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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达肉兔”屠宰性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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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合作社引进并经过 4 个世代提纯复壮的“腾达肉兔”四世代后裔 20 个家系、40 只 4.5 月龄肉兔

（每个家系裔、意各 1 只）开展屠宰性状测定，计算个体、家系、性别和群体的半净膛（全净膛）屠宰率。试验结果表

明，“腾达肉兔”半净膛平均屠宰率达 62.13%，全净膛平均屠宰率达 50.96%，具有较好的屠宰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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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是啮齿类动物，浑身是宝，是国家大力倡导

和着力推进的食草节粮型畜牧业的一个主要发展

品种。我国的家兔养殖有着悠久历史和巨大饲养规

模，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国在引进新西兰

白兔这一世界优良品种后，曾在国内掀起一轮养殖

高潮。新西兰白兔是由美国人工培育的一种著名的

肉用和试验用兔品种。该兔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

下，其原种母兔可年产 7 窝，平均窝产仔数大于 8
只，仔兔断奶和育肥成活率分别达到 92%和 90%，

年出栏商品肉兔 40 只以上。该兔早期生长发育快，

8 周龄体重可达 2 kg，屠宰率 64%，且肉质细嫩、品

质良好；成年体重：公兔 4~5 kg、母兔 4.5~5.5 kg，
屠宰率 52%~55%，饲料利用率高。在我国，新西兰

白兔这一品种自 1980 年代初批量引进后，经过数

十年的扩繁推广，至今已成为国内饲养量最大的家

兔品种，但由于缺乏相应饲养技术规范和未能开展

系统的选种选育以及受到较低水平饲养环境与管

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致使该品种兔的生产性能明

显退化；据上海腾达兔业专业合作社种兔场的统计

数据显示：每只种兔年平均产仔 5.56 窝、平均窝产

仔兔 6.71 只、乳兔和仔兔的平均成活率为 72%，平

均年出栏商品兔不到 26.86 只/母，相比美国原种差

异显著[1]。
为快速提升合作社新西兰种兔的生产性能，

2014 年，该合作社从上海实验动物中心引进 20裔、

80意纯种新西兰白兔，在采用自由交配模式进行纯

繁扩群后，选择后裔优秀个体组建“腾达系”新西兰

白兔 0 世代核心群（20 个家系、每个家系 2裔、6意）

开展提纯复壮；方法是选用家系轮配法与配、扩繁，

测定后裔增重、屠宰、耗料、外貌等性状，筛选组建

相同规模的子一代核心群；相同方法连续开展 4 个

世代的提纯复壮，初步选育了具有较高生产性状的

“腾达肉兔”。本试验根据选种选育要求，对“腾达肉

兔”四世代后裔开展一次屠宰性状的测定试验。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来源。上海腾达兔业专业合作社“腾达肉兔”

四世代后裔。

2）要求。随机抽取四世代后裔 40 只（20 个家

系、每个家系各取 1裔、1意肉兔）；要求：2019 年 4
月 3-9 日出生、35 日龄断奶；全封闭兔舍、三层层叠

式兔笼育肥 100 d；育肥期饲料采用浙江省桐乡市

东方饲料有限公司生产的 511 兔用配合饲料，粗蛋

白、粗纤维和粗灰分含量分别为 14.0%~18.0%、

10.0%~20.0%和臆10%，自由采食；断奶前后驱

虫和免疫兔瘟疫苗各 2 次，至 4.5 月龄出栏（屠

宰测定）。

试验研究 21窑 窑
                    
                                             
                          



