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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防止黄鼠狼和蛇对鸡和蛋造成侵害，每

300只鸡配备 2只鹅充当保安。

4）利用鸡的条件反射原理，用敲击不锈钢面盆

进行归巢训练，以应对灾害性天气。

5）鸡棚内设置补饲料盆、休息栖架、产蛋箱等。

6）晴好天气长时放牧，营造鸡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生活方式。

7）每天 15:00准时捡蛋。

6 统一信息管理

基地及合作农户每天所需饲料、生产的鸡蛋、

伤亡鸡只等数据及时统一，必须每天上报合作社，

有利于合作社统一规划饲料的生产和蛋产品的销

售。

7 统一注册商标

由合作社进行无公害绿色产品的申报，鸡蛋回

收后由合作社进行验收，并进行生产日期的喷码，

包装。

8 统一销售

农户负责养殖，合作社负责注册商标和销售，

产品生产后由合作社统一销售。

本文粗略地探讨了农户散养草鸡的合作模式，

通过草鸡蛋生产合作化的运作，为农民致富，为农

村养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便捷的途径，同时丰富

了市民的菜篮子，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放心食

品。

摘要 在查阅大量文献和结合实际生产的基础上，从场地选择、圈舍建设、饲养管理、疫病控制、鸡粪及病死

鸡无害化处理、上市、档案记录、养殖效果及效益 8个方面详细介绍了赤水乌骨鸡生态养殖技术，旨在为乌骨鸡养

殖户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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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转变，

对鸡肉的需求不但注重其营养价值，而且注重其风

味和安全性，快大型肉鸡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的特殊

需要，而生态放养鸡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

赤水乌骨鸡是贵州优良蛋肉兼用品种。具有体

型紧凑，耐热抗湿，抗病力强，觅食能力强，屠宰率

高，肉嫩味鲜的特点，更兼乌骨鸡可以入药，经济价

值较高。产区具有悠久的养鸡历史。当地群众喜爱

选择体型紧凑，性情温顺、毛色美观、产蛋多的黑色

鸡，鸡群多散养于房屋四周坡林地和竹林内，主要

食用虫蚁、嫩草，味道鲜美，加之具有黑羽、乌皮、乌

骨、乌肉的特征，具有极好的营养保健价值，是探亲

访友、婚丧嫁娶必备之品。

近年来，赤水市大力推广赤水乌骨鸡生态养

殖，规模不断扩大，从 2003年的不足 50万羽，发展

到 2012年出栏 500万羽。为了更规范地开展生态

养殖，保证赤水乌骨鸡产品质量，本文根据养殖现

状、结合试验研究，从养殖场地选择、圈舍设计、饲

养管理、免疫防病等几个环节提出生态养殖技术措

施，供广大养殖农户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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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场地选择及牧草建植

