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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探讨了蛋鸡场臭气的产生机理，提出了减少蛋鸡场臭气产生的防控措施，并阐述了使用“发酵豆

粕”措施在减少鸡场臭气产生方面的运用及其可能的效果，以此作为中小蛋鸡场防控臭气污染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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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中小蛋鸡场现代化、集约化程度的日

益提高，由蛋鸡场为中心的立体式污染问题也日趋

严重，主要表现在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而臭

气污染作为中小蛋鸡场的主要污染源之一，直接影

响了蛋鸡的健康和生产性能，也可能危害人类的健

康和社会环境，愈来愈引起业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

1 蛋鸡场臭气的来源及成因分析

蛋鸡场臭气主要来自于鸡群的排泄物、浪费饲

料的厌氧分解以及鸡群呼吸产生的气体。其实质是

微生物在一定温度、湿度和通气条件下厌氧发酵鸡

群的排泄物、浪费饲料中的碳水化合物、含氮含硫

化合物所产生的不完全代谢产物。这些物质刺激人

的嗅觉感受器，产生令人不愉快的感受。

按化学性质通常分为 4种，一是氨和挥发性胺

类，二是含硫化合物，三是吲哚和酚类，四是挥发性

脂肪酸类。一般以氨气和硫化氢作为鸡舍内臭气含

量的主要参考指标，氨气和硫化氢分别与饲料、粪

便中含氮有机物和含硫有机物的分解有关，CO2是

鸡群呼吸作用和碳水化合物氧化分解的产物，可间

接反映鸡场的污染程度。由此可见，鸡场臭气与饲

料的蛋白含量、鸡群的消化率以及排泄物中微生物

种类和数量密切相关。

2 减少蛋鸡场臭气的主要方法及原

理分析

通过临床试验，本文总结了在实际生产中，防

控蛋鸡场臭气污染的方法，主要有以下 3种。

1）“快清粪、快发酵处理”，使“厌氧”变“有氧”。

农村中小蛋鸡场一般都使用“Ａ”型叠层鸡笼，略低

于地面建承粪槽，收集蛋鸡排出的粪（尿）和浪费的

饲料，用括粪板干清粪。“快清粪”就是每天增加清

粪次数，间隔时间缩短到 4 h，而“快发酵处理”就是

在干粪清出后，立即采用有氧发酵技术（南京农业

大学杨兴明教授提供），实施堆肥发酵处理，减少或

避免鸡粪在厌氧环境下分解而产生臭气。

2）通过调控脲酶的活性减少氮转化成氨。脲酶

广泛存在于各种细菌、真菌和植物中，对自然界中

氮循环起到积极作用。粪污中的尿素如不与脲酶接

触，尿素分解速度很慢，如在脲酶催化作用下，尿素

迅速分解成为氨气和 CO2，形成臭气。在蛋鸡日粮中

添加脲酶抑制剂（如发酵豆粕）可降低粪污中尿素

氮的分解速率，降低空气中氨气浓度。

3）调优饲料配方，精细化饲养管理，减少饲料显

性浪费和隐性浪费。浪费的饲料富含蛋白质、脂肪和

碳水化合物，一经厌氧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臭气。

减少饲料浪费就要克服以下 2个方面问题：一是饲

料的显性浪费，主要是饲料拖运过程的散落，食槽破

损或连接不牢固而掉落，投（喂）料机与食槽对接口

偏差或机械运转不正常使得饲料溢出食槽，开笼捉

鸡保定不当，鸡爪跌翻饲料，一次性投（喂）料太满鸡

采食时造成饲料翻溢出食槽等；二是隐性饲料浪费，

主要是饲料配方不合理，就象“木桶原理”一样，饲料

营养成分不均衡，或者为了追求产蛋率随意提高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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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的含量，产蛋鸡在吸收了足够的蛋白质后，多余

的蛋白质未及时消化就随粪便排出体外或吸收后通

过代谢变成能量，二者都是隐性浪费。

3 发酵豆粕在防控蛋鸡场臭气上的
应用和效果

在防控蛋鸡场臭气方面，笔者对宜兴市丁蜀镇

某蛋鸡场进行了 1个饲养周期的跟踪观察和调研。

使用“砚童牌”发酵豆粕，添加量是替换原饲料配方

中豆粕占比的 2.5%，其益生菌含量≥108 cfu/g。据

资料介绍，该发酵豆粕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大豆蛋白

中的脲酶等，并产生和补充肠道大量益生菌，增强

有益微生物的繁殖，抑制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有

害菌的生长繁殖，提高饲料的利用率，提高机体的

免疫功能，减少抗生素的用量。该场使用后，直接效

果有 3个方面：一是蛋鸡的粪便比使用前干燥，大

多能成形，鸡粪颜色变深变黑，鸡舍内臭气明显减

轻；二是鸡群发病明显减少，鸡蛋均匀整齐，破损减

少，粉色蛋壳的颜色相对加深；三是饲料利用率明显

提高。用雪碧空瓶放入鸡粪反复进行淘洗，未消化的

饲料颗粒明显减少。经用料情况测算，每万只鸡每月

提高饲料利用率 7.1%，可节省饲料 2 660 kg。

摘要 本文结合笔者近年来在工作实践中指导养鸡户实施强制换羽的数据，重点分析了蛋鸡人工强制换羽

的起源及应用、强制换羽的意义和强制换羽后产蛋鸡的饲养管理等，以期唤醒病愈蛋鸡和高日龄蛋鸡的第 2次

产蛋高峰，增加养鸡户的养殖效益，更好地指导养鸡户放心实施蛋鸡强制换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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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在陕西省洛南县养鸡场中鸡病

大面积暴发，造成养殖户恐慌，急速淘汰蛋鸡，特别

是一些蛋鸡正处于产蛋高峰期的养鸡户，为了避免

疫病给其造成更大的损失，也纷纷淘汰蛋鸡。有研

究表明，对患病治愈及 500日龄以上的鸡群进行强

制换羽可以唤醒鸡只的再一次产蛋高峰。为了最大

程度减少养殖户的损失，笔者经过查阅资料，得到

了以下结论。

1 强制换羽的起源及应用

据资料介绍，鸡的强制换羽在 1900年被美国

首次试验，至今已有 100多年历史，起初其目的是

有计划进行春雏生产，缩短自然换羽的休产期，提

高受精率和孵化率，后来这种方法被养殖户普遍认

同，并广泛用于实际生产中。

2 强制换羽的意义

1）产蛋鸡强制换羽的主要目的是延长鸡的寿命，

充分发挥鸡的遗传潜力，取得利益最大化。

2）“1次育雏，2次产蛋”，大大提高了鸡的生产

性能和利用率，缩短自然换羽所用时间，避免不必

要的经济损失。1次育雏，利用 2个产蛋周期，这样

不但可以把 2个育雏期合成 1个育雏期，减少育雏

时间，大大减少蛋鸡育雏期间的饲养成本，而且还

可以延长蛋鸡产蛋时间，从而显著提高蛋鸡饲养的

经济效益。

3）在养鸡发达国家，当鸡蛋和肉用仔鸡盈利甚

微，鸡蛋或鸡肉的价格低于饲养费用时，可采用强

制换羽，使鸡停产，以减少经济损失。另外，我国鲜

蛋的供应仍存在明显的淡旺季，可采用强制换羽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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