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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贮藏的原则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采用晒制干

草、加工草粉及青贮等简单实用的技术措施，每一项

措施应按操作规程进行，以保证加工后饲草的质量。

3 结 语

饲草种植是肉牛养殖业发展的重要环节，山区

农村在饲草种植与利用方面不仅要掌握具体的栽

培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饲草

品种与种植模式，适时种植与收割，加强生产过程

管理，重视加工贮藏，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山区农村

饲草种植与利用水平，才能促进肉牛养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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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鸡 号”林下散养不同生长阶段
养殖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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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试验利用在云南省玉溪市 2 个鸡场示范养殖的 3 000 只林下散养“茶花鸡 2 号”优质肉鸡，通过测定

常规饲养试验 3 个阶段：小鸡阶段（1~42 日龄）、中鸡阶段（43~84 日龄）、大鸡阶段（85~126 日龄）及超长时间（38~
167 日龄）饲养试验的增重、饲喂量及死亡率等，分析其生长规律，同时结合市场价格及各项成本综合分析“茶花

鸡 2 号”最大经济效益的上市日龄。试验结果显示：“茶花鸡 2 号”在小鸡阶段料肉比最低，在中鸡阶段的养殖效

益最高；各阶段公鸡体重显著高于母鸡，126 日龄阉鸡体重极显著高于公、母鸡；126 日龄后料肉比不断升高且利

润为负增长，即在市场价格合理稳定的情况下，“茶花鸡 2 号”的最佳出栏日龄为 126 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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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花鸡是由野生红色原鸡驯化选育而成的原

始鸡种，主要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具有体型矮小、

肌肉结实、骨骼细致、肉质鲜美、风味独特、肌肉脂

肪含量低、营养价值高、性早熟、耐粗饲、抗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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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独具浓郁的野味等特点，有“优质小型土鸡之

王”之称，但曾因各种原因一度濒临灭绝[1-3]。为充分

开发利用保护茶花鸡的优质遗传资源，云南农业大

学与云岭广大公司合作，以茶花鸡作为原始亲本，

经杂交培育形成“茶花鸡 2 号”新品种，在保留了茶

花鸡优良优质性状的基础上又提高了生产性能[1]。
本试验研究分析了不同日龄阶段（小鸡阶段：1~42
日龄；中鸡阶段：43~84 日龄；大鸡阶段：85~126 日

龄）及脱温后超长时间（38~167 日龄）饲养，“茶花鸡

2 号”经风土驯化后的生长性能状况及最佳上市时

间，以期为“茶花鸡 2 号”在云南省玉溪市进一步示

范推广及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

本试验分别于峨山县及红塔区 2 个鸡场示范

养殖“茶花 2 号”优质肉鸡 3 000 只，均采取林下散

养、早晚补饲的养殖模式，3 个阶段分别饲喂云岭广

大公司生产的小、中、大鸡料。养殖技术员负责实时

记录饲料饲喂量并及时处理死亡鸡只。

1.2 数据采集

本次试验主要分常规时间饲养试验及超长时

间饲养试验 2 个试验。常规时间饲养试验分 3 个阶

段进行：小鸡阶段（1~42 日龄）、中鸡阶段（43~84 日

龄）和大鸡阶段（85~126 日龄）；超长时间饲养试验

为小鸡脱温后直接饲养至 167 日龄。每阶段结束当

天早饲前，在鸡群内随机抓取若干鸡只（公母各半）

进行称重，并准确记录该阶段内鸡群采食量。

1.3 数据统计与分析

采用 Excel 2010 软件进行数据整理，SPSS
19.0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显著性水平为 约
0.05，极显著性水平为 约0.01，各组试验数据均以

（平均值依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常规饲养试验 3个阶段肉鸡体重比较

由表 1 可知，42、84、126 日龄“茶花鸡 2 号”公

鸡体重均极显著高于母鸡（ 约0.01）；126 日龄阉鸡

体重极显著高于公鸡和母鸡（ 约0.01）。由于 1 日龄

鸡苗无法进行性别辨别且体重差异较小，故公、母

鸡 1 日龄体重为总体平均值。

2.2 常规饲养试验 3个阶段肉鸡生长性能比较

由表 2 可知，“茶花鸡 2 号”在 1~42 日龄阶段

料肉比最低；43~84 日龄阶段日增重最高；85~126
日龄阶段采食量增加但日增重下降，料肉比较前 2
个阶段有所增加，但死亡率最低；随着日龄的增加，

表 1 3 个阶段“茶花鸡 2 号”母、公、阉鸡体重 g
组别 1 日龄 42 日龄 84 日龄 126 日龄

公鸡 34.43依3.78 618.75依75.84A 1 430.83依234.44A 2 016.42依540.95A
母鸡 34.43依3.78 545.97依61.99B 1 309.33依165.94B 1 783.86依227.36B
阉鸡 — — — 2 390.3依335.35C

表 2 3个阶段“茶花鸡 2号”生长性能比较

阶段 初重/g 末重/g 平均日增重/g 平均日采食量/g 料肉比 死亡率/%

小鸡阶段（1~42 日龄） 34.43依3.78 582.36依78.13 13.05 27.57 2.11 2.45

中鸡阶段（43~84 日龄） 582.36依78.13 1 370.08依211.55 18.76 74.83 3.99 6.65

大鸡阶段（85~126 日龄） 1 370.08依211.55 1 878.14依401.46 12.10 92.90 7.68 1.60

1~84 日龄 34.43依3.78 1 370.08依211.55 15.90 51.20 3.22 9.38
1~126 日龄 34.43依3.78 1 878.14依401.46 14.63 65.10 4.45 10.83

注：同列标注的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约0.05），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约0.01），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约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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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群料肉比呈逐渐上升趋势；1~84 日龄阶段料肉比