1.1 场地选择

场地要求宽阔，地势高，环境好，水源充足，排

水便利，不能有积水，通风和光照条件良好，远离村

庄。土壤透气性与通风性良好、无污染。可供选择的

场地如竹林、果林或疏林草地。

1.2 牧草建植

放牧场地需建植草地，草地多采用混播牧草形

式，如多年生黑麦草与白三叶混播。以豆科牧草为

主，多年生禾本科牧草为辅，一般豆科牧草占 50％～

70％，禾本科牧草占 30％～50％。补饲牧草种植菊

苣、紫花苜蓿、聚合草、三叶草等富含蛋白质、维生

素和矿物质的高产优质牧草[1]。

2 圈舍建设

鸡舍设计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用竹竿或木

材搭建鸡舍，鸡舍周围可用草席遮蔽风雨，保证安

全、坚固、牢靠。并设置围栏，防止鸡只逃跑，便于管

理。棚舍面积要适宜，以便通风；舍内构造要便于消

毒。在舍外平坦，且排水良好的地方设置喂料场，安

置补饲料槽和饮水用具，有条件的喂料场可做成水

泥地面，便于冲洗消毒。

2.1 饮水补饲设施

根据鸡群的数量，在圈舍外的喂料场，设置

足够的饮水器和喂料设备，一般按每 50～60 只

鸡配置 1 个塔式真空饮水器（槽、盆亦可），同时

设置饲槽料桶，料槽按 7.0～7.5 cm/ 只采食位置

设置，料桶按 20～30 只 / 个设置，保证鸡采食补

料。

2.2 棚 舍

在场地地势较高处，搭建棚舍，供鸡只采食、饮

水、遮阳避雨和过夜。一般要求棚舍保温防暑，通风

良好，还可防兽害，此外要便于清粪和消毒。舍周围

有活动场地，舍内最好设置栖架。为了便于管理，每

棚最多能容 300～500只鸡，面积按 8～10只 /m2设

计。

2.3 围 网

为防止鸡只丢失或遭兽害，场地周围设置围

栏，围栏材料选用尼龙丝网和金属丝网，也可因地

制宜，采用当地细竹和藤条作围栏，栏高 1.5 m，鸡

可在栏内自由采食。

3 饲养管理

将整个饲养过程分为育雏期和育成期，育雏期

采用室内饲养，育成期采取放牧饲养。

3.1 育雏期饲养管理

1）进雏前的准备。在进雏前 1周对育雏室、鸡

舍、设备、用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后备用。准备好清

洁、干燥的垫料，垫料要求新鲜无污染、松软、干燥，

吸水性强，长短粗细适中，如干稻草、锯屑、谷壳和小

刨花等。使用前应将垫料曝晒，发现发霉垫草应当挑

出。垫料铺设厚度以 3～5 cm为宜。进雏前 24 h给

育雏舍预热，使温度达到要求，所用饲料、添加剂、

疫苗和用具到位[2]。

2）鸡苗选择。选择活泼好动、叫声洪亮、眼睛有

神、挣扎有力、羽毛洁净、个体大小均匀、卵黄吸收

良好、毛色乌黑的优质苗鸡。

3）饮水与开食。雏鸡进舍后，先饮水后开食。饮

水中添加多维或电解质。开饮后即可开食，喂给易

消化、营养全面的雏鸡配合颗粒料。喂料要定时、定

量、少量和多餐。

4）适宜的温度和湿度。鸡舍温度要求第一周为

32～35 ℃，每周降 2～3 ℃，直至室温 21 ℃即可

脱温。湿度要求第 1周相对湿度为 70%～75%，以

后尽量保持在 55%～60%的水平。

3.2 育成期饲养管理

雏鸡脱温后，移至竹林、果园、人工草地和天然

草场放牧散养。鸡只自由采食嫩草、草籽、昆虫，补

饲优质安全的配合饲料或谷物类饲料等，让鸡肉保

持其天然优良品质。

1）规模和密度。为便于管理，采用“全进全出

制”，每群鸡以 300～500只为宜，棚舍面积按 5～6

只 /m2计，放牧场地以每 666.67 m2 80～100只为

宜。每群设置分 2个放养区，实行轮牧制。

2）放养驯导。放养开始就对鸡只调教训练。让

鸡养成在白天在野外觅食，傍晚返回棚舍的习惯。

同时定时补喂饲料，每次喂食时饲养员以哨声或敲

击声提示鸡只，逐步建立起“吹哨 -回舍 -采食”的

条件反射，反复训练数天即可形成条件反射。

3）喂料。采用放牧和补料相结合的方式，饲料

可选土杂鸡饲料或自配饲料。起初放养的 1～5 d

以舍饲为主，放养为辅，日喂 3次。随着鸡采食野外

饲料量的增多，变更为日喂 2 次，按“早半饱、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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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赤水乌骨鸡生态养殖免疫程序

日龄 /d 疫苗 剂量 /头份 接种方法

1 马立克 1.5 颈部皮下注射

7 新支二联苗 1.5 滴眼

12 法氏囊 1 饮水

24 新支二联苗 1.5 点眼

28 法氏囊 1 饮水

35 禽流感 1.5 肌肉注射

70 新城疫Ⅰ系 1 肌肉注射

1）同列标注“*”表示差异显著，无“*”表示差异不显著，下同。

表 2 生态养殖赤水乌骨鸡早期生长发育统计 1） g

样本数 养殖方式
周龄

2周 4周 6周 8周 10周 12周

100 生态养殖 136.05±18.11 233.05±47.00 449.61±102.26 719.88±142.64 1033.98±247.13 1373.82±342.28

