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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窑洞鸡舍环境调控
,

冬季在外界 温度低于 一 l o C 时
.

未调控 组环境 温度达到 5
.

32 C 以 上
.

最高

12
.

14 C
,

调控组环境温度 可达到 9
.

78 C 以上
,

最高达到 1 5
.

1 7 C
。

夏季调控组 比对照组舍内温度低 1一 Z C
。

窑

洞鸡舍对环境温度调控能力有限
,

夏季和冬季均随环境温度的升降而升降
。

冬季 比夏 季窑洞对环境温度的调

控效果好
。

窑洞鸡舍湿度冬季调控组 比对照组低
.

夏季调控组 与对照组接近
。

冬季窑洞鸡舍有害气体 C O :
和

N H
: ,

的含量 比夏季高
。

N H
。

的含量在冬季和夏季均高于 1
.

5 m g /m
3

的标准要求
。

但通过环境调控
,

舍内 (C 〕:

的含量调控组明显比对照组低
,

低于 1 5 0 0 m g / m
3

含量的标准要求
。

N H
:

的含量调控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

窑洞

鸡舍对 N H 3 的含量调节通过 自然通风换气的手段 能力有 限
,

需要采取其它措施
。

产蛋率冬季调控组 比对照组

提高 19
.

37 %
,

夏季调控组 比对 照组提高 6
.

54 %
。

冬季 比夏季提高产蛋幅度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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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窑洞笼养鸡技术就是以陕北的窑洞作为

鸡舍
,

采用规模化笼养鸡技术
,

生产鸡 肉
、

鸡蛋 的

一项农村实用技术
。

窑洞作为鸡舍具有冬暖夏凉

的优点
,

但也存在通风换气不良等问题
。

鸡舍的环

境温度
、

湿度
、

有害气体的含量与蛋鸡产蛋
、

肉鸡

及仔鸡生长有很密切的关系 , 一洲
。

为此笔者对窑

洞鸡舍环境调控进行研究
,

以期指导陕北养鸡生

产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试验蛋鸡品种
、

鸡龄及饲养管理

试验所用蛋鸡品种为海赛克斯
,

鸡龄为 咒 周

龄
。

所用饲料为陕西正大牌蛋鸡浓缩饲料
,

按说明

书加人玉米混合后饲喂
。

采用笼养
,

每天喂料 3

次
,

饲养密度为 13
.

5 只 / m
Z ,

光照强度为 6
.

l6 x /

m
“ ,

每天光照时间为 14 一 16 h
。

试验地点
:

陕西米

脂县泉家沟— 养鸡农户
。

每孔窑洞面积为 23
.

1

m
, ,

窑洞底宽 3
.

3 m
,

长 7 m
,

高 3
.

s m
,

为水泥地

面
。

鸡笼顺窑洞墙壁呈阶梯状放置
,

鸡笼长度为

1
.

8 5~ 2
.

o o m /条
,

每孔窑洞放 9 条鸡笼
,

在窑洞

中间留一条走道
。

1
.

2 试验设计

冬季环境调控设计 调控组
:

冬季在门上加

棉 门帘
,

窗 子全装 玻 璃或 用 白纸糊 严
,

窑顶 开

4 c0 m
2

通风 口
,

可以人为开启和关闭
。

每天 10 :

00

~ 1 6 :

00 阳光充足时打开天窗通风换气
,

1 3 :

00 ~

1 5 : 0 0 打开鸡舍门及窗户
,

2 ~ d3 清理鸡粪 l 次
。

对照组
:

不加棉 门帘
,

窗子上 2/ 3 部分安装玻

璃
,

或 2 3/ 部分用 白纸糊
,

中午不开窗
,

5~ d7 清理

鸡粪 1 次
。

夏季环境调控设计 调控组
:

门窗全天打开
,

门用铁丝网封闭
,

白天在鸡舍窑洞窗 口和门口 加

一遮阴装置
,

窑洞顶开一 40 。 m
Z

开启式天窗 口
,

窑 洞顶部 装一 吊扇
,

每天在 13 :

00 一 15
:

00 工作

3 h
,

Z d 清理鸡粪一次
。

对照组
:

窑洞 口 不加遮阴装置
,

窑洞上部不设

置天窗和安装电风扇
,

门窗全天打开
,

用铁丝网封

闭鸡舍门
。

2 ~ 3 d 清理鸡粪一次
。

1
.

