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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限饲水平对产蛋期肉种鸭生产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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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限饲水平对产蛋期肉种鸭生产性能和孵化指标的影响。试验选
取４０周龄父母代 ＳＭ３樱桃谷种鸭３２００只（母鸭２６００只，公鸭６００只），随机分成４组，每组５
个重复，每个重复１６０只鸭（母鸭１３０只，公鸭３０只）。以玉米 －豆粕 －小麦型配合饲料（代谢
能１１．５０ＭＪ／ｋｇ，粗蛋白质１８．００％）为基础饲粮。Ｔ１组日饲喂料量最大，为每只鸭２２５ｇ，其他
组依次降低１５ｇ，分别为２１０（Ｔ２组）、１９５（Ｔ３组）和１８０ｇ（Ｔ４组），试验期３５ｄ。结果表明：１）
当日饲喂料量由２２５ｇ下降到２１０ｇ时，公、母鸭的体增重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产蛋率略有上
升，蛋重略有下降，但二者变化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当日饲喂料量继续下降到１９５和１８０ｇ时，
与日饲喂料量２２５ｇ时相比，公、母鸭体增重、产蛋率和蛋重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２）经回归分
析，公、母鸭体增重、产蛋率、蛋重与日饲喂料量有显著的直线或二次曲线关系（Ｐ＜０．０５），产蛋
率与蛋重之间也有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Ｐ＜０．０５）；３）日饲喂料量对种鸭死淘率及种蛋合格
率、受精率、健雏率、入孵蛋孵化率和受精蛋孵化率均无显著影响（Ｐ＞０．０５）。结果提示，适当
限制饲喂料量可降低体增重，提高产蛋率，但过度限饲会影响生产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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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养鸭业发展迅猛，年饲养、出栏和
宰杀肉鸭数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

当之无愧的“水禽王国”。但是，由于我国缺乏肉

种鸭方面的研究，尤其在饲养技术方面，仍然引用

国外饲养手册推荐的营养水平，而忽视了我国蛋

白质饲料资源紧缺的现状。樱桃谷公司（２０１０）推
荐的肉种鸭产蛋期代谢能（ＭＥ）和粗蛋白质（ＣＰ）
水平分别为１１．３０ＭＪ／ｋｇ和１９．５０％，而在我国实
际生产中，无论是饲粮营养水平，还是肉种鸭的生

产性能都远远达不到国外育种公司规定的指标。

有研究表明，蛋鸡在采食不同能量水平的饲料时，

自身可通过调整采食量以达到每日相等的能量摄

入［１］。而肉种鸡通过调整采食量来调节能量摄入

的能力较差，需要通过限饲人为控制采食量，以达

到控制体重、提高生产性能的目的［２］。肉种鸭和

肉种鸡有相似的特点，自身调整采食量的能力较

差，在实际生产中通常采用限制饲喂量的方法来

控制肉种鸭的体重，但由于缺乏相关研究，肉种鸭

产蛋期的限饲效果并不理想。梁久梅［３］指出，肉

种鸭在产蛋高峰期每只每天的饲粮供给量应为

２２０～２５０ｇ，而王生雨等［４］认为，应根据饲粮的

ＭＥ水 平 来 确 定 喂 料 量，当 饲 粮 ＭＥ 为
１１．５０ＭＪ／ｋｇ时，肉种鸭每只每天喂料量为 ２２５ｇ
即 能 满 足 其 能 量 需 要，而 当 饲 粮 ＭＥ为
１１．７０ＭＪ／ｋｇ时，喂料量为２２１ｇ即可满足需要，但
至今没有更加深入的关于肉种鸭限饲的研究报

道。以前，我国养鸭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以在天

然河流、池塘放养为主，鸭子以水体中的鱼虾、水

草为食，但是目前在山东以及其他北方地区，鸭子

存养量逐年上升。由于北方地区天然水面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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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受到限制，鸭子的饲养方式逐渐由放养转变为

圈养或旱养。本课题组曾对肉种鸭和蛋鸭旱

养［４－５］进行了探索研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本试

验拟在旱养模式下，采用生产中常用的玉米 －豆
粕 －小 麦 型 饲 粮 （ＭＥ １１．５０ ＭＪ／ｋｇ，ＣＰ
１８．００％），旨在通过饲喂不同料量，研究 ＳＭ３樱
桃谷种鸭生产性能和孵化指标的变化规律，筛选

