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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蚯蚓处理粪污的应用前景

畜禽粪便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集中堆放、直

接排放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采用蚯蚓养殖技术与畜

禽堆肥处理相结合，充分发挥蚯蚓的生态功能，将

养殖废弃物转化成为无公害的高效肥料，同时蚯蚓

可以被加工为蚯蚓粉、蚯蚓液、保健品、饵料，在医

药领域、饲料加工业、休闲旅游业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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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种鹅的繁殖力在养鹅生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从严格选种、控制种鹅性成熟和体成熟时间、优化

种群结构、创造优越的环境条件、科学的饲养管理及卫生防疫等方面介绍了提高种鹅繁殖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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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作为草食家禽，养殖经济效益较高，但因其

繁殖性能低下，限制了其扩大生产，对此分析鹅繁

殖性能低下的原因，并找出提高其繁殖力的综合性

措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 严格选种

杂交优势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选择高产品种

鹅杂交，并进行定向选育，是提高产蛋量和养鹅效

益的有效措施。鹅的性成熟一般在 30～50周龄，而

出雏时期对性成熟影响较大。一般当年 10月至翌

年 1月出雏的鹅极其早熟，可在 5～6月，即 25～30

周龄开产。故种鹅应在此期符合该品种特性的雏鹅

中选留。

1）初选雏鹅。雏鹅应从 2～3年经产母鹅的种

蛋中孵出，适时出壳，体质健壮，绒毛光洁均匀，无

钉脐，喙、胫的颜色都符合种用特征。

2）二选育成鹅。当选出的鹅育成到 70～80日

龄时，进行第 2次种用选择。选择羽毛颜色符合品

种要求、生长发育快、体质健壮的个体，不符合条件

的淘汰作商品鹅。

3）三选后备种鹅。将二选的群体当作后备种鹅

培育，并于 120日龄至开产前进行第 3次选择，要

求所选个体各器官发育良好而匀称，体质健壮，骨

骼结实，反应灵敏，活泼好动，品种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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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选开产鹅。在母鹅开产、公鹅配种前，要进

行第 4次选择。母鹅要求体型不粗大，眼睛明亮有

神，体躯长圆，两脚健壮且距离较宽，尾腹宽阔，尾

平直。公鹅要求体型大，体质健壮，身躯各部位发育

匀称，喙钝长且闭合有力，叫声洪亮，雄性特征明

显。

2 控制种鹅性成熟和体成熟时间

适时配种才能发挥种鹅的最佳效益，种鹅配种

日龄过早，尚未达到性成熟和体成熟，公鹅尚不能提

供足够的高质量精液，造成种蛋受精率低，母鹅种蛋

合格率也低，雏鹅品质差。生产中常在种鹅的育成后

期利用光照和限制饲喂有机结合，能有效地促使种

鹅的性成熟同步，并保持种鹅适宜的配种与开产日

龄，以利于提高种鹅开产初期的种蛋受精率。

3 优化种群结构

母鹅一般 2～3龄时繁殖率最高，而 4龄后繁

殖力下降。为了充分利用种鹅的繁殖潜力，保持种

群持久旺盛的生产力，可将鹅群结构调整为 1龄鹅

占 40%，2 龄鹅占 35%，3 龄鹅占 20%，4 龄鹅占

5%。在规模化养鹅场，一般采用全出全进制，鹅群一

般 3年全群更新 1次。另外，公鹅的交配能力在 1～

3龄时最佳，故在更新鹅群时要注意按公母的比例

同时更换公鹅，使新老公母鹅有一个适应过程，否

则种蛋受精率会受到很大影响。

4 创造优越的环境条件

鹅属水禽，对湿度、温度的变化都很敏感。从产

蛋前 1 个月至整个产蛋期结束，相对湿度要求在

60%～80%，适宜的温度为 10～25 ℃。温度过高或

过低，都会引起产蛋量下降。在各种环境因素中，光

照是影响产蛋的重要因素。雏鹅随着年龄的增大，

对光照时间越来越敏感，20～40周龄的鹅，若置于

越来越长的光照下，可使其性早熟，若置于越来越

低的光照下，则性晚熟，如北方地区早春延长光照

13～14 h，鹅可提前开产 50 d，而产蛋率和种蛋受

精率不受影响。

5 科学的饲养管理

要严格按照鹅的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营养需

求及时供应饲料，绝不能随意应付，简单了事，否则

会引起鹅群的生长发育不良，生产性能受到抑制。

在种鹅的生长过程中，后备鹅的培育是提高种鹅质

量的重要环节，其培育结果直接关系到种鹅的繁殖

成绩。一般后备鹅前期要以补饲为主，定时不限量

地饲喂全价饲料，中后期要实施限饲，加强放牧、运

动，以增强母鹅体质，控制过早产蛋，同时将公母鹅

分开饲养，以防止公鹅早熟早配而发育不良，后期

要为产蛋积蓄养分，在开产前 2～3周要逐步增加

精料喂量，同时创造适宜的产蛋环境，及时捡蛋，并

做好防寒保暖与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或避免各

种因素引起的应激。

6 科学的卫生防疫

鹅群的健康是正常生产的前提，患病鹅代谢紊

乱，其产蛋量、配种能力及种蛋孵化率必然下降。故

在养鹅的全过程中都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重于

治”的方针，因地制宜，制定并严格执行环境卫生、

消毒管理制度和免疫程序。尤其要强化日常卫生消

毒和保健工作，决不能饲喂霉变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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