3 试验测定方法

鸡舍温度测定 室外温度测定
:

将温度计挂

在窑洞外墙上 1
.

5 ~ Z m 处
。

室 内温度测定
:

在窑洞墙壁两测中间 1
.

s m

处各固定一温度计
。

夏 季观测温度时间安排为
: 2 0 0 。 年 7 月 1 日

一 7 月 2 0 日
,

连 续测 定 ZO d
,

每 天测 定时 间 为

8 :
0 0

、

12 : 0 0
、

] 3 :
() O

、

14 : 0 0
、

1 5 : 0 0 和 1 8 :
0 0

口

冬 季观测温度时间安排为
: 2 。。 o 年 1 月 1 日

一 1 月 2 。 日
,

连续测定 20 d
,

每天测定时间为 8 : 。 o
、

1 2
: 0 0

、

1 3 :
0 0

、

1 4 : 0 0
、

1 5 : 0 0 和 1 9 : 0 0
。

鸡舍有 害气体测定 有害气体测定项 目为

C O
:

和 N H
3 。

冬季和夏季测定有害气体时间各 1

周
,

冬季 2 0 0 0 年 l 月 2 1一 2 7 日
,

夏季 2 0 0 0 年 7 月

21 日一 7 月 2 7 日
。

每天取样 1 次
,

12
: 。 O取样

。

取

样和测定方法见参考文献
仁J , 。

取样点在窑洞中部
,

地面上选一个点 (底部 )
,

距地面 1
,

s m 处选一个

点 (中部 )
,

取样后气体送 回实验室进行分析
。

2 结果与分析

2
.

1 环境调控对鸡舍温度及湿度的影响

由表 1可看出
,

陕北窑洞作为鸡舍
,

在冬季有

比较好的保温效果
。

在外界温度低于 一 10 C 时
,

未

调控组窑洞鸡舍 内的平均温度仍可达到 5
.

32 C 以

上
,

调控组通过加棉门帘和密封窗户
,

鸡舍内的平

均温度仍可达到 9
.

78 C 以上
。

通过加棉门帘和密

封窗户
,

晚间和早晨外界气温很低时作用效果显

著
。

每天 1 3 : 0 0 ~ 1 5 : 0 0 由于通风换气
,

调控组在

1 5 :
0 0 时气温下降到最低平均为 9

.

78 C
,

1 2 :

00 在

未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前
,

随着外界气温的升高调

控组温度达到最高
,

平均为 1 5
.

1 7 C
。

由此可看出

窑洞鸡舍有保温作用
,

但对温度调节有限
,

受外界

温度影响比较大
。

尤其是对照组
,

随着外界气温的

升降
,

舍内气温也在随之升降
。

从湿度测定结 果看
,

冬季调控组比对照组的

湿度要大
,

但随着舍内通风换气 的进行
,

湿度下

降
,

总体来看窑洞鸡舍冬季比较干燥
,

湿度不是很

高
。

夏季陕北窑洞鸡舍内的环境温度调控受外界

气温影响比较大
,

随着外界气温的波动而波动
。

早

晨外界气温比较凉爽
,

鸡舍 内的温度也 比较低
,

调

控组为 22
.

43 C
,

对照组为 22
.

38 C
。

但随着太阳光

照强度和时间的增 加
,

调控组 由于有遮阴设置及

安装吊扇
,

开启天窗加强了通风
,

舍内温度比对照

组要低 1一 Z C
。

但不论调控组还是未调控组
,

舍内

温度均 比外界气温要低
,

只是清晨比外界温度稍



6 期 李艳芳等
:

陕北窑洞笼养鸡环境调控效果分析 1 9

。

舍 内湿度夏季要 比冬季高
,

这主要与气温高
,

加强饮水
,

和地面洒水有关
。

但调控组增加了

从总体来看窑洞鸡舍在夏季对温度的调节非

常有限
,

调控所用方法 比较简单
,

很难将舍内气温

高时

通风
,

舍内湿度比对照组稍低一些
。

表 1

调节到产蛋鸡所需理想温度 ( 23 C )
。

陕北 窑洞鸡舍环境温湿度调控 比较

T a b le 1 T h e e o
m p a r e o f t h e h u

m id i . y a n d t e m P e r a t u r e i n h e n h o u s e o f t h e e a v e 一e o o P

季节 测定时间
S e a s o n T im e

舍外平均温度
、

湿度
A

v e r a g e r e
m )[ e r a t u r e a n d h u m id i l y i n

t he o u l s id
e o f rh e e a v e 一 e o 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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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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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e r a g e r e m p e r a 飞u r e a n d

h
u
m id i一y i n

温度 / (

T
c n 1P e r 于一l u r e

湿度 /写
H u m id i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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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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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士 2
.