出最佳喂料量，以达到节约饲料成本、提高生产性

能的目的。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
１．１．１　试验动物
　　试验选用 ４０周龄健康状况良好的父母代
ＳＭ３樱桃谷种鸭３２００只，其中母鸭２６００只，平
均体重为（３３５０±５６）ｇ；公鸭６００只，平均体重为
（３９００±６２）ｇ。
１．１．２　入孵种蛋
　　试验期间每天收集种蛋，并标记好后送到孵
化场进行孵化。

１．１．３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见表１。配方来自于一
个 大 型 樱 桃 谷 种 鸭 养 殖 场，饲 粮 ＭＥ
１１．５０ＭＪ／ｋｇ，ＣＰ１８．００％，虽然与樱桃谷公司推
荐的营养水平（ＭＥ１１．３０ＭＪ／ｋｇ，ＣＰ１９．５０％）有
一定差距，但比较符合中国生产实际。

１．２　试验方法
１．２．１　试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试验设计，将３２００只产蛋期父母
代 ＳＭ３樱桃谷种鸭随机分成 ４组（Ｔ１、Ｔ２、Ｔ３和
Ｔ４组），每组５个重复，每个重复 １６０只鸭（母鸭
１３０只，公鸭３０只，单栏饲养）。Ｔ１组日饲喂料量
最大，为每只鸭２２５ｇ，其他组依次降低１５ｇ，分别
为２１０（Ｔ２组）、１９５（Ｔ３组）和１８０ｇ（Ｔ４组）。整
个试验期由专人管理，各组种鸭免疫、用药、通风、

饮水、喂料方式和时间等均一致。每天喂料１次，
喂料时间为１６：００。
　　预试期７ｄ（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９日—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５日），起始日饲喂料量为每只鸭２００～２２５ｇ，第
１～５天，每天以２０％的速度接近对应试验日饲喂
料量；第６天和第７天，各组饲喂对应的试验日饲
喂料量。试验期 ３５ｄ（２００９年 ９月 ２６日—２００９
年１０月３０日）。

表１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饲喂基础）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ｔｈｅｄｉｅｔ（ａｓｆｅｄｂａｓｉｓ） ％

项目 Ｉｔｅｍｓ 含量 Ｃｏｎｔｅｎｔ

原料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玉米 Ｃｏｒｎ ５０．００
大豆粕 Ｓｏｙｂｅａｎｍｅａｌ ２７．９０
优质小麦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ｗｈｅａｔ １０．００
大豆油 Ｓｏｙｂｅａｎｏｉｌ ２．００
石粉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 ８．２０
磷酸氢钙 ＣａＨＰＯ４ ０．８０
ＤＬ－蛋氨酸 ＤＬＭｅｔ ０．１０
预混料 Ｐｒｅｍｉｘ１） １．０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０．００
营养水平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２）

代谢能 ＭＥ／（ＭＪ／ｋｇ） １１．５０
粗蛋白质 ＣＰ １８．００
钙 Ｃａ ３．２０
总磷 ＴＰ ０．４９
赖氨酸 Ｌｙｓ ０．９０
蛋氨酸＋半胱氨酸 Ｍｅｔ＋Ｃｙｓ ０．７０
苏氨酸 Ｔｈｒ ０．７２

　　１）预混料为每千克饲粮提供Ｐｒｅｍｉｘ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ｐｅｒｋｇｏｆｄｉｅｔ：Ｃｕ１５ｍｇ，Ｆｅ８０ｍｇ，Ｚｎ１００ｍｇ，Ｍｎ
１００ｍｇ，ＶＡ１２０００ＩＵ，ＶＤ３３０００ＩＵ，ＶＥ２０ＩＵ，ＶＫ３
０．５ｍｇ，ＶＢ２１０ｍｇ，泛酸钙 ｃａｌｃｉｕｍｐａ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ｅ１５ｍｇ，烟
酸 ｎｉａｃｉｎ３０ｍｇ，胆碱 ｃｈｏｌｉｎｅ１５００ｍｇ，ＶＢ１２０．０２５ｍｇ。

　　２）代谢能为计算值，其他均为分析值。ＭＥｉｓａ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ｅｄｖａｌｕ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ｖａｌｕｅｓ．

