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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试验基于甘肃省通渭县气候特点和生态资源优势,以该县永达碧林源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为示范点,通过对引进芦花鸡、绿壳蛋鸡的适应性开展观测试验,继而筛选出成活率高、经济效益

好、抗病能力强,适宜通渭县地区内放养环境的放养鸡品种,从而稳步推进通渭县养鸡业生产方式

转变,发展节约型、健康型养鸡业,发展生态放养试验示范促进新技术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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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xperiment
 

is
 

based
 

on
 

the
 

climate
 

characteristics
 

and
 

ecological
 

resource
 

advantages
 

of
 

Tongwei
 

County,
 

Gansu
 

Province,
 

and
 

takes
 

Yongda
 

Bilinyuan
 

Breeding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in
 

this
 

county
 

as
 

a
 

demonstration
 

site.
 

We
 

carried
 

out
 

observation
 

experiments
 

on
 

the
 

adaptability
 

of
 

imported
 

reed
 

chickens
 

and
 

green-shell
 

layer
 

hens.
 

Then,
 

we
 

selected
 

free-range
 

chicken
 

breeds
 

with
 

high
 

survival
 

rate,
 

good
 

economic
 

benefits,
 

strong
 

disease
 

resistance,
 

and
 

suitable
 

for
 

stocking
 

environment
 

in
 

Tongwei
 

County.
 

This
 

has
 

steadily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duction
 

mode
 

of
 

the
 

poultry
 

industry
 

in
 

Tongwei
 

County.
 

This
 

promotes
 

the
 

promo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throughout
 

the
 

coun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
conomical

 

and
 

healthy
 

chicken
 

farm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stocking
 

experiments
 

and
 

demonst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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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政策的加

持下,通渭县上下始终把畜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

的支柱产业来培植。特别是在省第十四次党代会

上,省委提出了“坚持用工业思维发展现代农业,优
化农业组织形式,以养殖业牵引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部署要求;在全市畜牧业发展大会上,市委、
市政府明确提出了“两个20%增速支撑下的四翻

番、八提升”的具体目标,将发展畜牧业上升到“全域

产业”和“全市战略”新的历史高度;在省市高位推进

下,畜牧业转型省级势在必行。在此大背景下,结合

该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片撂荒地出现的实际,
通渭县散养鸡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通渭县放养的鸡

品种以当地土杂鸡为主,另外有芦花鸡、青脚麻鸡、
绿壳蛋鸡、少量海白小公鸡、梁凤花等。本试验选用

新引进新品种芦花鸡、绿壳蛋鸡,通过系列指标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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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杂鸡,综合考虑生产性能以及经济效益,选择最适

宜品种,从而进一步发展生态放养试验示范并促进

新技术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材料:选择适合山坡林地放养体型大小适

中、适应性广、抗病能力强、觅食能力强、抗逆性强及

适宜放养的芦花鸡、绿壳蛋鸡进行放养。
 

1.2 试验方法
 

试验鸡苗由渭源县瑞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集中

育雏,育雏期间严格按照免疫程序,逐只进行马利

克、新城疫、传染性法氏囊病等主要传染病的防疫。
鸡苗1月龄时投放至内碧玉镇永达碧林源试验基

地,试验分为3个组,芦花鸡试验组、绿壳蛋鸡试验

组、土杂鸡对照组,每组800只,每组2个重复,每个

重复400只。针对不同的放养环境,将试验设计为

2个放养点,第一个是红豆草地放养点,该点饲草植

被以 红 豆 草 及 部 分 杂 草 组 成,其 中 红 豆 草 约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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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地处半阳坡;第二个是林间隙地放养点,该放