5 2

2 5
.

3八士 2
.

7 4

2 7
.

3 1士 3
.

8 6

7 2
.

13 士 4
.

9 4

7
`

1
.

42 士 5
.

4 9

65
.

8 9 士 6
.

3 2

6 8
.

91 士 5
.

5 0

7 3
.

7 1士 6
.

1 1

7 4
.

23 士 6
.

2 3

7 5
.

8 3士 5
.

4 1

7 6
.

】7士 5
.

9 8

7 8
.

14 士 5
.

6 9

78
.

69 士 6
.

2 8

7 7
.

8 1士 6
.

4 1

7 7
.

34 士 6
.

10

2
.

2 环境调控对有害气体的影响 含量
。

冬季未调控组鸡舍内C O
:

和 N H
3

含量均超

由表 2 可看出
,

冬季窑洞鸡舍有害气体 C O
:

过标准要求
,

但调控组只有 N H
3

含量超过标准要

和 N H
; ;

含量明显比夏季要高
,

不论冬季还是夏季 求
。

夏季
,

调控组和对照组有害气体含量很接近
,

C 0 2

窑洞底部比中部 含量高
,

N H
3

含量底部和中 没有多大差异
,

这主要是由于夏季鸡舍门
、

窗都是

部差异不明显
。

冬季调控组 C O
Z

和 N H
3

的平均含 敞开的
,

小群饲养清理粪便及时
,

有害气体积累不

量分别为 1 0 50 m g / m
3

及 20
.

6 m g /m
3

低于对照组 多
。

但 N H :

含量仍高于规定的成年鸡舍 N H
。

含量

C ( )
2

含量 ( 1 5 5 0 m g / m
3
) 和 N H

;,

含量 ( 3 0
.

9 5 m ,; / 低于 一5 m g /m
3

的要求 ( 3 1
。

m
3
)

,

说明在冬季增加通风可有效 降低有害气体

表 2 陕北窑洞鸡舍有害气体调控比较

T a b l e 2 T h e e o
m P a r e o f t h e h a r

m f t盆1 g a s e o n t r o l i n t h e h e n h o u s e o f t h e c a v e 一 e o o p

季节
S

e a s o n

组别
G r o u P s

测定位置
I o e a 飞i o n o f m

e n s u r a t i o n

C ( ) : 含量 / ( m g
·

m
“ )

C o n t e n r o f C ( )
,

8 9 4
.

5 2士 8 6
.

9 1

N H
:

含星 / ( m g
·

rn
“
)

冬季 调控组 1
’

e 、 t g r o u p

W i n l e r

对照组 C o n 、 r o l g r o u p

夏季 调控组 T e s t g r o u l )

S u m m
e r

对照组 (二o n r r o l g r o u p

中部 M id d l e

底部 oB
r t o m

平均 A
v e r a g e

中部 M 记d l e

底部 B o l : o m

平均 A
v e r a g 。

中部 M id d l e

底部 B o l z o m

平均 A
v e r a g e

中部 M id d l e

底部 B o t t o m

一
宜经均A v e r a g e

说明夏季窑洞鸡舍有害气体的调节主要为

N H
3 。

在 自然和人工通风换气调节有限的情况下
,

需要采取其它措施 .z[
3口

。

2
.

3 环境调控对蛋鸡产蛋性能影响

据产蛋性能测定川
,

冬季调控组产蛋率平均

为 ( 9 4
.

5 2 士 0
.

7 8 )%
,

未 调 控 组 为 ( 7 5
.

1 5 士

2
.

0 5) %
,

提 高 19
.

37 %
。

夏 季调 控组 产蛋 率 为

1 19 6
.