为 3.22，1~126 日龄阶段料肉比为 4.45。
2.3 常规饲养试验养殖效益

由表 3 可知，在小鸡阶段“茶花鸡 2 号”的养殖

利润为 9.98 元/只，中鸡阶段为 15.76 元/只，大鸡阶

段为 0.69 元/只。在各个饲养阶段中，3 个阶段均有

利润，其中中鸡阶段最高，小鸡阶段次之，大鸡阶段

最低；在整个饲养周期中，饲养至 42 日龄的利润为

9.98 元/只，饲养至 84 日龄的利润为 26.46 元/只，饲

养至 126 日龄的利润为 27.64 元/只。

各阶段鸡只价格均以当前市场价计算，即鸡苗

3.7 元/只，脱温鸡（第 1 阶段结束）15 元/只，中鸡（第

2 阶段结束）25 元/kg,，大鸡（第 3 阶 段 结束）

20 元/kg。饲养成本以具体饲喂量为准，包含饲料价

格和运输费用等，由于饲养量少且采取在自家山地

散养模式，故人工及圈舍等成本均忽略不计。

2.4 超长时间饲养试验养殖效益

由表 4 可知，“茶花鸡 2 号”在超长饲养时间

（38~167 日龄）内，虽然 167 日龄鸡群体重显著高于

126 日龄，但料肉比高达 6.70；饲养成本高达 8.91
元/只，利润仅为 17.47 元/只，即较 126 日龄利润出

现负增长情况。

3 讨 论

3.1 公、母、阉鸡比较

在整个饲养周期中，各阶段数据均显示，公鸡

体重均极显著高于母鸡（ 约0.01），这与王万霞等[4]的
研究结果一致，符合肉鸡生长规律；126 日龄阉鸡体

重极显著高于公鸡和母鸡（ 约0.01），这与王广

龙[5]、张德祥等[6]的研究一致。实际生产中可以根据

当前市场行情合理调整公、母、阉鸡的比例，优化鸡群

结构，提高鸡群出栏体重，从而提高整体养殖效益。

3.2 非正常死亡原因简析

此次试验数据显示，鸡群死亡率与日增重相关

性较大，即死亡率随着日增重的增减而增减，与实

际生产活动中死亡率随着日龄的增大而减小有所

表 4 “茶花鸡 2号”38~167 日龄养殖效益分析

种类 38 日龄重/g 167 日龄重/g 平均日增重/g 料肉比 前一阶段成本/元 总产值/元 饲养成本/元 利润/（元/只）

公鸡 618.75依130.46 2 300.83依283.11 13.04 — — — — —

母鸡 545.97依129.46 1 919.17依229.13 10.64 — — — — —

平均 582.36依140.02 2 110依318.50 11.84 6.70 7 500 20 002.8 4 221.59 17.47

注：鸡只价格、饲养成本等同表 3。

阶段 末期称重/g 末期存栏/只 总产值/元 前一阶段

成本/元 总喂料量/kg 饲养成本/元 利润/（元/只）

小鸡阶段（1~42 日龄） 582.36依78.13 2 491 37 365 9 464.6 2 856.6 3 035.14 9.98
中鸡阶段（43~84

日龄）
1 370.08依211.55 2 323 79 567.4 37 365 6 916 5 594.50 15.76

大鸡阶段（85~126
日龄）

1 878.14依401.46 2 281 85 680.75 79 567.4 8 483 4 531.06 0.69

1~84 日龄 1 370.08依211.55 2 323 79 567.4 9 464.6 10 174.5 8 629.64 26.46

1~126 日龄 1 878.14依401.46 2 281 85 680.75 9 464.6 18 657.5 13 160.7 27.64

表 3 “茶花鸡 2 号”养殖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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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其原因是中鸡阶段日增重较快而导致营养元

素容易缺乏，引发啄肛、啄羽等造成鸡只非正常死

亡较多。故应适时断喙、加强饲养管理、及时隔离被

啄鸡只[7]，降低死亡率也是养鸡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3.3 养殖效益分析

通过生长性能及养殖效益分析可知，在小鸡阶

段料肉比最低，随着日龄的增大，料肉比逐渐呈现

上升趋势，并在大鸡阶段达到最大；养殖效益在中

鸡阶段最大，其次是小鸡阶段，最后是大鸡阶段，

一、二阶段利润为 26.46 元/只，3 个阶段总利润为

27.64 元/只；在超长时间饲养试验中，虽然 167 日龄

鸡群体重显著高于 126 日龄时的公母鸡平均体重，

但是利润较 126 日龄的 27.64 元降低了 10.17 元，

即说明 126 日龄后鸡群利润为负增长，料肉

比过大。

3.4 确定最佳上市日龄

养殖场经济效益除与料肉比、死亡率、饲养成

本等有关外，还与市场售价密切相关，最佳上市日

龄具有相对性，在实际生产活动中要根据养殖场基

本情况，再结合当前市场，通过规划求解计算出经

济效益最大值的上市日龄。

4 结 论

通过此次的“茶花鸡 2 号”林下散养试验，经综

合分析可知，在市场价格稳定的情况下，林下散养

“茶花鸡 2 号”最佳出栏日龄为 126 日龄，不建议饲

养时间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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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性胃肠炎

猪传染性胃肠炎是由传染性胃肠炎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度接触性肠道疾病，以腹泻、呕吐为特征。

本病目前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可采用对症治疗，如止泻、补液、防止酸中毒和抗继发感染等。止泻与

补液的简易方法为选用鞣酸或鞣酸蛋白（2~5 g/头）与 0.3%~0.5%盐水混合，供病猪自由饮用，2 次/d，
连用 2~3 d，用药 4 h 后注意供给清水。

来源：青海 12316 三农服务热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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