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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鹌鹑是世界公认的高产高效特禽之一,鹌鹑蛋、肉营养丰富,且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在我国素有“动物人参”的美誉。

连云港市赣榆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引进蛋用鹌鹑养殖以来,已发展成为江苏省最大的蛋用鹌鹑养殖、鹌鹑产品深加工基地。

但是,赣榆区蛋用鹌鹑产业存在配种退化、饲养设施化不高、饲养管理粗放、疫病防控技术落后、产品加工滞后等问题。本

文通过调查研究,对比国内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找出赣榆区鹌鹑产业存在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赣榆区蛋用鹌鹑技术体系构建及

发展策略,以期对赣榆区鹌鹑产业的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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鹌鹑是特种经济禽类,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和食疗功效。

我国食用鹌鹑的历史悠久,远在唐宋时期,宫廷皇室的宴席上

出现了鹑子脯、鹑子羹等宫廷名菜[1]。鹑肉和鹑蛋几乎所有的

营养物质含量都高于鸡肉和鸡蛋,其中酪氨酸、亮氨酸的含量

较高,能提高组织蛋白和胰腺的活性。鹌鹑蛋富含卵磷脂、多

种维生素、芦丁和胆碱等成分,对人的胃病、神经衰弱、心脏

病等都有一定的辅助疗效。鹌鹑成熟早、生长快、繁殖力强、

饲料转化率高、养殖效益高[2]。随着国民饮食观念及食物构成

的变化,鹌鹑产业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1 赣榆区蛋用鹌鹑产业发展现状 

连云港市赣榆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引入蛋用鹌鹑饲

养,很受养殖户和消费者的欢迎,获得了快速发展。主要品种

有日本鹌鹑、朝鲜鹌鹑、中国白羽鹌鹑和自别雌雄配套系鹌

鹑等。到二十一世纪初,赣榆区蛋用鹌鹑饲养量达到 4000 多

万羽,居全省之首。 

其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多方

位引导,多渠道扶持,使蛋用鹌鹑生产规模和饲养技术获得极

大提高,近年来政府扶持蛋用鹌鹑发展的技术推广类、科研类

项目共有 15 个,财政投入资金达 578 万元；二是鹌鹑产品的

深加工有所突破,开发了“无铅鹌鹑皮蛋”、“五香鹌鹑蛋”、

“咸鹌鹑蛋”、“香酥鹌鹑”等系列熟制品和冻白条鹌鹑、冻

红条鹌鹑、鹌鹑胗、鹌鹑心、鹌鹑宝等系列冷冻制品；鹌鹑

蛋深加工年产量达500吨,鹌鹑肉产品年产量达800吨,加工

转化率达 30%。 

2 赣榆区蛋用鹌鹑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赣榆区蛋用鹌鹑生产从 1984 年引入饲养以来,虽然获

得了快速发展,但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严重制约了鹌鹑

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鹌鹑良种繁育体系不健全。赣榆区自引进蛋用鹌鹑

品种以来,一直沿袭养殖户自行留种繁育的方式,近亲繁殖

的现象较多,蛋用鹌鹑的生产性能衰退明显。即使有区级畜

牧推广机构引进、繁育、推广鹌鹑良种,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鹌鹑良种化水平,但因缺乏资金,良种引进与推广缺乏系统