2 7士 l () 1
.

() 4

10 4 5
.

4 0士 1 1 1
.

65

1 2 8 6
.

5 7士 1 0 8
.

7 1

1 7 7 6
.

6 7 士 1 2 ]
.

14

1 5 3 1
.

62士 l ] 5
.

7 6

4 9 7
.

6 6士 8 0
.

2 1

6 9 8
.

8 ]士 10 2
.

14

5 9 3
.

2 4士 7 6
.

0 6

4 4 9
.

9 1士 7 0
.

2 2

8 9 4
.

9 4士 9 7
.

7 3

6 7 2
.

4 2士 9 2
.

3 8

C o n t e n 飞 o f N H

1 9
.

7 1士 7
.

4 6

2 1
.

5 2士 8
.

5 9

2 0
.

6
.

2士 8
.

( )4

29
.

7 9士 1 1
.

2 0

3】
.

2 1士 1 2
.

4 2

3 0
.

5 () 士 1 1
.

8 1

18
.

7 8士 5
.

64

17
.

3 0士 7
.

0 1

1 8
.

04士 6
.

8 7

2 1
.

6 1士 6
.

9 4

18
.

1 1士 5
.

3 2

19
.

8 6士 6
.

2 1

( 9 5
.

2 0 士 1 0
.

8 8 ) %
,

对照组为 ( 8 8
.

6 7 士 3
.

5 2 )%
,

提高 6
.

54 %
。

窑洞鸡舍通过环境调控
,

冬季比夏季

提高产蛋幅度要明显
。

3

3
.

1

讨论与结论

鸡舍的主要有害气体为 N H
3 、

H
Z
S 及 c 0

2 ,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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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由于条件所限只测定 了 N H
。
和 C( )

:

含量
,

未

测定 H
Z
S 含量

。

但实际上鸡舍内的这 3 种有害气

体都是同时存在的
,

当一种气体含量高时
,

其它两

种气体的含量也会较高
,

就需要增加鸡舍内的通

风换气
。

所以侯加林等研究设计鸡舍有害气体含

量 自动控制装置
,

通过对 H
Z
S 和 C O

:

进行 自动监

测
,

设置 自动换气装置川
,

还有研究 以 N H
。

作为监

测对象
,

用控氨仪将鸡舍的 N H
3

最高浓度设为 15

m g /m
3 ,

当舍内氨气含量超过此值时就 自动开启

风机
,

实施机械 自动排风 厂’ 〕。

陕北窑洞养鸡一般规

模较小
,

采用复杂鸡舍有害气体监测方法不实际
,

用这种简易的有害气体监测方法比较简单
,

费用

也低
。

3
.

2 从窑洞鸡舍环境调控有害气体测定来看
,

有

害气体 N H
,

的含量不论是冬季还是夏季均高于

标准要求 15 m g /m
3

的含量
,

尤其是冬季氨气的含

量 比较高
。

窑洞本身的环境调控有限
,

再加上窑洞

养鸡 的规模较小
,

投资也小
,

所以 解决 N H
3

含量

高的办法就是及时清理粪便
,

减少鸡粪的分解
。

另

外可通过 在 日粮 中添加氨基酸
、

植酸酶 等减少

N H
3

的释放比
,

,

叼
。

还可 以在鸡笼下面撒过磷 酸

钙
、

垫料如干草
、

稻草等
,

降低舍内有害气体的含

量仁, 」。

3
.

3 窑洞鸡舍冬暖夏凉
,

尽管对环境温度调控能

力有限
,

尤其是夏季
。

与理想的鸡舍设计温度调节

要求相差较大
仁6

·

’ 〕 ,

但投资小
,

作为农户小规模养

鸡
,

结合其它相关实用技术的应用
,

在陕北农村仍

是非常好的农民致富的项 目
,

其推广对于陕北生

态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
。

3
.

4 从产蛋性能测定来看
,

窑洞鸡舍保暖效果 比

降温效果要好
,

所以在冬季调控组 比对照组要提

高产蛋 19
.

37 %
,

而且鸡舍冬季保温有有利于提高

饲料利用率
,

降低鸡体御寒的消耗
。

参考文献
:

厂门 邱祥聘
.

家禽学 (第一 版 ) 压M 〕
.