50 舍饲 140.84±14.57 238.31±38.66 467.94±82.71 739.46±122.90* 1100.3±193.21* 1412.1±230.63*

量”的原则确定补饲量。每次喂料要配备足够的料

筒。此外，放牧期可定期称重，检查鸡只发育情况，

判断补料量是否合适。

4）供水。不断供给清洁饮水。每天刷洗饮水设

备，每周消毒饮水设备 1次。

5）实行轮牧制度。根据鸡群数量，每群鸡设置

3～4个放牧场地，实行轮牧制度。每个轮牧区放养

1个周期（约 4～6周）后转入下一区域放养。在放牧

地休闲期，进行必要的消毒，施肥和补播牧草，以使

草地恢复。

4 疫病控制

由于实行生态放养，鸡只的活动范围广，疫病

防治难度增大，因此要从各方面做好预防和管理工

作。

1）养殖场要配备相应的消毒设施、更衣室、防

疫室及有效的病禽、污水和废弃物无公害处理设

施。

2）每批鸡出栏后应清洗、消毒鸡舍，以备下次

使用。

为便于管理，鸡场应设有围网，所有入口处设

有“谢绝参观”标志。鸡场门口设消毒池，进出车辆

经过消毒池，所有进场人员应在消毒室消毒后，更

衣入场。

工作人员进入饲养区前要更换干净的工作服

和工作鞋。鸡舍门口设消毒池，进入饲养区前应踩

踏消毒池，方可入内。舍内要求每周至少消毒 1

次。

坚持全进全出制饲养，养鸡场不饲养其它禽

类。

3）严格免疫程序。要按免疫程序进行疫苗预防

接种，鸡免疫程序如表 1。

5 鸡粪与病死鸡无害化处理

鸡粪在远离饲养区下风地方发酵处理，并用网

围住，以防鸡刨食，病死鸡只要进行深埋或焚烧，防

止疫病传播。

6 成品鸡上市

饲养至 120日龄时，赤水乌骨鸡冠、髯发达，羽

毛光亮，母鸡体重达 1.4 kg以上，公鸡体重达 1.6

kg以上即可上市销售。上市前 6～8 h停喂饲料，但

可以自由饮水。上市前 7 d，饲喂不含任何药物及药

物添加剂的饲料，严格执行停药期。出售前做产地

检疫，检疫合格后再上市。

7 生产记录

鸡场内要建立完善的档案记录制度，对鸡场的

进雏日期、进雏数量、来源，每日的生产记录，如日

期、日龄、死亡数、死亡原因、存栏数、温度、湿度、防

检疫、免疫、消毒、用药，饲料及添加剂名称，喂料

量，鸡群健康状况，出售日期、数量和购买单位等全

程情况（数据），及时准确地记入《养殖生产日志》

中。记录要统一存档保存 2年以上。

8 养殖效果及效益

2012-2013年对赤水乌骨鸡养殖户生态放养鸡

生长发育、饲料转化效率、屠宰性能及养殖效益统

计分析，结果如下。

8.1 生态养殖效果

1）早期生长速度。随机抽测养殖户生态养殖乌骨

鸡 100羽（2次，每次 50羽），与舍饲记录比较。结果表

明，仅 8、10、12周龄生态养殖与舍饲差异显著（ ＜

0.05）外，其他周龄二者差异不显著（ ＞0.05）（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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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类养殖马尔太虫病诊断

