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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推荐性。

DB43/T 武冈卤铜鹅由两个部分构成：

——第1部分：产品质量要求

——第2部分：武冈铜鹅饲养技术规程

本部分为 DB43/T 第 2 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 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武冈市特色产业开发办公室提出。

本部分由湖南省地理标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武冈市特色产业开发办公室、湖南省食品质量安全技术协会、湖南省食品质量监

督检验研究院、湖南爱华鹅业有限公司、湖南伟业动物营养集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立东、代泳波、唐小兰、达代又、黄欢、邓爱华、曹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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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武冈，素有“铜鹅之乡”的美誉。明代，武冈铜鹅就钦定为朝庭贡品。

距离武冈市区城北 2.5 公里的（原新东乡）现头堂乡境内的同保山上，有春秋越国上

将军范蠡之女隐身的古仙院（又名仙人庵）、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武冈路总管柳不

华屯军的元帅岩、明神宗监察御史曹一夔的读书处。自然景观有伏流洄动、发声如铃、铎、

钟、磬的九音岩和泉涌如溪、深不可测、盘曲石笋莽林之间的没底江。一日，仙人庵内僧

人外出化缘，途遇几只天鹅在野外嬉戏觅食，便将其捕回庵内，驯养于没底江畔，经过数

年和数代的驯服饲养成为家鹅。随着数量的增多，僧人赠给附近农户饲养，群体不断扩大，

形成独具特色的禽类品种，因其喙、蹠、蹼呈橙黄色似黄铜或青铜，鸣叫声宏亮似击打铜

锣，又因其与同宝山有缘，是以称之为铜鹅。

武冈铜鹅在我市具有悠久的养殖历史，据 1876 年由黄维瓒知州创修、潘清（补同知

武冈州知州）主修，邓绎总纂的《武冈州志》刻本卷之二十二《贡赋志》四十一记载:唐

书武冈贡畜禽鸡、鸭、鹅、鸽，兽之属则有虎、獐、鹿、兔、豹、猴、狼、狸、白鼻狸。

在唐朝的史书中就有养殖鹅的记载，鹅已成为武冈地方政府向朝廷进贡的主要畜禽。清光

绪三十三年（公元 1907 年）张德昌编纂《武冈州乡土志》载：鸡、鹅、鸽、鸭可供食品。

自唐朝以来，就形成养殖铜鹅的习俗，至明朝嘉靖年间最为盛行，嘉靖帝对武冈铜鹅肉质

鲜美赞誉有嘉，御赐为“世之名鹅”。1986—1995 年编修的《武冈县志》记载：明代嘉靖

年间，本县农家开始饲养铜鹅。沿袭历朝历代，在一个时期内，武冈民间养鹅成风，随处

可见。因此，上世纪 70 年代被国家外贸部门定为对外出口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国，畅销

港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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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武冈卤铜鹅 第 2 部分：饲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 武冈铜鹅的原料武冈铜鹅饲养的术语和定义、鹅场环境与建设、引种、

饲养管理、卫生与防疫、兽药使用、疫病监测、疫病控制和扑杀、检疫病死鹅处理、粪尿及垫料处理、

档案管理等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 武冈铜鹅的原料武冈铜鹅饲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T 16569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 5030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养兽药使用准则

NY 5032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药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规范》

《兽药质量标准》

《进口兽药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武冈铜鹅特征

武冈铜鹅为武冈本地产纯种武冈铜鹅或武冈铜鹅与莱茵鹅杂交一代。外貌清秀，体态呈椭圆形、喙

长、虹彩黄褐色。颈较细长，稍呈弓形，后躯发达。产蛋期母鹅腹下单褶或双褶，垂皮明显。根据外形

分为黄铜鹅与青铜鹅两大类型：羽毛全白，喙橘黄色，跖、蹼、趾橙黄色，似黄铜，称黄铜型，约占67%；

颈羽、翼羽、尾羽灰褐色，腹下乳白色，喙与眼睑连接处有线状的白环，胫、喙、蹼青灰色，似青铜，

趾黑色，称青铜型，约占33%。

3.2 全进全出制
指同一鹅场一栋或几栋鹅舍饲养同一批次的鹅，同时进场同时出场的管理制度。

3.3 废弃物
在饲养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主要包括垫料、鹅粪（尿）、死鹅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6%E5%86%88%E9%93%9C%E9%B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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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动物疫病
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3.5 净道
运送饲料、人员进出和场内鹅群周转的道路。