成都
:
四川科学 技术出版

社
,

19 9 3
·

仁2〕 戴四 发
,

张水柱
,

张 军
.

鸡 舍内有害气体 的来源
、

危害及

控制 [ J」
.

安徽技术师范学 院学报
,

20 03
,

1 7 ( l )
: 7~ 9

.

「3」 王恩 珍
,

东彦 新
,

夏春丽
,

等
.

鸡 舍内有害气体及调 控措 施

仁J」
.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版 )
.

2 00 2
,

] 7 ( 1 )
: 4 8

~ 5 1

仁4」 杜方义
,

张国云
.

高鹏程
.

鸡舍有害气体简易检测方法〔J」
.

畜牧兽医杂志
,

2 0 0 1
,

2 0 ( 2 )
: 2 8~ 2 9

·

[ 5〕 杜 方义
.

常海生
.

陕北 窑洞笼养鸡冬夏环境调控增 产效益

研 究仁J〕
.

西北农业学报
,

29 9 9 ,

s (专辑 ) : 2 0 6~ z (28
.

仁6〕 李 如治主编
.

家畜环境 卫生学〔M 」 (第三版 )
.

北 京
:

中国

农业出版社
,

2 0 03
.

〔7〕 赵 洁
.

北京种 鸡场平 养密闭式鸡 舍环境 因素观 测分析

仁J〕
.

农业工程学报
,

29 8 7 ,

( 3 ) : 9 3~ 99
·

〔8〕 侯加林
.

王会明
,

聂宜茂
.

鸡舍内有害气体含量自动控制装

置的研制 [ J〕
,

农业工程学报
,

1 9 9 8
, 14 ( 3 )

:
2 5 1~ 2 5 3

.

〔9 〕 赵丽荣
.

冬春季规模化鸡舍有害气体的控制措施〔J」
.

畜牧

兽医杂志
.

2 0 0 0
,

1 9 ( ] )
:
2 7~ 3 1

.

戒卜城》 吠卜川知 减》 〔碱 ) 戒粼 闷》 二拭 ) 二碱>义冰哎卜减> 碱 ) 减》 K > 阅卜碱》 二哎卜洲 ) 心 <加减》 〔喊 > 二阅》 吠> 拭> < ) 火》 义 ) 戍加川) 减 > 〕<洲减> 尺》 只》 吠> 亡《 》 <》 火》 城> 〔川》 二减) J <洲城加减> 二<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博览园概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科技博览 园是该校为 了发挥地处 中国农耕文明发祥地
、

国家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一一

杨凌的区位优势和半个多世纪沉淀的农业科教资源优势
,

以该校 亚洲最大的昆虫博物馆为基础筹建的我国首家开放式

大学农博园
。

该 园占地 8
.

6 h m
Z ,

总建筑面积 18 。。。 m
, ,

包括昆虫博物馆
、

动物博物馆
、

土壤博物馆
、

植物博物馆
、

农业历史

博物馆 5 个专业博物馆和蝴蝶网室
、

游客中心
、

室外植物展示园以及园林景观等
,

是集教学
、

科研
、

科普为一体的产学研

基地
,

是我国第一个集标本展览
、

园林观赏
、

旅游观光于一体的农业科技博览园
,

是科普教育
、

爱 国主义教育和素质教育

的重要基地
。

农博园采用声光电等高科技展示手段
,

以新颖独特的展示形式
,

丰富的标本 (实物 )资源
,

系统 展示给您一个动物 (昆

虫 )
、

植物
、

土壤的奇趣世界
,

让您在游乐中开阔农业知识视野
;
当您走进农业种质资源 和园林景观相结合的室外展 示区

,

置身蝴蝶网室翩翩起舞的蝴蝶之中
,

让您顿感拥有回归自然的体验
,

使您在游乐之中与自然进行一次亲密接触
。

热忱欢迎您 和您的家人来杨凌
.

来农业科技博览园参观旅游
。

这里是农业科技的天地
,

是青少年农业科普园地
。

地址
:

陕西
.

杨凌部城路 3 号

电话
:
( 0 2 9 ) 8 7 0 8 0 5 5 5 8 7 0 8 0 6 6 6

传真
: ( 0 2 9 ) 8 7 0 5 2 8 5 8

邮编
: 7 1 2 1 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