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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肉鸭养殖和疾病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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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肉鸭养殖可实现农民增收，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但肉鸭在养殖过程中经常受到各类疾病的威胁，给养

殖户带来较大经济损失。为此，本文介绍了夏季肉鸭养殖的几项重点工作：防暑降温是基础，饲料营养是重点，疾

病防治是关键；简述了鸭病毒性肝炎、鸭大肠杆菌败血病、鸭疫里默氏病等几种常见病的发病原因及治疗方法。

关键词 肉鸭养殖；常见疫病；防治措施

收稿日期：2020-10-18
李秀秘，男，1974 年生，助理兽医师。

肉鸭养殖效益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诸如养殖环

境、养殖技术、气温、疫病、市场需求等，其中气温、

疫病和养殖技术是最主要的因素。掌握肉鸭养殖的

专业技术、做好肉鸭养殖的重点工作、认识和防控

好肉鸭疫病是保障肉鸭养殖安全、提高肉鸭养殖收

入的关键手段。

1 肉鸭养殖的重点工作

春秋时节温差较小，较适宜肉鸭生长；夏季炎

热、冬季寒冷给肉鸭养殖和管理带来一定困难。在

此主要谈谈夏季肉鸭养殖的注意事项。

1.1 防暑降温是基础

鸭类没有汗腺，全身羽毛覆盖，夏季高温高热

天气可能导致肉鸭的料肉比增加，还会造成肉鸭因

中暑或热应激而昏厥甚至死亡，所以必须做好防暑

降温工作。其一，保持通风。确保鸭舍内空气流通，

通过对流空气自然降温防暑，能有效改善舍内空气

质量，防止高温下病菌传染；其二，注意遮阴挡阳。

应将鸭舍室温控制在 26 益以下，室温过高会影响

肉鸭的采食量，增加饮水量，影响雏鸭的生长发育。

可在鸭舍顶部和正面照射上方加装遮阳盖、湿帘或

在顶部涂抹隔热层，在鸭舍四周和顶部设置通风口

和排风扇等，以此减弱阳光辐射；其三，减小鸭群的

密度。可以增加鸭舍面积，提升肉鸭活动空间，降低

群体聚集密度，防止鸭群因拥挤导致体温过高而生

病，减轻病菌传染风险[1]。
1.2 饲料营养是重点

夏季高温导致肉鸭呼吸换气频率加速，水分、

盐分、体能及营养消耗较大，如果摄入的食物营养

不足，则会导致肉鸭脱水、缺氧、食欲衰退、生长发

育缓慢、抗病能力低下等，不利于高质量养殖。所

以，在夏季养殖户要结合肉鸭的实际情况，为肉鸭

搭配合理的营养结构，保障肉鸭质量和健康。例如，高

温环境下肉鸭呼吸频次加大，日常饮水量增加 2耀3
倍，排泄次数也明显增多，这便容易导致肉鸭体内

的 K 元素和 Na 元素迅速流失，喘息量的增加也会

提升肉鸭血液中的 CO2 浓度值并降低 pH 值，从而

引发高碳酸血症，应在喂食的饲料和水中适量添加

相关营养元素，及时补充碳酸盐成分，确保其体内的

电解质处于平衡状态，以便缓解相关应激反应症状。

1.3 疾病防治是关键

随着气温的升高，鸭舍内的粪便和滴漏物等会

在发酵反应下产生多种细菌，并导致肉鸭感染疾

病，因此加强夏季疾病的防治工作尤其重要。首先，

要注意保持舍内干净卫生，每天及时清除舍内排泄

物并使用四级铵盐或碘伏等无刺激性的消毒剂，每

1耀2 d 对鸭舍消毒 1 次，防止病菌滋生和传播，同时

在清圈前后也可使用 10%生石灰乳或 2%耀5%的热

火碱水泼撒消毒。其次，要注意规范饲养模式，单独

设置喂食区域，采用线型或圆形食槽，避免饲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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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接触，以此阻断病菌的传播途径。同时注意观

察鸭群状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隔离和

治疗措施。

2 常见肉鸭疾病及防治

在肉鸭养殖中，疫病是最大威胁。从肉鸭生理

特点和养殖经验来看，肉鸭的抗病能力较差，容易

患以下常见疾病。

2.1 鸭病毒性肝炎

鸭病毒性肝炎，传染性较强、扩散速度快、致死

率高、易发且持续周期长，一般多发生在肉鸭的育

龄期，对肉鸭养殖构成严重威胁。鸭群感染病毒性

肝炎后会出现角弓反张、精神萎靡、肝脏肿大并伴

有出血斑点、呆滞、腹泻等症状。针对该病的防治措

施有：仔细观察鸭群动态，在发病初期立即给肉鸭

注射鸭病毒性肝炎卵黄抗体，同时对患病鸭子进行

分圈隔离；给 5 周龄以内的雏鸭加强饲料营养的同

时为其注射高免血清。

2.2 鸭大肠杆菌败血病

该病是家禽类常见传染性疾病，具有突发性、

高致死性，尤其对 2耀6 周龄的雏鸭危害最大，病鸭

表现为闭眼缩颈，腹围增大，食欲下降等。此病和肉

鸭的饲养环境关系密切，鸭舍粪便清洁不及时、环

境密闭、室内温湿度异常等都可能诱发和加重此病

发生和传染。应加大鸭舍饲养管理和清洁力度，可

每日清洁；对饲料和水源进行检查，预防被病菌感

染，改善通风条件；为肉鸭注射大肠杆菌甲醛灭活

苗和大肠杆菌灭活油乳苗进行防疫处理；使用百草

肠毒清，按 1颐1 000 拌料，连用 5耀15 d 进行预防，对

患病肉鸭按 1耀2 g/kg 体重标准，2 次/d，连服 3耀5 d
进行治疗[2]。
2.3 鸭疫里默氏病

此病由鸭疫里氏杆菌引起，导致鸭类全身浆膜

面发生纤维素性炎症，主要危及雏鸭生命安全。此

病无季节差异，四季高发，饲养环境不良、药物过敏

等因素是主要致病原因。应保持圈内清洁，加强消

毒处理；为 10耀14 日龄和 2耀3 周龄雏鸭接种灭活菌

苗；在雏鸭饮水中按 3耀4 g/100 L 水标准添加氟苯

尼考，进行预防和治疗。

3 结 语

肉鸭养殖是帮助农民致富、加快农业产业结构

优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养殖户只有掌握基本的养殖

管理技术和疫病防治技术，才能确保肉鸭养殖的较

好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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