性和连续性。 

2.2 鹌鹑养殖技术水平仍显落后。如：赣榆区鹌鹑养殖

饲料配方多是参考日本鹌鹑的饲料配方,更有甚者采用了雏

火鸡或肉用雏鸡的饲料配方。赣榆区鹌鹑品种多数是朝鲜鹌

鹑、中国白羽鹌鹑、黄羽自别雌雄配套系鹌鹑和日本鹌鹑等,

直接采用日本鹌鹑的饲养标准和配方,显然不能满足鹌鹑养

殖的实际需要。 

2.3 鹌鹑疫病防治水平比较低。鹌鹑常见疾病有 20 余

种,但是普遍缺乏鹌鹑疫病专用疫苗、免疫程序及特效药物。

常将鸡病疫苗及免疫程序直接照搬到鹌鹑的免疫过程中。 

2.4 鹌鹑养殖设施化水平不高。赣榆区鹌鹑养殖规模多

数在 5千～3万之间,其采用的笼具、通风设备、保温设备、

清粪设备、投料设备、饮水设备等生产设施仍处于较低的机

械水平上,必然影响鹌鹑养殖和疫病防控水平的提升。 

2.5 鹌鹑产品深加工水平不高。赣榆区虽有不少鹌鹑蛋

和鹌鹑肉深加工企业(户),但多数是小型加工企业或个体户,

加工能力和加工水平仍然不高,对鹌鹑养殖业拉动力度不够。 

3 赣榆区蛋用鹌鹑技术体系的构建 

针对赣榆区商品鹌鹑生产实际,笔者认为宜着力构建 5

大技术体系,以全面提升鹌鹑产业发展技术水平。 

3.1 构建蛋用鹌鹑良种繁育与推广体系。扶持有实力的

企业建立鹌鹑良种繁育场,承担蛋用鹌鹑良种引进、繁育与

推广工作,及时更新赣榆区商品蛋用鹌鹑品种。重点引进、

繁育、推广朝鲜蛋鹌鹑、中国黄羽鹌鹑和自别雌雄配套系鹌

鹑等优良品种。 

3.2 构建蛋用鹌鹑养殖技术体系。主要包括(1)蛋用鹌

鹑的饲养环境控制技术。主要包括温度控制技术、湿度控制

技术、光照控制技术、通风控制技术,提高健雏率、育成率、

产蛋率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2)蛋用种鹌鹑的限制饲喂技

术。种鹌鹑开产过早、发育过快对鹌鹑的周期效益不利。通

过调整种鹌鹑日粮中蛋白质含量的方法来实现控制开产日

龄的目的。(3)蛋用种鹌鹑强制换羽技术。人工强制换羽仅

用 4周即可完成,可快速进入下一个产蛋周期。(4)种鹌鹑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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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育肥技术。对淘汰种鹌鹑进行断翼育肥,可以缩短育肥时

间、提高饲料利用率、增加出栏个体重量。(5)蛋用鹌鹑机

械自动孵化技术。实行机械自动孵化,可使岀孵率保持在86%

以上的较高水平。(6)活连接金属六层鹌鹑笼具的研制与应

用。赣榆区畜禽改良站研制出的“活连接金属六层鹌鹑笼具”

(专利号：ZL200920043164.7),具有坚固不易变形、便于安

放、节约材料、增加透光性、利于作业等诸多优点。 

3.3 构建蛋用鹌鹑无公害养殖技术体系。赣榆区组织制

定了《无公害食品 鹌鹑养殖技术规程》（Q/320721BAF01—

2003）,制定了连云港市地方标准“蛋鹌鹑饲养管理技术规

程”(DB3207/T026-2014),《鹌鹑无公害养殖技术开发与应

用》于 2006 年通过了连云港市科技成果鉴定。目前,须进一

步完善无公害鹌鹑生产工艺及生产技术,继续推广鹌鹑的无

公害养殖技术。 

3.4 构建蛋用鹌鹑疫病综合防控技术体系。主要包括：

(1)蛋用鹌鹑的免疫技术。制定了科学的蛋用鹌鹑免疫程序,

保障蛋用鹌鹑养殖业健康发展。(2)疫情与抗体检测技术。

严格执行农业部现有的禽流感检测方法,对禽流感免疫抗原

检测采用 AIV 免疫抗体快速检测试纸对检测样品进行筛选,

对检测阳性和疑似阳性样品再采用 PCR 技术进行病原检测。

对禽流感免疫抗体检测采用血凝与血凝抑制方法进行抗体

检测[3]。(3)蛋用鹌鹑养殖场的隔离技术。蛋用鹌鹑养殖场

实行三区分离、实行净道和污道分开、实行雨污分离,防止

粪污外溢、交叉感染和疫病传播。(4)蛋用鹌鹑养殖场的消

毒技术。制定鹌鹑养殖场人员消毒、车辆消毒、工具消毒、

圈舍消毒及环境消毒等技术规范和要求。 

3.5 构建鹌鹑产品深加工技术体系。政府要大力扶持鹌

鹑产品深加工产业,继续开发“无铅鹌鹑皮蛋”、“五香鹌鹑

蛋”、“咸鹌鹑蛋”、“香酥鹌鹑”等系列鹌鹑深加工熟制品和

冻白条鹌鹑、冻红条鹌鹑、鹌鹑胗、鹌鹑心、鹌鹑宝等系列

鹌鹑冷冻制品。同时,要深入研究鹌鹑蛋、肉加工产品的现

代化、标准化生产新工艺,要深入研究鹌鹑产品质量安全快

速检测技术,要深入研究建立鹌鹑产品质量科追溯技术,建

立可追溯体系。 

4 赣榆区蛋用鹌鹑产业发展对策 

4.1 加强蛋用鹌鹑产业研发力量和资金的投入。引导和

鼓励鹌鹑养殖场(户)、鹌鹑产品加工企业与科研院所、大专

院校等研发机构建立紧密联系,进一步提高蛋用鹌鹑养殖技

术水平和鹌鹑产品加工技术水平,提高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

益。同时政府和业务部门要积极向省、市相关部门争取鹌鹑

产业的扶持政策,促进鹌鹑产业的发展。 

4.2 建立创新体系与政策性支持。有效整合良种推广、

标准化生产、营养标准、疾病防控、现代管理等相关技术,建

立并完善鹌鹑产业技术体系,培养技术创新人才和产业经济

人才,切实解决鹌鹑产业发展瓶颈,保障鹌鹑产业健康发展。 

4.3扶持鹌鹑企业发展壮大。大力扶持种鹌鹑生产企业,

鼓励他们加强与国内科研院所及高校的技术合作,开展鹌鹑

新品种培育和生产试验,形成自己的品种优势。扶持鹌鹑产

品深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开发新产品,延长鹌鹑产业链。 

4.4 建立蛋用鹌鹑技术服务体系。以现有的农业技术服

务体系为基础,培养鹌鹑养殖技术骨干队伍,为赣榆区蛋用

鹌鹑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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