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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规程规定了徐海鸡生产的场内外环境要求、引种、管理原则、饲养方式和管理制度、防疫、废弃物处理、生产

记录。本规程适用于徐海鸡的生产。 

[关键词] 徐海鸡：饲养；生产 

 

1 饲养方式和管理制度 

1.1 饲养方式 

可采用地面平养、网上平养、笼养和放牧饲养等方式。

地面平养垫料应干燥、无霉变。 

1.2 管理制度 

应坚持“全进全出”制。两批鸡群鸡舍空置时间不少于3w。 

2 饲养管理技术 

2.1 接雏前准备工作 

2.1.1 接雏前应依饲养鸡群的数量准备好充足的饲料、

育雏期间需要接种的疫苗及预防性药物。进雏前 1w 做好灭

鼠和设备维修工作,并铺好育雏用垫料,放置好所有育雏用

设备。 

2.1.2 进雏前 2w,鸡舍清洗完毕,用广谱消毒剂彻底消

毒鸡舍和设备及饲养人员的日用品、防疫服、鞋等。进雏前

3w清除鸡舍内所有的垫料和杂物,刮除残留在棚架上和鸡舍

地面的污物。 

2.1.3 进雏前 72h 封闭鸡舍,使用福尔马林薰蒸消毒 24

小时,福尔马林用量为 42ml/m3。薰蒸消毒完毕,打开鸡舍门

窗,通风不少于 24h 后方可入舍工作。 

2.2 育雏期管理 

2.2.1 饮水 

雏鸡运抵育雏舍后,置保温区内0.5h后让雏鸡自由饮水。

饮水器均匀分布于育雏区。首次饮水中可添加葡萄糖、电解质

和多种维生素类；水温保持与室温相同；饮水位置充足。 

  

 

2.2.2 喂料 

第一次饮水 3h 左右开始喂料。育雏期喂料关键是充足

的采食位置和坚持“少喂多餐”。喂料次数如下：1～2 日

龄,8～10 次；3～7日龄,6 次；2～4周龄,4 次；5～6周龄,2

次。20 日龄后,每 100 只鸡每周供给 500g 干净细沙。 

2.2.3 温度和湿度 

鸡舍在雏鸡入舍前 24h 升温,育雏温度、湿度要求见表

1。温、湿度可通过通风和喷水等方式调节。 

2.2.4 通风 

适当通风,应防止贼风和穿堂风。舍内氨气 NH3 浓度在

20PPM 以下,CO2 浓度不高于 0.2%,其它有毒有害气体含量应

符合 NY/T388 的规定。 

2.2.5 断喙 

7-12 日龄断喙最佳,断喙前 1d 与后 3d 的饮水中加入

VK,6w 后检出不合格的重新修整一下。 

2.3 育成期管理 

2.3.1 饮水 

适时调整饮水器的高度。鸡群转到育成鸡舍前后,饮水

中添加抗应激类添加剂,持续饮水 3～4d。 

2.3.2 喂料 

每天定时喂料,自由采食。更换不同营养水平的饲料应

有 3d 的过渡期。 

2.3.3 通风换气 

育成期间鸡舍内要求 NH3 浓度在 20ppm 以下,H2S 浓度

在 15ppm 以下,CO2 允许浓度不高于 0.15%。 

2.3.4 光照 

光照管理结合限制饲喂,保证徐海鸡开产时间20w,开产

体重♂1200、♀900g 左右。 

密闭式鸡舍： 

1～3d：24h、20～40Lux。4～14d：每日减少 1h 直至

13h、5Lux。15～21d：每日减少 0.5h 直至 9.5h、5Lux。22～

28d：每日 9h、5Lux。5～15w：每日 8h、5Lux。16～18w：

每周增加 1h,至 11h、5Lux。 

开放式鸡舍： 

按照进雏时间和自然光照时间,对照上述密闭鸡舍要求,

自然光照不足部分人工补光。5～17w 采用自然光照,白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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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强烈,鸡舍内比较明亮时应适当遮光,门、窗用黑色遮阳网