养殖与饲料 2020 年第 07 期

1.2 方 法

1）样品准备。随机抽取的 40 只测定兔空腹（停

止喂料、保证饮水）12 h 后移送屠宰场，称取每只测

定兔活重，待宰。

2）致死。测定兔 100 V 电麻后兔体倒挂，并立

即颈静脉放血，至血液流尽。

3）剥皮。将前肢腕关节和后肢跗关节周围皮肤

切开，再用小刀沿大腿内侧、通过肛门将皮肤切开

后用手分离皮肉，然后双手紧握兔皮腹、背处向头

部方向翻转拉下至头部，抽出前肢，剪掉耳朵、眼睛

和嘴唇周围的结缔组织与软骨。

4）半净膛胴体处理。用刀切开剥完皮的兔体耻

骨联合，分离泌尿系统和直肠，沿腹中线切开腹腔，

取出除心、肝、肾以外的所有内脏，在跗关节处割下

后肢、在腕关节处割下前肢、第 1 尾椎处割下尾巴，

形成半净膛酮体，称重、记录。

5）全净膛胴体处理。取出心、肝、肾等脏器，在

颈椎与颅骨联合处割下兔头，成全净膛胴体，称重、

记录。

6）相关指标。

淤个体样品屠宰率=单个样品半净膛（全净膛）

胴体重/活体重。

于家系屠宰率=每个家系裔、意 2 个样品的半

净膛（全净膛）胴体总重/相应活体总重。

盂单性别屠宰率=不同性别样品的半净膛（全

净膛）胴体总重/相应活体总重。

榆群体平均屠宰率=所有测定样品的半净膛

（全净膛）胴体总重/相应活体总重。

2 结果与分析

20 个家系 40 只测定样品逐只完成屠宰和胴体

称重并记录，其中 14 号家系母兔样品因胴体异常

表 1 腾达肉兔屠宰性状测定结果 g
家系 性别 活重

胴体重
性别 活重

胴体重

半净膛 全净膛 半净膛 全净膛

1 意 2 850 1 790 1 510 裔 1 750 960 730
2 意 2 660 1 690 1 410 裔 2 190 1 360 1 100
3 意 2 560 1 600 1 330 裔 2 200 1 430 1 150
4 意 2 870 1 640 1 350 裔 2 600 1 670 1 390
5 意 2 590 1 540 1 260 裔 2 760 1 820 1 520
6 意 2 780 1 710 1 430 裔 2 690 1 730 1 450
7 意 2 270 1 420 1 120 裔 1 950 1 250 990
8 意 2 300 1 430 1 150 裔 2 360 1 590 1 210
9 意 2 380 1 480 1 190 裔 2 960 1 890 1 610
10 意 3 710 2 220 1 830 裔 2 390 1 530 1 260
11 意 2 380 1 430 1 180 裔 3 100 1 910 1 570
12 意 3 030 1 910 1 540 裔 2 400 1 540 1 270
13 意 2 500 1 530 1 250 裔 2 840 1 830 1 510
14 裔 1 910 1 180 930
15 意 2 190 1 380 1 110 裔 2 720 1 710 1 400
16 意 2 350 1 430 1 180 裔 3 780 2 170 1 820
17 意 2 130 1 360 1 080 裔 2 580 1 640 1 360
18 意 2 950 1 830 1 530 裔 2 660 1 710 1 410
19 意 3 030 1 840 1 590 裔 3 020 1 790 1 460
20 意 2 690 1 670 1 370 裔 2 180 1 300 1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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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废弃（表 1）。
2.1 样品屠宰率

根据表 1 的结果，按照个体样品半净膛（全净

膛）胴体重/活体重的方法，计算每个测定个体的半

净膛和全净膛屠宰率；按照所有测定样品的半净膛

（全净膛）胴体总重/活体总重的方法，计算群体平均

半净膛（全净膛）屠宰率（表 2）。由表 2 可知，所有测

定样品的平均屠宰率为半净膛 62.13%、全净膛

50.96%，其中半净膛屠宰率最高的样品为 5# 家系

裔兔样品（65.94%），最低的是 1# 家系裔兔样品

（54.86%），二者相差 11.08 个百分点；全净膛屠宰率

最高的样品也是 5# 家系裔兔样品（55.07%），最低

的是 4# 家系意兔样品（47.04%），二者相差 8.03 个

百分点。

2.2 家系屠宰率

对测定结果按照每个家系裔、意 2 个样品的半

净膛（全净膛）胴体总重/相应活体总重的方法，计算

每个家系的半净膛（全净膛）屠宰率（表 3）。由表 3
可知，半净膛屠宰率最高的为 8# 家系，裔、意 2 个

样品的平均屠宰率为 64.81%；最低的是 16# 家系，

裔、意 2 个样品的平均屠宰率为 58.73%，系间差异

达 6%以上；而全净膛屠宰率最高的为 6# 家系，裔、

意 2 个样品的平均屠宰率为 52.65%；最低的为 14#
家系，仅为 48.69%，系间差异近 4 个百分点。

2.3 家系屠宰率分布情况

1）各家系半净膛屠宰率分布情况。对表 3 中 20
个家系的半净膛屠宰率以群体平均屠宰率 62.13%
为基准，然后以上下浮动 1 个百分点为间隔段，统

计各个间隔段内半净膛屠宰率的家系数汇总成表

4。从表 4 可以看到，20 个家系的半净膛屠宰率主要

分布在 58.13%~65.12%之间的 7 个间隔段内，其中

有 12 个家系的屠宰率大于平均值，占 60%；8 个家

表 2 样品屠宰率 %
家系 性别

屠宰率
性别

屠宰率

半净膛 全净膛 半净膛 全净膛

1 意 62.81 52.98 裔 54.86 47.71
2 意 63.53 53.01 裔 62.10 50.23
3 意 62.50 51.95 裔 65.00 52.27
4 意 57.14 47.04 裔 64.23 53.46
5 意 59.46 48.65 裔 65.94 55.07
6 意 61.51 51.44 裔 64.31 53.90
7 意 62.56 49.34 裔 64.10 50.77
8 意 62.18 50.00 裔 63.85 54.39
9 意 62.18 50.00 裔 63.85 54.39
10 意 59.84 49.33 裔 64.02 52.22
11 意 60.08 49.58 裔 61.61 50.65
12 意 63.04 50.83 裔 64.17 52.92
13 意 61.20 50.00 裔 64.44 53.17
14 裔 61.78 48.69
15 意 63.01 50.68 裔 62.87 51.47
16 意 60.85 50.21 裔 57.41 48.15
17 意 63.85 50.70 裔 63.57 52.71
18 意 62.03 51.86 裔 64.29 53.01
19 意 60.73 52.48 裔 59.27 48.34
20 意 62.08 50.93 裔 59.63 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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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家系屠宰率