养点是有灌木的阴湿坡地,植被以杂草为主。整个

试验放养期为12周。

1.2.1 饲养管理措施 放养密度:密度的控制基于

放养地生物资源和生态平衡,关键考量指标要根据

鸡的成长,人工喂养饲料比例,鸡群生长状况进行相

应调整,本试验在红豆草地中放养密度在45~50
只/hm2,林间隙地放养密度在30~35只/hm2。

饮水:在圈舍附近放置若干饮水器,作为补充饮

水,因放养鸡接触土壤,水易污染,应勤换水。
饲喂标准:为确保鸡苗有效衔接舍饲和放养,前

期应做好以下准备。一是饲草适应性的延展训练,
应在育雏中期给鸡群投喂少量切碎的红豆草叶、野
菜叶等,再循序渐进慢慢增加添加比例,相应减少配

比饲料的投放量。二是生活习性训练,放养鸡生活

习惯和环境与舍饲鸡群有很大区别,应在饲草适应

性训练期间同步开展生活习性训练,引导鸡群外出

进食饲草,直到外出觅食习惯的养成,值得注意的是

为确保鸡只营养有效供给,放养期间应中午和晚上

补饲自配料;由于天气原因不宜放养时,每日早、中、
晚3次补饲。三是条件反射习惯的养成,为了便于

管理,使鸡群能形成出舍、归舍的条件反射,应进行

如下方式训导:采用有特点的叫声、敲盆、吹哨等方

式,多次反复,使鸡群建立起“敲盆-放牧-觅食-
归舍”的条件反射。

1.2.2 病虫防治措施 鉴于散养鸡群活动区域较

大,并且不能全时段管控,因此基础疫病防控要特别

注意:一是基础疫病免疫:(1)1日龄时马立克苗1
只份颈部皮下注射0.2

 

mL;(2)7~10日龄时新城

疫-传支二联苗,滴鼻点眼或饮水;(3)12~14日龄

时法氏囊疫苗饮水;(4)20日龄时注射禽流感疫苗;
(5)28日龄时法氏囊疫苗饮水;(6)56日龄时注射新

城疫Ⅰ系苗。二是其他驱虫防病措施:(1)育雏期用

加钙电解多维、21金维它、甘草水、环丙沙星等饮

用,补充维生素,增加鸡只抗体;(2)在20、40、60日

龄时分三次注射氯苯尼考预防大肠杆菌病;(3)每隔

15
 

d用克球虫粉预防一次球虫;(4)15日龄时注意

观察鸡是否有呼吸道疾病症状,采用罗红霉素,泰乐

菌素治疗;(5)7日龄和30日龄分两次用左旋、丙硫

咪唑驱除寄生虫。

1.3 试验调查项目

1.3.1 补料量统计 建立专门台账,记录每日中、
晚或早、中、晚补饲料量,同时应密切关注鸡群变化,
准确记录每日死亡数。

1.3.2 增重统计 每隔7
 

d随机抽取50只鸡进行

空腹称重,并以此为依据计算单只体重及周增重量。
同时准确丈量放养区域面积。

 

2 结果与分析

2.1 红豆草地放养条件下适应性试验

表1 红豆草地不同放养鸡品种生产性能

测定结果(120日龄)

试验组
日增重

(g/d)
料肉比

(%)
 

成活率

(%)

芦花鸡 24.96±2.35b 3.22±1.23 95±0.11

绿壳蛋鸡 22.15±2.14a 3.11±0.74 94±0.09

土杂鸡 20.23±1.24a 3.32±0.31 90±0.09

表1显示,投放品种在红豆草地放养,芦花鸡组

日增重较本地绿壳蛋鸡组、土杂鸡组高出12.6%、

23.3%,绿壳蛋鸡组料肉比比芦花鸡组低3.4%,比
土杂鸡低6.3%;芦花鸡组成活率最高,可达95%,
绿壳蛋鸡组、土杂鸡组成活率均低于芦花鸡。

表2 红豆草地不同放养鸡品种屠宰率和

腹脂率测定结果
 

(
 

120日龄)

试验组 屠宰率(%)
 

腹脂率(%)

芦花鸡 87±0.12 3.42±0.01b

绿壳蛋鸡 86±0.21 3.09±0.12a

土杂鸡 86±0.13 3.19±0.19ab

表2显示,投放品种在红豆草地放养,芦花鸡组

120日龄时屠宰率达88%、绿壳蛋鸡组饲120日龄

时屠宰率达86%,绿壳蛋鸡组腹脂率较芦花鸡低

9.6%、较土杂鸡组低3.1%。

2.2 林间隙地放养条件下适应性试验

表3 
 

林间隙地不同放养鸡品种生产性能

测定结果(120日龄)
 

