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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技术研究起始于 2009 年。

为了解决传统蛋鸭养殖的污染低效问题，苍南县畜

牧兽医局技术人员带领畜牧兽医技术力量着手开

展蛋鸭养殖模式研究，着力推动传统河面放养模式

的转型升级。历时 4年多的研究，技术培训人员创

新了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技术养殖模式，该技术于

2013年 3月通过苍南县科技局技术评审。推广 2年

多来，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技术在生产实践中表现优

异，受到了广大蛋鸭养殖户的欢迎及政府部门的肯

定。为了深入了解该技术的面上推广性能，2014年

底笔者组织了本次调查工作。

1 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技术

在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技术中，鸭场的结构由栏

舍、运动场、人工水池、牧草消纳地组成，其中栏舍、

运动场均由网床组成，蛋鸭在网床上自由运动、自

由采食，在水池中自由游泳。网床底下鸭粪被直接

收集利用或者加工为有机商品肥利用，人工水池排

放水通过沉淀池沉淀后，上清液可直接通过牧草消

纳地解决。该技术形成了生物安全屏障，减少了人

畜共患病，保障了社会公共卫生安全，减少了鸭场

的疫病感染，提高了蛋鸭养殖卫生水平和蛋鸭成活

率。该技术省工节料，运行低碳。

2012年 10月，苍南县建立了 2家 5 000羽规

模的示范场，此后，迅速推广，全县已有 11 家规模

示范场。示范场均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和生态效益。

2 调查对象

随机选择 4个规模推广示范场。4个蛋鸭场存

栏合计 2.86万羽，应用时间 4个月至 24个月，平均

有 11个月。

3 经济效益

采用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新技术后，与传统大水

面、地面养殖模式相比，在下述各方面获得了突出

的经济性能。

1）采食量下降。采用新技术后，由于人工水池

水面面积减少，游泳水混浊度提高，减少了蛋鸭在

水体中运动时间，采食量下降约 10%，折合每羽蛋

鸭每年减少成本 17.8元。

2）产蛋性能提高。采用新技术后，由于运动场

卫生水平有了质的提升，蛋鸭羽毛光泽度好，大肠

杆菌病发病率下降 90%左右，鸭的产蛋高峰期稳定

且延长，与传统地面模式相比，全期产蛋量提高 5%

左右，折合每羽蛋鸭每年增加收入 11.4元。

3）节省人工。采用新技术，每个劳动力管理蛋

鸭从 5 000羽增加到 10 000羽，按照每个劳动力

年工资 4万元计算，折合每羽蛋鸭年饲养管理成本

下降 4元。

摘要 田间大规模应用表明，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技术与传统天然大水面、地面直接饲养模式相比，每羽蛋鸭

年提高经济效益 40元，生产区鸭粪外排量从 67%减少至 17%以下，且对外排的鸭粪全部实现了收集和资源化利

用。该技术具有良好的推广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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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比较 1）

1）料蛋比指产 1 g鸭蛋需要消耗多少克的饲料。

序号 项目 传统模式 新技术模式

1 料蛋比
一般在（3∶0）～

（3.5∶1）

一般（2.7～3.1）∶

1，提高转化率 15%

2 工人管理成本 8元 /（羽·年） 4元 /（羽·年）

3 兽药抗生素成本 4.4元 /（羽·年） 0.4元 /（羽·年）

4 垫料成本 2元 /（羽·年） 0

5 产蛋期成活率 95% 97%

6 设施投资成本 10元 /羽 40元 /羽

4）节省兽药。蛋鸭大肠杆菌病发病率下降 90%

左右，所以兽药使用亦下降 90%，折合每羽蛋鸭年

节约兽药成本约 4元。

5）节约垫料。采用网床结构后，除了产蛋窝少

量使用垫料外，其他休息区均不使用垫料，每羽蛋

鸭每年节约垫料约 2元。

6）提高产蛋期成活率。采用新技术，产蛋期成

活率提高 2%，折合每羽蛋鸭每年增加收入 0.8元。

7）减少自然风险。大部分蛋鸭场均分布于易涝

的平原地带，易受洪涝灾害影响，造成蛋鸭产蛋减

少或者死亡。而采用新技术后，蛋鸭生活于 40 cm

以上的网床上，基本不再受洪涝危害。其次，采用钢

架结构后，也提高了抵御台风的能力。

为了直观比较新技术的功效，特把它与传统技

术的区别列表比较如表 1。

上述合计每羽蛋鸭每年增加经济效益 40 元，

5 000羽规模的蛋鸭就是增加经济收入 20万元，或

者相当于按照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技术建造的设施

总投资。而传统饲养模式，一般每羽蛋鸭年经济效

益在 30 元以下，因此，新技术提升经济效益 40 元

是十分显著的，具备了持续推广的内在动力。

4 生态效益

在传统大水面、直接地面养殖模式下，约 67%

的鸭粪被直接排放到天然水环境中，而新技术对所

有的蛋鸭排泄物进行了收集利用，且需要被牧草消

纳地利用的排泄物只占排泄物总量的 17%以下。

1）实现了鸭粪收集利用。传统蛋鸭养殖，运动

场冲洗水直接排放到河水等天然水域，蛋鸭也直

接在河水里游泳、排泄。采用新技术可将运动场与

人工水池的鸭粪收集利用，减少了对水环境的污

染。

2）生产区排放减量。传统模式下，在运动场休

息及游泳的蛋鸭的排泄物 100%进入天然水域。采

用新技术，运动场网床下的蛋鸭粪被发酵、被小蛆

食用而实现了减量；人工水池排放水通过沉淀池进

一步收集一部分鸭粪，污水通过牧草消纳地实现资

源化利用。

5 社会效益

1）减少了劳动强度，提高了劳动环境整洁度，

提高了劳动者福利。新技术免除了劳动者繁重的、

卫生条件极差的运动场冲洗工作，免除了栏舍内垫

料的铺设工作，把劳动者从恶劣的、繁重的体力劳

动中解放出来，提高了劳动者工作福利。

2）不破坏耕作层。采用新技术，栏舍、网床均不

破坏耕作层，保护了耕地，采用人工游泳池后，蛋鸭

场可以远离天然水域，蛋鸭场的选址地增多了。

6 畜产品安全效益

1）降低抗生素残留风险。采用新技术后，细菌

病大幅度下降 90%，相应地，兽药抗生素使用也下

降了 90%，因此对减少鸭蛋的药物残留、减少细菌

耐药性有重要意义。

2）降低了社会公共卫生风险。新技术把蛋鸭从

天然水域改到岸上圈养，与外界有了隔离屏障，阻

断了蛋鸭与外界环境的病原互相传播，特别是对减

少禽流感等人畜共患病有十分重要的防控意义。

综上所述，蛋鸭生态网床圈养技术经受了田间

全面推广的考验，具有良好的推广性能，它良好的

经济效益提高了鸭农实践应用的积极性，良好的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给了政府强大的推广动力，该技

术应当尽快得到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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