１．２．２　测定指标及方法
　　公、母鸭体增重：试验开始和试验结束时，从
每个重复中抽取母鸭 ３０只、公鸭 １０只，称重，计
算平均体重和体增重。

　　死淘率：每天记录死淘种鸭数，试验结束时，
统计死淘总数，计算死淘率。

　　产蛋率和蛋重：以重复为单位记录每天存栏
母鸭数，记录每天所产种蛋数并称重，统计整个试

验期的产蛋总数，计算产蛋率和平均蛋重。

　　孵化指标：记录每天生产的种蛋数，并淘汰不
合格种蛋，计算种蛋合格率。将合格种蛋清洗、上

孵，入孵５ｄ后照蛋，记录并淘汰无精蛋，计算受精
率。孵化结束时，记录雏鸭数，统计入孵蛋孵化率

和受精蛋孵化率；淘汰残、弱雏，计算健雏率。所

有孵化指标均以每天的数据为基础计算整个试验

期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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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数据处理
　　用 ＳＡＳ８．０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不
同料量与各测定指标的线性及二次曲线关系用

ＲＥＧ过程进行回归分析（二次曲线关系转化为线
性关系进行分析）；体重与产蛋率及蛋重与产蛋率

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用 ＮＬＩＮ过程分析，迭代方法为
ＧＡＵＳＳＮＥＷＴＯＮ法。产蛋率、死淘率、种蛋合格
率等百分数资料经反正弦转换后用于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限饲水平对ＳＭ３樱桃谷种鸭生产性能的
影响

　　从表２可知，随着日饲喂料量的降低，母鸭体
增重、公鸭体增重均显著下降（Ｐ＜０．０５），各组间
均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经回归分析，母鸭体增
重、公鸭体增重与日饲喂料量有显著的回归关系

（Ｐ＜０．０５），母鸭体增重随日饲喂料量的下降呈直

线下降，公鸭体增重随日饲喂料量的下降呈二次

曲线下降。

　　试验期内各组死淘率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当日饲喂料量由２２５ｇ（Ｔ１组）降到２１０ｇ（Ｔ２
组）时，产蛋率有小幅的上升，但 Ｔ１组和 Ｔ２组之
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当日饲喂料量进一步降
低至１９５和１８０ｇ时，产蛋率显著下降，Ｔ３组显著
低于 Ｔ２组（Ｐ＜０．０５），Ｔ４组显著低于 Ｔ３组（Ｐ＜
０．０５）。
　　Ｔ１组蛋重最大，在数值上大于 Ｔ２组，但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显著大于 Ｔ３组和 Ｔ４组蛋重
（Ｐ＜０．０５），Ｔ３组和 Ｔ４组之间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经回归分析，随日饲喂料量的下降蛋重呈
二次曲线下降（Ｐ＜０．０５）。
　　由于种鸭的主要指标不是为了增重，也不是
为了生产出更多大个的种蛋，而是为了生产更多

的健雏，所以料重比和料蛋比没有在表２中列出。

表２　不同限饲水平对ＳＭ３樱桃谷种鸭生产性能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Ｍ３ＣｈｅｒｒｙＶａｌｌｅｙｂｒｅｅｄｅｒｄｕｃｋ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鸭只日饲喂料量 Ｄａｉｌｙ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ｐｅｒｄｕｃｋ／ｇ

２２５（Ｔ１） ２１０（Ｔ２） １９５（Ｔ３） １８０（Ｔ４）

母鸭体增重 Ｆｅｍａｌｅｄｕｃｋ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ｇａｉｎ／ｇ２８２．３３±１５．２３ａ ２２７．９４±６．６７ｂ １９２．１８±１４．４７ｃ ７４．２１±７．７１ｄ

公鸭体增重 Ｍａｌｅｄｕｃｋ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ｇａｉｎ／ｇ ３６８．８２±１４．３２ａ ３３５．４４±２０．６２ｂ ２８５．４９±１５．８１ｃ １３９．４７±１２．９４ｄ

死淘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０．５０±０．２８ ０．８８±０．３４ ０．７５±０．２８ ０．８８±０．３４
产蛋率 Ｌａｙｉｎｇｒａｔｅ／％ ８５．７３±１．５６ａｂ ８６．５６±１．３８ａ ８３．５８±１．３３ｂ ７９．５４±１．４２ｃ

蛋重 Ｅｇｇｗｅｉｇｈｔ／ｇ ９４．４２±１．８７ａ ９２．７４±１．１６ａｂ ９２．１４±１．５４ｂ ９１．３７±０．７２ｂ

回归分析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方程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Ｒ２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Ｙ１＝－６９７．５８６＋４．３９６Ｘ ０．９３ ＜０．０１

