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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简易鸡舍蛋鸡1 个产蛋年的产蛋率资料分析 , 确定了受环境因素影响发生波动的阶段。利用波动阶段的产蛋率和平均气
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相对湿度等进行相关分析 , 得出温度是冬季影响产蛋率的主要因子 , 对产蛋率的影响在产蛋前2～4 d 最显著。
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了产蛋率与气温等因子的多元回归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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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鸡产蛋率在饲养水平、品种等条件固定的情况下, 经

常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发生波动, 找出影响产蛋率的主要环境

因子以及影响程度等, 对于制定更合理的管理制度、提高饲

养的经济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蛋鸡产蛋率资料取自原菏泽农校养鸡场2002～2003 年1

座简易鸡舍的逐日产蛋率记录。品种为罗斯蛋鸡 , 笼养, 共

1 000 只。鸡舍为简易棚, 通风良好, 保温不良, 受外界环境影

响较大。温度、湿度等资料用菏泽市气象台同期逐日观测资

料。气象观测场距鸡舍约500 m。

利用1 个产蛋年的逐日产蛋率分析, 找出受环境因素影

响使产蛋率发生波动的阶段, 以波动阶段的逐日产蛋率与环

境因子进行相关分析, 用下式求出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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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为样本数,珋y 、珋x 分别为产蛋率、因子的平均值。

相关系数的大小反映了产蛋率与该因子关系的密切程

度, 通过一定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正相关说明该因子数值大

时可使产蛋率提高, 负相关则反之。利用多元回归分析[ 1] 建

立产蛋率与主要影响因子的回归方程, 以确定数量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 .1 产蛋率曲线分析及处理 将1 000 只蛋鸡开始产蛋( 产

蛋率达5 %) 后逐日产蛋率绘制成曲线, 同时将该品种的标准

产蛋率[ 2] 也绘制成曲线 , 如图1 。

图1 产蛋率曲线(a) 与标准产蛋率曲线(b)

  标准产蛋率曲线反映了该蛋鸡品种在饲养良好、环境适

宜情况下产蛋的生物学规律。由图1 可见, 标准产蛋率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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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在产蛋率达5 % 后迅速上升, 到30 周龄时达高峰, 产蛋率

在90 % 以上, 以后随时间平稳下降。实际产蛋率曲线( a) 在

35 周龄以前除产蛋率达5 % 的时间稍提前, 高峰期稍落后以

外, 与标准产蛋曲线相似。这说明前期饲养状况良好, 鸡群

发育正常。此阶段处于8 月中旬～11 月上旬, 气候环境也适

宜。35 ～45 周龄, 实际产蛋率曲线呈波动状态,45 周龄以后

又趋于平稳。在波动阶段, 据观察, 鸡群无明显异常, 此阶段

正是11 月中旬～1 月下旬, 正值季节转换阶段和隆冬季节 ,

因鸡舍保温不良, 产蛋率波动可能与环境条件有关。因此 ,

可选择此阶段的产蛋率与环境因子进行统计分析。

为了消除实际产蛋率本身生物学规律的影响 , 找出受环

境因素影响的那部分产蛋率, 对产蛋率资料作如下处理:

y = ya - yb ( 2)

式中, y 作为统计学分析对象的产蛋率, 以下称“产蛋率差

值”, ya 为实际产蛋率, yb 为标准产蛋率。

2 .2 相关分析 一般认为光照、温度、湿度是影响产蛋率的

主要环境因子, 而光照主要是人工调节的。因此, 重点对温

度、湿度进行相关分析。据研究[ 2] , 一个蛋黄需10 ～11 d 才

能成熟。因此, 温度、湿度对产蛋率的影响不能仅限于当日。

该研究以产蛋率差值 y 分别与前1 d , 直到前10 d 的平均气

温、日最高气温、日最低气温、相对湿度计算相关系数, 结果

见表1。

  表1 产蛋率差值与温度、湿度的相关系数

前推天数∥d 日平均气温 最高气温 最低气温 相对湿度

  0   0 .10   0 .19   0 .21   - 0 .12

1 0 .21 0 .20 0 .13 - 0 .20

2 0 .28 * 0 .41 * * 0 .22 - 0 .11

3 0 .39 * * 0 .23 0 .30 * 0 .18

4 0 .35 * 0 .30 * 0 .24 * 0 .13

5 0 .16 0 .23 0 .18 - 0 .04

6 - 0 .05 0 .18 - 0 .03 - 0 .22

7 0 .14 - 0 .09 0 .08 0 .04

8 0 .22 0 .16 0 .17 - 0 .11

9 0 .23 0 .24 * 0 .20 0 .19

10 - 0 .01 0 .22 0 .22 0

  表1 中统计样本数 n = 70 , 信度为0 .05 水平的相关系数

临界值为 0 .234 , 信度为 0 .01 水平的相关系数临界值为

0 .304 , 通过以上检验的相关系数分别标以* 和* * 。可见相

关系数有如下特征:

2 .2 .1 平均气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与产蛋率差值大多呈

正相关 , 这说明冬季产蛋率随温度升高而增加。

安徽农业科学,Journal of Anhui Agri . Sci .2007 ,35(15) :4532 - 4533                   责任编辑  孙红忠 责任校对 李菲菲



2 .2 .2 相对湿度的相关系数最大仅为- 0 .22 , 均未通过0 .0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在该鸡舍条件下湿度不是影响

