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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国内较流行的蛋鸡配套系为试验材料，研究适宜温度范围内产蛋上升期和高峰期温度骤降对产蛋

率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在上升期，产蛋率下降幅度较大，随低温的持续，产蛋率快速上升；在高峰期，产蛋降幅

减小，但在低温持续过程中，回升较慢。经反复温度突降的影响，蛋鸡产蛋性能下降极显著，产蛋曲线与温度骤降

变化曲线呈极显著正相关，改善饲养环境、加强气温突变的应对是蛋鸡生产不容忽视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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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产蛋期间最适宜的温度范围一直以来有不

同的研究数据（13～23 ℃，15～25 ℃，14～25 ℃，

12～24 ℃），有研究表明，产蛋鸡在最适温度范围

内，温度变化对产蛋率没有显著的影响。实际上在

4～29 ℃范围内温度变化对产蛋无大影响[1]。毋庸

置疑，当环境温度高于或低于适宜温度时，对蛋鸡

的产蛋性能、蛋品质和饲料利用率等都会产生不良

影响[2]。30 ℃左右时，鸡的产蛋率、蛋重和体重均无显

著降低，而耗料量和料蛋比却显著下降；34～35 ℃时

则各指标均显著或极显著下降 [3]。当环境温度为

-9～-2 ℃时，不利于其维持体温和产蛋高峰，降至

-9 ℃以下时，鸡的活动量减少，表现迟钝，产蛋率也

显著下降[4]。但是环境温度的突然变化，以及长期低

温变化，即使在最适温度范围内，对蛋鸡生产性能

有多少影响，这类研究和报道却很少，并且研究结

果也不尽相同。随着现代化蛋鸡饲养规模化、自动

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产蛋率稍

有变化都会对企业或养殖大户的经济效益产生较

大的影响。本研究试图通过低温对蛋鸡生产周期中

上升期和高峰期 2 个关键时期的观察数据进行分

析，为实际生产提供借鉴和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品种与分组。本试验结合生产实际，选用国

内生产性能优越、适应性强的蛋鸡配套系 10 200

羽作为试验材料。试验鸡舍 3栋，其中全封闭式育

雏育成舍 1栋，安装有 60组（3列）3层层叠式饲养

设备，共 1 080个蛋鸡位，每位可育雏 15 只，育成

11只，饲养试验鸡 10 200只。产蛋舍 2栋，为Ⅰ号

舍（试验组）和Ⅱ号舍（对照组），其中Ⅰ号舍为传统

的有窗半开放式，采用人工控制温度、湿度，受外界

气温影响较大。Ⅱ号舍为新型全自动封闭式，采用

全自动化控制（自动控温、控湿、通风、清粪等），受

外界气温影响较小。产蛋笼架为 4层层叠式，每层

10个位，每位可饲养 6只，每栋分 3列，每列 25组。

90日龄由育雏育成舍按笼位交叉抽样并分组转入

产蛋舍上笼，扣除死亡数，淘汰弱雏，每栋产蛋舍饲

养 5 000羽，饲养位置为每列中部第 8～17组，每

位 5只。

2）饲料配合。为常规玉米豆粕型日粮，饲料原

料及添加剂成分配比见表 1，为了保证饲料质量、配

合比例的稳定，特委托省内知名饲料企业进行生

产。

3）场地及饲养管理。饲养场地为云南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小哨校区校内实训基地，日常饲养管理聘

请有丰富蛋鸡饲养经验的人员，严格按照蛋鸡饲养

操作规程进行，育雏阶段在同一育雏舍进行，采用

全封闭式鸡舍，舍内环境全自动控制，育雏期 6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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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饲养周期免疫程序表

表 3 产蛋上升期产蛋率与温度数据表（147～169日龄）

注：42周补免，H5；43周补免新流。

原料
小鸡料

渊0-8周冤
中鸡料

渊9-18周冤
产蛋鸡料

渊19-72周冤
玉米 64.65 69.87 61.73

豆粕渊46%冤 28.00 19.00 20.00
玉米蛋白粉 0.00 0.00 2.50
麦麸 2.10 7.28 4.20
豆油 1.00 0.00 1.00
氯化钠 0.25 0.25 0.25
石粉 1.40 1.50 8.32

磷酸氢钙 1.50 1.00 0.90
小苏打 0.10 0.10 0.10
预混料 1.00 1.00 1.00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日龄 疫苗名称 免疫方式