3.6 污道
废弃物、商品鹅、蛋及淘汰鹅出场的道路。

4 鹅场环境与建设

4.1 选址
4.1.1 鹅场周围 3 千米内无重大污染源。

4.1.2 地势高燥、背风向阳、地下水位较低。

4.1.3 土质松软、透水性强。

4.1.4 水源充足，水质符合 NY5027 的要求。

4.1.5 饲草资源充足。

4.1.6 鹅场应建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但应离交通要道、村镇、工厂 1km 以上，离一般交通道路 0.5km

以上。

4.1.7 鹅场自然环境清静，有树木荫蔽，应符合 NY/T 388 和 GB 3095 的要求

4.2 鹅舍建筑
4.2.1 建筑应坐北朝南。

4.2.2 建筑形式
采用敞棚式或半开放式，檐高距地平面(2.0～2.5)m。育雏舍应吊顶。

4.2.3 建筑结构
鹅舍可采用砖混结构或轻钢结构，棚舍立柱可采用钢管支柱。每栋鹅舍长度根据养鹅数量而定，两

栋鹅舍间距不少于 15m。

4.2.4 内部设施
4.2.4.1 地基与地面

地基结实，舍内地面高出舍外，防潮、平坦，易于清刷消毒。

4.2.4.2 门窗
大门设在鹅舍的南面中间，东西两头开侧门。育雏舍的南北墙开窗户，南窗宽大，离地 80cm，北

窗小，约为南窗面积的三分之二，离地 90cm。

4.2.4.3 鹅场入口处及每栋鹅舍净道入口端设消毒池，池深(10～15)cm。

4.3 建筑布局
4.3.1 鹅场净道和污道要分开互不交叉。

4.3.2 鹅场周围要有高 2.0m 以上的围墙，或设置防疫沟与外界隔离，并设绿化隔离带。

4.3.3 鹅场应设流动水池，水深(0.8～1)m。

4.3.4 鹅场生产区与生活区、办公区要分开。

4.3.5 雏鹅、成年鹅分开饲养。雏鹅舍应处上风向，成鹅舍处下风向。

4.3.6 鹅场应有防鸟、防鼠设施。

5 引种

5.1 雏鹅应来自省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发证的武冈铜鹅原种场或县级以上畜牧行政主管

部门发证许可生产经营的武冈铜鹅专业孵化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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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种鹅不得携带禽流感、小鹅瘟、雏白痢、禽白血病和败血霉形体病等传染病。

5.3 种母鹅在产蛋前一个月注射禽流感、小鹅瘟、禽霍乱、副粘病毒病等疫苗。

5.4 出壳雏鹅体重在 94g 以上。

5.5 供种方必须提供免疫记录、引种证明、免疫证和检疫合格证，用做种鹅的须提供系谱档案。

6 饲养管理

6.1 饲养员
6.1.1 饲养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传染病患者特别是人畜共患传染病者不得从事养殖工作。

6.1.2 每栋鹅舍的饲养人员要在严格分区的情况下相应固定，不允许饲养人员串换岗。

6.1.3 饲养员应具备适应本岗位的技术水平。

6.2 饲养方式
6.2.1 雏鹅阶段一般采用舍内地面垫料平养或网上平养。

6.2.2 雏鹅冬春季舍内育雏至 28d 脱温，初夏和秋末，7d 后脱温，自然放牧。

6.2.3 放牧应在水草丰盛和水源无污染的地方。

6.2.4 种鹅的公母比例 1:4-5。

6.3 饲养密度
不同阶段饲养密度见表 1。

表 1 不同阶段饲养密度

日 龄 适宜密度(羽/m
2
)

雏鹅（1～28） 15～10

中鹅（29～56） 9～7

大鹅（57～出笼） 6～4

6.4 温度
各阶段的适宜温度见表 2。

表 2 各阶段的适宜温度

日龄 1～2 3～4 5～6 7～8 9～10 11~14 15~21 22~28 29 以上

适宜温

度(℃)
32～30 29 28 27 26 25 22 20 25～15

注：以上温度为育雏舍内温度，1 日龄雏鹅舍内温度要求 32℃，伞下温度 35℃，以后每天下降 0.5℃至脱温。

6.5 湿度
各阶段适宜的相对湿度见表 3。

表 3 各阶段适宜的相对湿度

鹅龄(周龄) 1 2 3 4 以上

适宜湿度(%) 70～65 64～60 59～55 自然湿度

6.6 通风与换气
6.6.1 鹅舍内应尽量保持空气新鲜，空气质量应符合 NY/T 388 的要求。

6.6.2 鹅舍内空气中灰尘控制在 4mg/m
3
以下，微生物数量应控制在 25 万个/m

3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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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饲喂方法
6.7.1 雏鹅出壳后 12h 左右喂水，(24～36)h 开食。水中可添加 5%葡萄糖和禽用多维。