系的屠宰率小于平均值，占 40%。

2）各家系全净膛屠宰率分布情况。对表 3 中 20
个家系的全净膛屠宰率以群体平均屠宰率 50.96%
为基准，然后以上下浮动 1 个百分点为间隔段，统

计各个间隔段内半净膛屠宰率的家系数汇总成表

5。从表 5 可以看到，20 个家系的全净膛屠宰率主要

分布在 47.96%~52.95%的 5 个间隔段内，其中有 10
个家系的屠宰率大于平均值，占 50%；10 个家系的

屠宰率小于平均值，也占 50%。

2.4 性别与群体平均屠宰率

对测定结果按照同一性别样品的半净膛（全净

膛）胴体总重/相应活体总重的方法，计算单个性别

的半净膛（全净膛）屠宰率；对测定结果按照所有测

定样品的半净膛（全净膛）胴体总重/相应总活体重

的方法，计算群体平均半净膛（全净膛）屠宰率

（表 6）。从表 6 可以看到，不论是半净膛还是全净

膛，裔兔样品的屠宰率均略高于意兔样品，其中半净膛平

均屠宰率约高 1.2%、全净膛平均屠宰率约高 0.7%。

3 讨 论

1）桑雷等[2]研究表明，新西兰兔 28 个样品的半

净 膛 和 全 净 膛 平 均 屠 宰 率 分 别 为 50.63% 和

家系 总活重/g 总胴体重/g 平均屠宰率/%
半净膛 全净膛 半净膛 全净膛

1 4 600 2 750 2 240 59.78 48.70
2 4 850 3 050 2 510 62.89 51.75
3 4 760 3 030 2 480 63.66 52.10
4 5 470 3 310 2 740 60.51 50.10
5 5 350 3 360 2 780 62.80 51.96
6 5 470 3 440 2 880 62.89 52.65
7 4 220 2 670 2 110 63.27 50.00
8 4 660 3 020 2 360 64.81 50.64
9 5 340 3 370 2 800 63.11 52.43
10 6 100 3 750 3 090 61.48 50.66
11 5 480 3 340 2 750 60.95 50.18
12 5 430 3 450 2 810 63.54 51.75
13 5 340 3 360 2 760 62.92 51.69
14 1 910 1 180 930 61.78 48.69
15 4 910 3 090 2 510 62.93 51.12
16 6 130 3 600 3 000 58.73 48.94
17 4 710 3 000 2 440 63.69 51.80
18 5 610 3 540 2 940 63.10 52.41
19 6 050 3 630 3 050 60.00 50.41
20 4 870 2 970 2 420 60.99 49.69

表 4 各家系半净膛屠宰率分布情况

屠宰率/% 58.13~59.12 59.13~60.12 60.13~61.12 61.13~62.12 62.13~63.12 63.13~64.12 64.13~65.12

样品数/个 1 2 3 2 7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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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9%；闫晓荣等[3]研究发现，新西兰白兔 30 个样

品（对照组）的半净膛和全净膛平均屠宰率分别为

53.68%和 48.88%。在本研究中，“腾达肉兔”39 个样

品的半净膛平均屠宰率达 62.13%，接近于美国原种

的 64%，全净膛平均屠宰率达 50.96%，均高于上述

研究；这说明“腾达肉兔”经过多个世代的精心选育

和提纯复壮，屠宰性状得到快速提升。

2）20 个家系、39 个试验样品的平均屠宰率处

于较高水平，但个体差异较大；半净膛（全净膛）屠

宰率最高和最低的个体差异分别达到 11%和 8%。

因此，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除应进一步加强饲养

管理、提高“腾达肉兔”的生长性状（均衡度）外，还

应加大选种选育力度、筛选培育具有优秀屠宰性状

的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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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家系全净膛屠宰率分布情况

表 6 性别与群体平均屠宰率

屠宰率/% 47.96~48.95 48.96~49.95 49.96~50.95 50.96~51.95 51.96~52.95

样品数/个 3 1 6 5 5

测定指标 意 裔 群体

总活体重/g 50 220 51 040 101 260
半净膛胴体总重/g 30 900 32 010 62 910
半净膛屠宰率/% 61.53 62.72 62.13
全净膛胴体总重/g 25 410 26 190 51 600
全净膛屠宰率/% 50.60 51.31 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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