1 威支灵 点眼滴鼻

7 新支二连 点眼

18 H5 颈部皮下注射

113 H5 左胸肌肉注射

120 新支二连 点眼

127 新流 右胸肌肉注射

26
34

POX
新威灵

翼膜刺种

饮水

35
42

IC渊A+C冤
H9

胸肌注射

胸肌注射

45
55

新支流

H5
颈部皮下注射

胸肌注射

74
89

新支灵

AE+POX
饮水

翼膜刺种

100
107

ND-IB-EDS
IC渊A+C冤

右胸肌肉注射

腿肌注射

生产日期
试验组 对照组

产蛋率/% 温度/益 产蛋率/% 温度/益
2017/10/9 71.4 22.1 80.9 24.3

2017/10/10 52.3 15.7 81.5 23.1
2017/10/11 55.1 16.1 83.9 23.0
2017/10/12 58.0 15.8 83.9 23.2
2017/10/13 63.2 15.2 86.4 22.5
2017/10/14 77.3 15.1 89.1 22.7
2017/10/15 78.1 16.4 89.3 22.1
2017/10/16 82.5 17.4 89.3 22.6
2017/10/17 82.5 16.7 89.7 21.7
2017/10/18 84.7 17.3 90.1 22.1
2017/10/19 86.0 18.6 91.1 23.4
2017/10/20 85.4 19.3 91.6 22.8
2017/10/21 85.0 20.2 92.5 22.9
2017/10/22 84.6 14.5 93.1 21.0
2017/10/23 66.7 13.7 94.2 21.0
2017/10/24 72.5 13.6 94.6 21.0
2017/10/25 86.0 17.2 94.7 22.1
2017/10/26 88.3 18.6 94.6 23.4
2017/10/27 94.3 17.9 95.0 23.3
2017/10/28 91.9 17.3 95.2 23.5
2017/10/29 93.1 16.5 95.1 22.8
2017/10/30 93.2 16.3 95.2 23.4
2017/10/31 94.0 14.5 95.2 22.6

成活率为 99.5%，育成期 60 d，成活率 99.2%。90日

龄分组转入为Ⅰ号、Ⅱ号产蛋舍。

4）疫病防治。

5）数据采集。主要包括温度、湿度、NH3、H2S、

O2、CO2等，通过 2套系统进行。一套为通学院“农业

物联网平台”，远程控制和采集环境参数，主要采集

温度、湿度、O2、CO2、NH3、H2S；一套为以色列 ac3000

控制平台，现场导入温度、温度、光照、CO2等参数。2

套系统在采集前经过反复校准，温度误差范围±

0.25 ℃，各采集端 6组，均匀分布于鸡舍前中后。鸡

蛋捡蛋、分装、计数均由人工统计，每天 1次。

2 结果与分析

1）温度对产蛋率上升期的影响。按全群产蛋率

达 50%时计算该鸡群的开产日龄，2组蛋鸡 10月 3

日（20周）均达开产要求，随后 1周，产蛋率快速上

升至 70%以上，从 10月 10日开始，天气逐渐变凉，

气温开始出现了较大波动，产蛋率正好处于上升

期，因此选择 10月 9-31日的温度与产蛋率数据进

行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到（表 3），对照组因舍内

环境温度相对稳定，从开产至 10月 18日达到产蛋

高峰（90%），历时 16 d，且产蛋率一直平稳上升，10

月31日达 95.2%。试验组从开产至 10月 27日达到

产蛋高峰（90%），用时 25 d，10月 31日达 94.0%的

产蛋率。10月 9-10日，因外界气温急剧下降，由

20.3 ℃下降至 12.1 ℃，舍内温度由 22.1 ℃下降到

15.7 ℃，下降了 6.4 ℃，产蛋率从 71.4%下降到

52.3%，下降了 19.1个百分点，随后在气温仍处于偏

低状态（16±1 ℃）下，产蛋率逐渐回升，至 16日回

升至 82.5%。相似的情况出现在 10月 21-23日，气

温从 19.8 ℃骤降 12.5 ℃，舍内温度由 20.2 ℃降

至 13.7 ℃，下降了 6.5 ℃，产蛋率也由 85.0%降到

66.7%，下降了 18.3个百分点，产蛋曲线随着气温的

表 1 各阶段蛋鸡日粮配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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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产蛋高峰期产蛋率与温度数据表（262～275日龄）