6.7.2 日常饲喂
宜少量多餐，各阶段日常饲喂方法见表 4。表 4 各阶段日常饲喂方法

日 龄 1～3 4～10 11～20 21～30 31～50 51～出售

白天饲喂次数 7～8 5～6 4～5 3～4 以青料放牧为主，补料

为辅。每昼夜喂(5～6)

次

适当补精料。每

昼夜喂(3～4)

次夜间饲喂次数 1～2 1～2 1～2 1

6.8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6.8.1 鹅饲料应符合 NY5037 的规定，各阶段饲料营养要求见表 5

表 5 各阶段饲料营养要求

鹅 龄

(日龄)

营 养 成 分

粗蛋白（%） 钙（%） 有效磷（%）

1～28 20.00 0.82 0.36

29～56 18.00 0.89 0.40

57 以上 16.00 0.85 0.42

育成鹅 13.00 0.85 0.43

种 鹅 15.50 2.24 0.37

6.8.2 饲料添加剂使用应符合 NY5037 的要求。

6.8.3 允许使用的饲料添加剂按附录 A的要求执行。

6.8.4 不能使用过期、霉变、腐败、生虫和被污染的饲料。

6.8.5 饲料应存放在相对干燥、通风、防鼠害房间内的垫板或架上。

6.9 分群与隔离
6.9.1 将育雏室分为若干小间，每小间养鹅(50～60)羽，或分若干网格，每格 10 羽。

6.9.2 发现身体瘦弱、行动迟缓、食欲不振、排粪异常的雏鹅，应立即隔离饲养和治疗。

6.10 垫料管理

垫料（锯木屑、谷壳或切短的稻草等）要求干燥、松软、不霉变、无污染，使用前应熏蒸消毒，厚

度(3～6)cm，并适时更换。

6.11 光照
(1～2)日龄 24h。

(3～7)日龄(23～20)h。

8 日龄后自然光照。

6.12 出笼
出笼前 6h 停喂饲料，但不停水。如需长途运输的，加喂电解质、葡萄糖制剂等，以防应激反应。

7 卫生与防疫

7.1 消毒



5

所用消毒剂应符合 GB 14930.2 的规定。鹅场常用消毒剂及用法按附录 A 的要求执行。

7.1.1 环境消毒
鹅场周围环境每（2～3）周用 2%氢氧化钠（俗称烧碱）溶液喷雾或撒生石灰消毒 1 次，鹅场周围

及场内污水池、排粪坑、下水道出口，每 1 至 2 个月用漂白粉消毒 1 次。

7.1.2 人员消毒
人员进入生产区要经过更衣、换鞋、戴帽和紫外线消毒或喷淋消毒。

7.1.3 鹅舍消毒
转群前将鹅舍彻底清扫干净，用消毒液全面喷洒后关闭门窗，用清水冲洗干净，再开门窗（8～10）

h再进鹅。每批鹅出售后，鹅舍清洗消毒后空舍期不少于 14d。

7.1.4 用具消毒
定期对饮水、喂料设备进行消毒。先用 0.1%新洁尔灭或 0.2%、0.5%过氧乙酸消毒后，在密闭的室

内按 1m
3
空间用 42ml 福尔马林加 21g 高锰酸钾熏蒸消毒 30min 以上。

7.1.5 带鹅消毒
定期进行带鹅喷雾消毒。常用的消毒药有 0.2%、0.5%过氧乙酸、0.1%新洁尔灭、0.1%的次氯酸钠

等。

7.1.6 车辆消毒
进出鹅场的车辆须经过消毒池，并用复合酚等消毒液喷雾消毒。

7.2 免疫
按表 7 免疫程序进行免疫。

表 7 免 疫 程 序

免疫(日龄) 疫 苗 免疫方法

7～15 禽流感 第一次肌肉注射 0.3ml

30 禽流感 第二次强化肌肉注射 0.5ml

50～70 禽霍乱 肌肉注射

母鹅产蛋前 20d 副粘病毒 肌肉注射

母鹅产蛋前 30d 小鹅瘟 肌肉注射

种鹅 禽流感、禽霍乱 每年 2次肌肉注射

８ 兽药使用

兽药使用除符合 NY 5030 的要求外，还应遵守以下要求。

8.1 在兽医指导下使用治疗药和预防药，在使用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a) 治疗药物需凭兽医处方购买，并在兽医指导下使用；

