应通过兔舍的科学设计( 如门窗的大小和结构、建筑部件的密闭情况等)
和通风设施的配置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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