Ｙ２＝－５７８５．２４２＋５５．３３３Ｘ－０．１２４Ｘ２ ０．９９ ＜０．０１
Ｙ３＝－１７１．５６＋２．０９２Ｘ－０．００４９Ｘ２ ０．９６ ＜０．０１
Ｙ４＝１２４．９４－０．３８６Ｘ＋０．００１１Ｘ２ ０．９１ ＜０．０１

　　Ｙ１、Ｙ２、Ｙ３、Ｙ４分别为母鸭体增重（ｇ）、公鸭体增重（ｇ）、产蛋率（％）和蛋重（ｇ）；Ｘ为每只鸭每日饲喂料量（ｇ）。同行
数据肩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下表同。
　　Ｙ１，Ｙ２，Ｙ３ａｎｄＹ４ｍｅａｎｆｅｍａｌｅｄｕｃｋ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ｇａｉｎ（ｇ），ｍａｌｅｄｕｃｋ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ｇａｉｎ（ｇ），ｌａ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ｇｇ
ｗｅｉｇｈｔ（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Ｘｍｅａｎｓｄａｉｌｙ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ｇ）ｐｅｒｄｕｃｋ．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ｏｗ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ｂｅｌｏｗ．

２．２　不同限饲水平对ＳＭ３樱桃谷种鸭孵化指标的
影响

　　由表３可知，不同日饲喂料量对种蛋合格率、
受精率、健雏率、入孵蛋孵化率和受精蛋孵化率均

没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２．３　母鸭体重和蛋重与产蛋率的关系
　　母鸭体重和蛋重与产蛋率的回归关系见表４。
母鸭体重与产蛋率之间的回归关系不显著（Ｐ＞
０．０５），但蛋重与产蛋率之间有显著的二次曲线关
系（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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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限饲水平对ＳＭ３樱桃谷种鸭孵化指标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ｈａｔｃｈｉｎｇｉｎｄｉｃｅｓｉｎＳＭ３ＣｈｅｒｒｙＶａｌｌｅｙｂｒｅｅｄｅｒｄｕｃｋｓ％

项目

Ｉｔｅｍｓ

鸭只日饲喂料量 Ｄａｉｌｙ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ｐｅｒｄｕｃｋ／ｇ

２２５（Ｔ１） ２１０（Ｔ２） １９５（Ｔ３） １８０（Ｔ４）

种蛋合格率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ｒａｔｅｏｆｈ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ｇｇｓ ９２．３４±１．７４ ９３．０５±１．４７ ９２．８３±１．６３ ９３．９１±１．５５
受精率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ｒａｔｅ ９５．１８±１．８４ ９３．４１±１．３６ ９３．５３±１．２１ ９５．５７±０．９５
健雏率 Ｒａｔｅ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ｕｃｋｌｉｎｇ ９４．５６±１．４３ ９５．２４±０．７７ ９５．８２±１．８３ ９５．１３±０．９２
入孵蛋孵化率 Ｈａｔ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ｈａｔｃｈｉｎｇｅｇｇｓ ９２．９２±１．１２ ９１．１６±１．５０ ８８．７１±２．５３ ９１．５４±１．２４
受精蛋孵化率 Ｈａｔ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ｅｅｇｇｓ ９６．７６±０．９８ ９５．５１±１．０２ ９５．５４±１．４９ ９７．４９±１．３１

表４　母鸭体重和蛋重与产蛋率的回归关系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ａｙｉｎｇｒａｔ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ｄｕｃｋ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ｏｒｅｇｇｗｅｉｇｈｔ

项目 Ｉｔｅｍｓ 产蛋率 Ｌａｙｉｎｇｒａｔｅ／％ Ｐ值 Ｐｖａｌｕｅ

母鸭体重 Ｆｅｍａｌｅｄｕｃｋ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ｋｇ ＞０．０５
蛋重 Ｅｇｇｗｅｉｇｈｔ／ｇ Ｙ＝－０．６６９９Ｘ２＋１２６．０７０１Ｘ－５８６２．３３１５ ＜０．０５

　　蛋重与产蛋率之间的关系见图 １。当 Ｘ＝
１２６．０７０１／（２×０．６６９９）＝９４．１时，产蛋率 Ｙ为
最大值，即在本试验条件下，蛋重为９４．１ｇ时，产
蛋率最高。

　　鸭只日饲喂料量分别为１８０（■）、１９５（□）、２１０（▲）和
２２５ｇ（△）。纵坐标为产蛋率经过反正弦转化后的数值。
　　Ｄａｉｌｙｆｅｅｄｉｎｇａｍｏｕｎｔｐｅｒｄｕｃｋｗａｓ１８０（■），１９５
（□），２１０（▲）ａｎｄ２２５ｇ（△），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ｖａｌ
ｕｅ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ａｒｃｓｉ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ｌａｙｉｎｇｒａｔｅ．