产蛋率的主要因子。

2 .2 .3 3 个温度因子的相关系数均有1 个相关显著的阶段。

平均气温在前2～4 d 均显著, 其中有1 个极显著 ; 最高气温

在前2 、4 d 显著, 其中有1 个极显著; 最低气温在前3、4 d 显

著。因此认为, 产蛋前2～4 d 的温度对产蛋率有显著影响。

2 .3  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产蛋率与各温度因子的定量

关系, 以产蛋率作为因变量 y , 以前2 ～4 d 的平均气温、平均

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作为自变量 x , 进行多元回归计算 ,

得出如下回归方程 :

y = 10 .83 + 0 .28 x1 + 0 .54x2 + 0 .02x3 ( 3)

式中, y 为实际产蛋率与标准产蛋率差值( %) ; x1 为产蛋前2

～4 d 平均气温( ℃) ; x2 为产蛋前2～4 d 平均最高气温( ℃) ;

x3 为产蛋前2～4 d 平均最低气温( ℃) 。计算方程的样本数

n = 70 , 复相关系数 R = 0 .86 , 剩余标准差 s = 6 .11 , 统计量 F

= 5 .10 , 可通过信度为0 .01 水平的检验。

2 .4  典型天气的影响  从图1 可见,41 周龄前后实际产蛋

率曲线有1 低谷, 此时正是2002 年12 月下旬的一次大风降

温天气。12 月23 日气温开始骤降, 到26 日, 日平均气温降

到- 7 .1 ℃, 最低气温- 11 .4 ℃, 并且有大风和降雪。由于鸡

棚围墙封堵不好, 鸡舍内温度降到1 ℃左右, 造成蛋鸡的冷

应激, 产蛋率迅速下降, 最低时降到55 % 。下降过程持续了

近3 周, 以后随气温的回升、保温措施的加强, 产蛋率也有所

回升, 但终未达到标准产蛋率水平。

3  结论与讨论

(1) 冬季简易鸡舍蛋鸡产蛋率与环境温度关系密切 , 温

度对产蛋率的影响在产蛋前2～4 d 最显著。

( 2) 冬季简易鸡舍蛋鸡产蛋率与标准产蛋率的差值与环

境温度的关系可用( 3) 式所示的回归方程表示 , 但这个方程

仅用了个例资料, 不一定适用于一般情况。

(3) 蛋鸡一旦出现冷应激造成产蛋率下降后, 影响是持

久性的。因此鸡舍冬季应注意保温。

(4) 笔者仅研究了冬季低温对蛋鸡产蛋率的影响, 夏季

高温当另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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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牛磺酸与HCG 共同添加对睾酮分泌的影响

处理

mg/ L

睾酮量∥μg/ L

24 h 48 h 72 h

0  23 .35 ±4 .55 AD   21 .10±1 .87 A  17 .00±0 .75 A

1 33 .60 ±8 .90 B 30 .53±9 .54 B 24 .61±2 .83 B

10 27 .35 ±4 .82 C 25 .09±3 .00 C 21 .20±2 .64 C

50 25 .87 ±5 .84 CD 22 .16±5 .73 AC 18 .44±2 .25 AC

100 21 .47 ±1 .93 AE 19 .90±1 .63 AD 15 .81±1 .35 AD

200 20 .26 ±2 .37 AE 18 .90±2 .41 DE 13 .96±2 .18 D

500 18 .32 ±3 .10 E 17 .02±1 .75 DE 11 .92±0 .75 DE

1 000 17 .68 ±2 .85 E 15 .82±1 .39 E 8 .71±0 .29 E

 注 : 同一竖行不同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P < 0 .05) 。

3  讨论

肖世平等报道, 牛磺酸可促进公鸡睾丸和卵巢组织形

态的发育, 并可刺激公鸡雄激素和母鸡雌激素的分泌[ 5] 。

笔者的研究也证明了牛磺酸可刺激雄性大鼠促黄体生成素

( LH) 和睾酮的分泌 , 对雄性动物雄激素的分泌有重要作用。

睾酮的合成、分泌与睾丸组织的发育和LH 的分泌水平密切

相关[ 6 - 7] , 牛磺酸在大鼠睾丸组织中存在表达以及牛磺酸

在睾丸组织中大量存在 , 表明牛磺酸可能对睾丸间质细胞

睾酮的合成和分泌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该实验结果证

明, 牛磺酸单独使用促进体外培养睾丸间质细胞分泌睾酮,

低浓度的牛磺酸可与 HCG( 与 LH 作用相同) 协同促进体外

培养睾丸间质细胞睾酮的分泌 , 而高浓度的牛磺酸可抑制

HCG 对睾酮分泌的刺激作用。实验结果表明, 牛磺酸参与

了睾丸间质细胞中睾酮的合成与分泌。

睾酮的合成包括2 个基本过程 , 一是由胆固醇侧链断

裂开始到合成孕酮的过程; 二是由孕酮经17α- 羟孕酮到雄

烯二酮再到睾酮的转化过程。在这2 个合成的基本过程中

需要一些关键酶的作用。睾丸间质细胞睾酮的合成和分泌

主要受LH 的调节,LH 的浓度、间质细胞上LH 受体的数目

以及LH 与细胞上受体的结合能力共同决定睾丸间质细胞

睾酮的分泌量[ 3 ,8 - 9] 。牛磺酸可能是通过改变这些酶的活

性而影响睾酮的合成和分泌。该实验中低浓度的牛磺酸与

HCG 协同促进睾丸间质细胞睾酮分泌的机理, 一方面可能

是牛磺酸增强了睾酮合成过程中某些关键酶的活性; 另一

方面可能是牛磺酸增强了 LH 与细胞上 LH 受体的结合能

力, 从而促进了睾酮的生成和分泌。高浓度的牛磺酸可抑

制 HCG 刺激睾酮分泌可能是通过与上述相反的机制抑制

睾酮的生成和分泌。至于其确切的作用机理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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