护上,防止啄肛、啄羽恶癖的发生。 

2.3.5 带鸡消毒 

每周进行 2～3 次消毒,消毒剂可使用百毒杀、氯制剂等,

要经常交替使用不同消毒剂。 

2.3.6 称重与分群 

育成期鸡群管理工作重点是抓好体重和鸡群整齐度。在

第 4w末进行第一次称重,之后每周或每两周随机抽取 10%鸡

群进行称重,然后按体重大小分群饲养。 

2.4 产蛋期饲养管理 

2.4.1 开产前注意事项 

上笼前对鸡舍和设备进行检查维修,并严格做好清洁和

消毒工作。减少应激：统一工作服颜色,不大声喧哗；产蛋

前 10d 转入产蛋鸡舍适应环境,开产前增加饲料中钙质；整

个产蛋期添加益生素、酶制剂。 

2.4.2 光照管理 

18 周见蛋后开始增加光照,每周增加半小时,增加至

16h 为止。光照强度适中,开产后光照强度在 15～20Lux 范

围内。 

2.4.3 产蛋高峰期饲养要求 

最适宜温度为 13～28℃,光照时间每天控制在 16h,强

度 15～20Lux。产蛋率达 70%以上时,饲料要求：蛋白质 17%,

代谢能 11.6MJ/kg,钙 3.6-3.8%,磷 0.6%。 

2.4.4 产蛋后期饲养管理要求 

科学减料,40w 后,每 2w 每只鸡减少 1g 饲料,产蛋最后

期喂料量为高峰期的 90%左右。高峰期过后要进行一次新城

疫、禽流感的再次免疫接种。60w 后光照时间可为 16.5h,

淘汰前几周可增加到 17h。视情况淘汰低产、停产母鸡,节

约生产成本。 

3 放牧饲养技术管理 

放牧饲养是指鸡群在基本的鸡舍饲养和适当补饲条件

下,给予足够区域的放牧散养条件,获取野外自然食源、光

照和运动的饲养方式,如果园放牧、草地放牧、丘陵山坡放

牧等。鸡在 7～8w 从全舍饲到放牧饲养需要有一个过渡性

饲养期。 

3.1 育雏期管理 

3.2 放牧地条件 

3.2.1 每 400m2建筑应配有不小于 10000m2的放牧区域,

放牧密度不高于 3m2/只,适当补饲全价料。 

3.2.2 防止老鼠、黄鼠狼、蛇等的侵害。 

3.2.3 预防农药中毒。农作物、果树或草地等在喷施农

药期间,鸡群可实施全舍饲,待过了农药有害期后再放牧；或

分区用药结合分区放牧,避开农药的危害。 

3.3 饲养方式与喂料管理 

3.3.1 全部采用地面平养方式、放牧补饲的形式饲养饲

喂。全价料饲用量不超过 90%自由采食量。 

3.3.2开始放牧饲养工作,逐渐增大放牧区域,延长放牧

时间。过渡期结束时,放牧区域达到最大。 

3.3.3 冬季及夏季无木本植物的草地放牧,不少于 7h,

其它季节可适当增加放牧时间。 

3.3.4 开始放牧饲养前后,在饮水中添加抗应激类添加

剂饮水 3～4d。 

3.3.5 逐步引导鸡的及时出舍和入舍。在舍区出入口设

置临时挡道器。 

3.3.6 设置定点补饲、饮水区域的相关标识,清除通道

障碍,使鸡群能及时回归补饲、饮水的位置。 

3.3.7 设置栖架,定点补饲、饮水位置增设避风(冬季)

或遮阳(夏季)设备。 

4 防疫 

4.1 免疫接种 

防疫应符合 NY/T5041-2001 的规定。免疫程序必须根据

本地区和场内的需要而制定,并应用血清测定方法进行免疫

效果监测。参考免疫程序见附表 2。 

4.2 防疫和病禽治疗 

对病情较轻,可以治疗的鸡只应隔离饲养,所用药物应

符合 NY/T 5030-2016 的要求。 

5 病死鸡处理 

5.1传染病致死的鸡及因病扑杀的肉尸无害化处理应符

合 GB16548-2006 的规定。 

5.2 鸡场不得出售病、死鸡。 

5.3 有救治价值的病鸡应隔离饲养,进行诊治。 

6 废弃物处理 

鸡场废弃物经无害化处理后可作为农业用肥料。鸡场废

弃物未经处理不得作其它动物饲料。 

7 生产记录 

建立生产记录档案,可参照 DB32/T1973-2012。每日的

生产记录包括：进雏日期、进雏数量、日龄、死亡数、死亡

原因、存栏数、产蛋数、温度、湿度、饲养员、免疫记录、

消毒记录、用药记录、喂料量、日期、鸡群健康状况等。记

录应保存两年以上。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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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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