图１　蛋重与产蛋率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ｇｇ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ａｙｉｎｇｒａｔｅ

３　讨　论
３．１　限饲与生产性能
　　肉种鸭的体重控制对生产性能的发挥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限制饲喂量是控制体重的重要手

段。通过限饲，可以使种鸡、鸭维持适当的体重，

从而达到提高产蛋性能和饲养效益的目的。

　　Ｏｌｖｅｒ［６］对樱桃谷育雏育成期种鸭进行了限饲
研究，将３～２０周龄的饲喂量分别限制在自由采
食条件下的５０％和７５％，２１周龄开始自由采食。
结果表明，限饲使 ２０周龄种鸭胴体脂肪含量降
低，性成熟延迟，产蛋量提高，种鸭产蛋期死淘率

降低，蛋重、受精率和孵化率在该试验中未受显著

影响。关于肉种鸭产蛋期的饲喂方式，一些人建

议肉种鸭产蛋高峰期采用自由采食的方式满足其

营养需要［７－８］，也有人建议产蛋期进行限制饲喂，

以控制体重，提高生产性能［９］。王生雨等［４］进行

了旱养条件下肉种鸭产蛋期的料量控制试验，取

得了较好的试验效果，该试验表明，在控制料量

（每天每只饲喂 ２２５ｇ）的条件下，２４～７７周龄入
舍母鸭平均产蛋２８０．３枚，种蛋合格率９７．４％，入
舍母鸭健雏数 ２１４只，平均蛋重 ９４ｇ。但未见更
加深入的关于种鸭产蛋期的限饲研究。

　　本试验中每只鸭日饲喂料量由２２５ｇ下降到
２１０ｇ时，公、母鸭的体增重均显著下降，产蛋率略
有上升，蛋重略有下降，但是当日饲喂料量继续下

降到１９５和 １８０ｇ时，与日饲喂料量 ２２５ｇ时相
比，公、母鸭体增重、产蛋率和蛋重均显著下降。

这一结果说明，在本试验条件下，适当限制日饲喂

料量并不影响生产性能，而且能够节约饲料成本，

但过度限饲会降低生产性能。

　　本试验中发现，肉种鸭的蛋重和产蛋率有显
著的回归关系，但未见相关的其他研究报道。

３．２　限饲与孵化指标
　　至今未见限制产蛋期肉种鸭饲喂量对孵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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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影响的相关报道，但有关肉种鸡的限饲研究较

多。Ｒｉｃｈａｒｄｓ等［１０］对 ２２～３６周龄肉种鸡进行了
限饲研究，结果发现，限饲不仅可以降低肉种鸡的

体重和腹脂、提高产蛋量，还可以降低畸形蛋的数

量。同时指出，限饲影响了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等

激素的分泌，改变了与脂肪合成有关的基因的表

达。Ｔａｈｅｒｋｈａｎｉ等［２］对２７～３９周龄的肉种鸡进行
了限饲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果，即 ３９周龄时未
限饲鸡体重比限饲鸡高５００ｇ，解剖发现未限饲鸡
肝脏大、腹脂多，且未限饲鸡产蛋量大幅度下降，

双黄蛋、软皮蛋、大个蛋增加。本试验中，限饲对

种蛋合格率、受精率、孵化率均没有显著影响，主

要原因可能是所设最大饲喂量２２５ｇ偏低的缘故，
也就是说即使每只鸭日饲喂料量为２２５ｇ也没有
使种鸭体重过大，以至于产生过多的双黄蛋、软皮

蛋、大个蛋等畸形蛋，影响各项孵化指标。

４　结　论
　　① 当日饲喂料量由 ２２５ｇ下降到 ２１０ｇ时，
公、母鸭的体增重均显著下降，产蛋率略有上升，

蛋重略有下降，但是当日饲喂料量继续下降到１９５
和１８０ｇ时，与日饲喂料量２２５ｇ时相比，公、母鸭
体增重、产蛋率和蛋重均显著下降。

　　② 经回归分析，公、母鸭体增重、产蛋率、蛋重
与日饲喂料量有显著的直线或二次曲线关系，产

蛋率与蛋重之间也有显著的二次曲线关系。

　　③ 日饲喂料量对种鸭死淘率及种蛋合格率、
受精率、孵化率等孵化指标均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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