1）病原。马尔太虫病是折光马尔太虫和悉尼马尔太虫所引起的。感染中国鹑螺、牡蛎、鸟蛤、贻贝

和巨蛤。

2）流行。折光马尔太虫主要侵害欧洲牡蛎，流行于欧洲部分国家。悉尼马尔太虫则主要感染成体

囊形牡蛎，流行于澳洲。

3）症状。折光马尔太虫主要感染消化道上皮细胞。患病的牡蛎消瘦，消化腺变色，停止生长并死

亡。早期感染出现在触须、胃、消化道和鳃的上皮。感染悉尼马尔太虫后能导致寄主消化道上皮细胞的

破坏，感染后在 60 d内死亡。

4）诊断。取消化腺做切片或印片，染色后观察。各期成虫都可以在消化腺的上皮细胞内找到，在肠腔内

还可以观察到游离的孢子囊。细胞质嗜碱性，而细胞核则是嗜伊红的。病原的判断和鉴定要靠电镜检查。

来源：吉林农网

表 4 生态养殖赤水乌骨鸡屠宰性能统计

样本数 养殖方式 活重 /g 屠宰率 /% 半净膛率 /% 全净膛重率 /% 腿肌率 /% 胸肌率 /%

20 生态养殖 1 408.04±172.54 89.2 79.45 59.54 18.18 25.13

30 舍饲 1 549±163.52* 89.7 81.97 60.50 20.33* 26.10

表 3 生态养殖赤水乌骨鸡饲料转化效率统计

养殖方式
各周龄饲料报酬

2周龄 4周龄 6周龄 8周龄 10周龄 12周龄

生态养殖 2.15 2.27 2.94 3.14 2.36 3.54

舍饲 2.20 2.48 3.09 3.23 3.69 3.94

2）饲料转化效率（表 3）。对养殖户生态养殖乌

骨鸡的饲料转化效率统计，与 2011年统计结果比

较，12周龄时，生态养殖方式饲料转化率为 3.54∶

1，舍饲饲料转化效率为 3.94∶1，生态养殖方式下

每千克增重少消耗饲料 0.4 kg。

3）屠宰性能。14周龄，随机选择生态养殖乌骨鸡

20只（公母各半）进行屠宰测定，与同周龄 2011年舍

饲测定结果比较，除活重、腿肌率二者差异显著外（ ＜

0.05），其他屠宰性能指标差异不显著（ ＞0.05）（表 4）。

8.2 生态养殖效益

1）成本。鸡苗成本：3元 /只。饲料费：按每只平

均 1.5 kg，饲料转化效率 3.54∶1，平均每只出栏前

消耗饲料 5.31 kg，饲料价格按 3.2元 /kg计，每只约

需饲料成本 17.0元。疫苗、取暖和水电、疫苗及人工

等费用，每只平均 4元。合计每只成本 24.0元。

2）收入。活鸡上市平均体重约 1.5 kg，价格 24

元 /kg，平均每只毛收入 36元。

3）效益。生态养殖方式下，每只鸡可获利 12元。

与舍饲条件下相比，每只节约饲料成本 1.92元，出

售价格高（舍饲价格 20元 /kg）6元，所以生态养殖

方式效益更好。

9 小 结

生态养鸡遵循动物与大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然

规律及鸡的生活习性，以林地放养为主，以五谷杂

粮和田间地头草虫为食，既节约饲料，又能促进生

长。生态放养鸡，由于活动空间大，空气清新，鸡群

健康，抗病力强，成活率高，降低了饲养成本，增加

了野味，养出的鸡羽毛丰满、色泽光亮，冠头红润，

皮薄骨细，皮下脂肪适中，脂肪沉积均匀，肌肉结

实，肉质鲜嫩，风味独特，营养丰富、安全无公害，

备受消费者青睐[3]。但在养殖过程中应注意做好场

地选择、圈舍建设、草地建植及管理、各个阶段鸡

的管理、免疫用药、生产记录等工作，确保产品质

量。

参 考 文 献

[1] 何俊，傅筑荫.矮脚鸡生态养殖技术[J].贵州畜牧兽医，2008（6）：

42-43.

[2] 潘爱銮，申杰，杜金平.地方鸡山地生态养殖技术与效益分析[J].

养禽与禽病防治，2010（9）：14-17.

[3] 郗正林. 优质草鸡规模生态养殖技术要求 [J]. 当代畜牧，2006

（8）：4-5.

养殖生产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