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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舍季节转换时的通风要点

毕艳红
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碾盘动物卫生监督所，辽宁抚顺 113000

摘要 在大规模集约化鸡舍笼养鸡的模式下，控制密闭鸡舍的通风换气，尤其是季节转换时的通风换气是

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不仅关系到鸡舍的温度、湿度，还着鸡舍内有害气体的浓度。为此，本文介绍了季节转

换对鸡舍通风的要求；从最小通风、纵向通风、过渡通风3个方面简述了鸡舍季节转换时的通风要点，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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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鸡产品的消费需求长盛不衰，促使鸡的

饲养方式由家庭散养逐渐向大规模集约化饲养模

式转变。鸡群也由在自然环境中生活，变为在人为

科学合理控制环境的密闭鸡舍内生活。于是，控制

密闭鸡舍的通风换气，尤其是季节转换时的通风就

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1 季节转换对通风的要求

季节转换对鸡群影响较大。春夏季转换和秋

冬季转换时，白天气温比较高，可又不如夏季高，夜

晚温度比较低，可又不如冬季冷，这个阶段常常被

认为气温适宜，不需要通风换气，环境条件比较适

合养鸡。但在现实生产中，很多养鸡场在季节转换

期因为不通风换气而诱发鸡群暴发呼吸道疾病，主

要原因有：第一是通风量不够，鸡舍内的空气质量

污浊，有害气体刺激鸡的上呼吸道，导致发生呼吸

道疾病。第二是通风量太大，给鸡群带来冷应激，

造成鸡群发生呼吸道疾病[1]。

这就要求生产一线的技术和饲养人员科学、合

理地掌握不同季节、不同鸡群鸡舍通风换气的原

理，学会季节转换时鸡舍通风换气的方法，为鸡群

提供温湿度适宜、空气清新的生长环境。另外，一

线管理、饲养人员要勤巡视鸡舍风机运转情况，防

止风机出现不能工作、风机风叶无法开启或开启不

到位，以及无法关闭或关闭不到位等现象的发生，

确保为鸡群提供良好的生存、生产环境[1]。

2 最小通风和纵向通风

在设计风机开关系统时，应充分考虑鸡舍内的

温度、湿度、有害气体浓度等各种环境因素单一的

影响，还要考虑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当鸡舍

温度低于风机启动的最低温度时，间隔一定的时

间，按照最小通风量开启风机进行通风换气，这样

才能保障鸡舍内的空气新鲜，更好地满足鸡群生长

需要。使用最小通风系统时，要密闭好纵向风口

（比如从工作间进鸡舍的门、纵向通风的进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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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总之，对蛋鸡育雏期体重的管理，只有从喂料、

饮水和均匀度等各个细节入手，让鸡群吃好、喝好、

住好，才能让蛋雏鸡群体重、均匀度和胫长等生产

指标周周达标，从而奠定实现蛋鸡群高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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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否则通风换气的效果就不理想。

夏季高温时，鸡舍要采用纵向负压通风，可将

进入鸡舍的热空气经过纵墙进风口湿帘的降温，不

使外界的高温空气直接吹到鸡身上，发生热应激，

引发鸡体不适或发病。在使用湿帘纵向通风时要

密封好侧墙上的进风口，避免没经湿帘降温的空气

进入鸡舍[2]。

3 过渡通风

过渡通风系统是介于最小通风和纵向通风之

间的一种通风方式，需要在侧墙增加进风口数量，

空气从进风口进入鸡舍，这样既能让新鲜空气进入

鸡舍，确保鸡舍空气质量合格，又没有纵向通风的

冷效应，避免鸡群发生冷应激。过渡通风系统是在

鸡舍温度高于风机开启设定的温度时，打开侧墙所

有进风口，使最小通风系统的风机不再由定时钟控

制而连续运转，只需使用部分纵向通风的风机[2]。

当鸡舍内的温度在风机开启设定温度以下时，

使用时控的最小通风系统，只有鸡舍温度一直在设

定温度以上时才使用过渡通风，这时鸡舍内空气流

动性加大，当鸡舍内风速大于一定速度时，鸡群会

趴在架板和地面上。如果鸡群只是趴着，没有张口

呼吸，表明鸡群感到舍内温度太低，应该减少纵向

风机开启数量，直到鸡群表现正常为止。如果鸡群

有一定比例鸡只张口喘气，表明鸡群实际感受到的

温度较高，需要开启 1台风机，然后再根据鸡群实际

表现来决定开启风机的数量，只有最小通风系统达

到最大通风量以后才可以转变为纵向通风，也就是

在使用最大过渡通风系统后鸡群仍然感到温度较

高时，才使用纵向通风。

切忌根据舍内温度计测定的温度超标后才转

化为纵向通风，否则容易出现转化过早的情况，引

起鸡群受凉而发生冷应激的情况。鸡群受凉后往

往会趴在地上不愿活动。一旦改变通风设定后，管

理者需要在舍内坚持半个小时来观察鸡群实际表

现，以更加准确地判断设定的通风是否合理。不能

只根据饲养人员的反应来随意调整通风系统，必须

保证改善通风后鸡群活跃情况良好[3]。

在春秋季节外界温度较高时，可以使用过渡通

风或纵向通风，在温度降低时转换为最小通风，此

时通风系统需要来回转化，如果鸡舍具备自动控制

系统是比较理想的，能够根据鸡舍内鸡群的具体表

现来设定通风转化。但是在实际生产中，由于外界

环境条件变化无常，养鸡场设施设备不健全，鸡舍

密闭不严密等原因，致使春秋季的过渡通风管理相

当难以控制，给鸡群带来很大的应激反应。

建议在晚上使用最小通风时，将所有的纵向通

风进风口密闭好，用塑料布将纵向进风口遮挡起

来，避免冷风直接吹到鸡只身上而引起冷应激，有

条件的鸡场可用密闭性较好的折叠木板来封闭纵

向通风的进风口，根据实际经验设定好定时钟循环

时间，保证舍内通风良好和最小通风系统运行

正常[3]。

4 结 语

在实际生产中，大多数鸡场管理者比较重视冬

季和夏季极端天气时鸡舍的通风管理，认为在春秋

季节外界温度比较适宜，通风管理相对容易许多，

殊不知春秋季节外界温度差异较大，白天温度较高

需要使用纵向通风，晚上温度下降需要最小通风，

在这样 2个通风系统不断来回转化下，一旦管理不

善就会给鸡群带来很大的应激反应，尤其是晚上极

易产生冷应激而发生感冒和呼吸道症状。因此，必

须重视过渡通风管理，根据鸡群实际表现来调节整

个通风系统，确保鸡舍空气质量良好。生产一线工

作人员应根据鸡群的情况来决定开启风机的数量，

让鸡群生活在温暖安静、通风干燥、空气清新的鸡

舍内，更好地生长发育，提高饲料报酬率，降低饲喂

成本，增加养鸡场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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