时间渊2018年冤 温度/益 产蛋率/%
试验组 对照组 试验组 对照组

1/2 21.4 22.3 92.3 94.1
1/3 21.4 22.0 92.3 93.9
1/4 20.9 22.5 92.4 94.2
1/5 20.4 22.5 92.6 94.3
1/6 20.2 22.5 92.7 94.3
1/7 20.3 22.5 92.5 94.3
1/8 19.3 22.3 92.5 94.3
1/9 14.0 21.5 88.0 94.1
1/10 14.5 21.0 86.0 94.2
1/11 14.5 21.3 86.0 94.3
1/12 17.8 21.4 86.5 94.0
1/13 21.4 21.8 86.0 93.1
1/14 22.0 21.8 86.3 93.0
1/15 21.9 21.6 86.7 93.0

变化呈剧烈波动。试验组与对照组的温度和产蛋率

差异极显著（ ＜0.01），试验组温度与产蛋率极显著

相关（ ＜0.01）。

2）温度对产蛋高峰期的影响。试验组、对照组

自 10月 27 日均达到了产蛋高峰期，随后 2 个多

月，气温相对平稳，2组蛋鸡产蛋率均稳定在 90%

以上，自 2018年 1月 9日气温又迅速下降，到 1

月 10日舍外温度下降至 0 ℃，试验组内温度也从

19.3 ℃下降至 14 ℃，因此选择这个时期数据进

行分析。

从表 4中可以看出，对照组温度为 21.9±0.5 ℃，

产蛋率为 93.9±0.5 %，2项指标都表现比较稳定，

试验组因受外界气温影响较大，舍内温度为 19.3±

2.9 ℃，产蛋率 89.5±3.1 %，2项指标均出现较大

变化，特别是 1月 9日，舍内温度从 19.3 ℃下降到

14 ℃，下降了 5.3 个百分点，产蛋率从 92.5%下降

到 88%，下降了 4.5个百分点。1月 12号开始，气温

开始回升，产蛋率的回升却不明显，试验组与对照

组的温度和产蛋率差异极显著（ ＜0.01）。

3 讨 论

1）温度下降对产蛋上升期与高峰期的影响比较。

有研究表明，日温差、种蛋合格率在笼架空间分布

上有显著性差异（ ＜0.05），且日温差较大的中层笼

架，其生产性能指标全部低于日温差较小的上层，

该研究从另一个侧面间接支持了本研究的观点。在

整个试验过程中，通过连续的数据观察，在适宜温

度范围内，不论在产蛋上升期还是在高峰期，试验

组产蛋曲线与气温变化曲线呈极显著正相关（ ＜

0.01），气温突然下降，产蛋率也随之下降。通过本研

究还发现，上升期的下降幅度（19.1＞17.9＞4.5）远

远高于高峰期，而温度缓慢下降，对产蛋率的影响

不明显，这可能与鸡羽毛较厚而又无汗腺、不容易

散热的生理特点有关。在温度持续保持低温状态，2

个时期的表现却不同，在上升期，产蛋率并没有继

续保持低位，而是较快上升并高于气温突降之前；

而在高峰期，产蛋率的恢复过程较长。因此可以看

出，产蛋上升期中，在适宜温度范围内，一旦产蛋鸡

适应了低温状态，对产蛋率的影响较小。对于 2个

时期下降幅度和上升速度差异性和影响机制还有

待进一步研究。

2）加强秋冬季管理，改善养殖环境，增加经济

效益。较为明显的是，试验组经过 2次温度的突降，产

蛋率平均为 79.4%，对照组的温度维持在 21～24 ℃，

产蛋率平均为 90.7%，两舍相差 11.3个百分点。通

过 2017 年 10 月 8 日～2018 年 2 月 10 日18 周的

产蛋数据对比，经过 2次温度骤降的对照组产蛋率

平均为 92.0%，高于试验组（88.2%）1.8 个百分点

（ ＜0.01）。如果按照 1万只计算，受气温变化影响不

大的对照组 1个产蛋周期将多生产 1 274箱鸡蛋，按

照平均价格 150元 /箱计算，将增加 19.11万元，每

年将增加 13.8万元的经济收入。

进入秋冬季节，气温骤降的情况时有发生，通

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气温突然降低，蛋鸡生产性

能必将受到较大影响，因此在投资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改善饲养设施设备，加强饲养管理，提前做好应

对气温骤降的防范措施，解决好通风与保温之间的

矛盾，是保证经济效益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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