试验组
日增重

(g/d)
料肉比

(%)
成活率

(%)

芦花鸡 20.19±1.35 3.63±0.02a 91±0.07
绿壳蛋鸡 18.63±1.15 3.99±0.03ab 92±0.23
土杂鸡 18.01±1.81 4.02±0.01b 90±0.17

表3显示,投放品种在林间隙地放养,芦花鸡组

日增重较绿壳蛋鸡组高7.7%、、较 土 杂 鸡 组 高

10.7%;芦花鸡组料肉比最 低,较 绿 壳 蛋 鸡 组 低

9.9%、较土杂鸡组低10.7%;芦花鸡组、绿壳蛋鸡

组较土杂鸡组成活率高,绿壳蛋鸡组成活率最高

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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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林间隙地放养鸡经济效益情况

统计表(120日龄)

试验组 屠宰率(%)
 

腹脂率(%)

芦花鸡 87.26±0.42b 2.51±0.11

绿壳蛋鸡 85.58±0.16b 2.34±0.31

土杂鸡 82.64±0.25 2.62±0.21

表4显示,投放品种在林间隙地放养,120日龄

时芦花鸡组屠宰率达87%,较绿壳蛋鸡组高1.9%,
较土杂鸡组高5.2%;绿壳蛋鸡组腹脂率较芦花鸡

组低7.2%、较土杂鸡低3.1%。

3 讨论与结论
 

3.1 成活率
 

第一周是保证成活率最关键的时期,需要加强

看护,调节好适宜的温、湿度与光照,如果没有人为

的失误,每周的死亡率可以控制在1%以内。芦花

鸡和绿壳蛋鸡在红豆草地和林间隙地放养饲喂至

120
 

d时,芦花鸡的成活率可达到95%,较当地土杂

鸡90%的成活率高出很多。同时,因放养鸡群相对

活动区域较大,加之没有防护网庇护,导致天敌猎取

造成一定损失。要加强鸡群的防护,设置必要的防

护网;强化饲管,密切关注鸡只粪便是否有异样;安
排专人负责场地的清理、环境的消杀。

 

3.2 日增重和料肉比
 

芦花鸡和绿壳蛋鸡在红豆草地和林间隙地放养

时,饲喂至120
 

d出栏时,芦花鸡组和绿壳蛋鸡组的

日增重均高于当地土杂鸡,料肉比均低于当地土杂

鸡。投放品种在红豆草地放养,芦花鸡日增重日增

重达24.96(g/d)较土杂鸡可高出23.3%;投放品种

在林间隙地放养时,芦花鸡较土杂鸡组料肉比低

10.7%。试验结果表明,在开阔地结合优质牧草,芦
花鸡和绿壳蛋鸡能更高效转化饲草饲料,肉料比降

低,有效提高了单位饲料产出。
 

3.3 经济效益
 

绿壳蛋鸡和芦花鸡可适应通渭县气候环境,加
之散养鸡鸡只体质相对较高,减少了现行的免疫程

序的同时,极大程度减少了疫病诊疗成本,减少了养

鸡成本。尤其是绿壳蛋鸡产的绿皮鸡蛋由于其生态

环保性并为市场所热捧,平均每100只绿壳蛋鸡在

三个月放养期内可产50~60枚绿壳鸡蛋,每枚鸡蛋

的市场售价可高达1.5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3.4 放养环境
 

试验表明,具有优质牧草的放养场地辅以可供

鸡群遮阳避暑的设施等,是提高散养鸡产出的有效

措施之一。本试验红豆草放养点缺少遮阳避暑的条

件,林草地间隙放养环境中可供鸡群采食的优质牧

草略显不足,是造成在放养期周增重量偏低的重要

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芦花鸡和绿壳蛋鸡可以比当地土杂

鸡更高的成活率、更好的经济效益、更强的抗病力和

适应性,同时配合以更优质的放养环境和必要的防

护设备,是可以在通渭地区放养的。另外,在试验进

行中,所有鸡群未出现病虫害侵袭,可认为,本试验

中的免疫程序和病虫害防治措施对放养鸡群的提前

免疫、治疗效果较好,并可为其他乡镇的推广应用示

范做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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