b) 抗球虫药轮换使用。

8.2 屠宰前停止用药，休药期按各类药物的休药期规定执行。

8.3 生产阶段发生疾病时，在兽医指导下使用药物。

8.4 禁止使用未经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药物。

8.5 禁止在饲料中直接长期添加药物。

9 疫病监测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5/93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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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鹅场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法规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疫病监

测方案。

9.2 鹅场常规监测的疫病包括小鹅瘟、禽流感、传染性支气管炎、副粘病毒病等。

9.3 鹅场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疫病监测，并将结果报告当地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10 疫病控制和扑杀

发生疫病或疑似疫病时，兽医人员应及时进行诊断，并尽快报告当地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其配套的法规要求及时采取措施，全场按GB/T16569的要求进行处置。

11 检疫

鹅出售前应进行产地检疫，检疫合格的方可出售。

12 病、死鹅处理

12.1 传染病致死及因病扑杀的鹅按规定进行处置。

12.2 不得出售病、死鹅及其产品。

12.3 有救治价值的病鹅应隔离治疗、饲养。

13 粪（尿）及垫料处理

13.1 堆积生物热处理法
从鹅舍清理出的鹅粪堆积，用泥浆封闭发酵，夏秋季（10～20）d，冬春季（50～60）d。

13.2 鹅粪干燥处理法
将鹅粪在 35℃以上自然干燥。

14 档案管理

14.1 要建立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档案记录要求准确、可靠、完整，保存期 2 年以上，种鹅档案长期

保存。

14.2 常见档案包括生产档案(见附录 B)、免疫档案(见附录 C)、检疫和疫病防治档案(见附录 D)、种

鹅系谱档案(见图 1)

图 1 种鹅系谱
14.3 种鹅管理档案见附录 E。

母

母

父

父

母

父

父

母

父

母

父

母

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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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鹅场常用消毒剂及用法

鹅场常用消毒剂及用法如表 A.1 所示。

表 A.1 鹅场常用消毒剂及用法
药 名 作 用 用 法 浓 度 注意事项

复合酚（菌毒敌、

毒菌净、农乐、

畜禽乐）

对各种致病性细菌、霉

菌、病毒、寄生虫卵均

能杀灭。

常用于喷洒、清刷鹅舍地面、

墙壁、笼具、饲饮用具等。
(0.3~ 1)%溶液。

忌与碱性物质和其它

消毒药合用，不用于

带鹅消毒。

农福（农富） 同上

适于鹅舍地面、墙壁、屋顶、

器具的喷雾、喷洒或浸泡清

洗消毒。

(1~3)%溶液。 同上。

过氧乙酸

能杀灭细菌繁殖体、芽

孢、真菌和病毒，是高

效、速效、广谱消毒剂。

1) 饮水消毒；

2) 浸泡消毒；

3) 带鹅喷雾消毒；

4) 喷洒鹅舍地面

墙壁；

5) 空气熏蒸消毒。

1) 0.1%溶液；

2) (0.04~0.2)%；

3) 0.3%；

4) 0.5%；

5) (4~5)%。

不宜用于金属物品，

熏蒸消毒室内温度在

15℃以上，湿度

(60~80%)为好。

生石灰

（氯化钙）

对多数繁殖体有杀灭

作用。但对细菌芽孢和

某些细菌（如结核杆

菌）效果较差。

常用于粉刷墙壁、屋楔、地

面、生产区门口和病鹅、粪

便排泄物消毒。

(10~20)%乳剂。
应现配现用，不宜久

置。

烧碱（氢氧化钠、

苛性钠）

对细菌繁殖体、芽孢和

病毒均有较大杀灭力。

用于冲洗地面、饮水器等，

适于鹅场大面积消毒或对污

染鹅场突击性消毒。

(1~3)%乳剂。

浓度高时腐蚀性强，

铁沾渍皮肤衣物及金

属器材，不能用于带

鹅消毒。

漂白粉

（氯石灰）

能杀灭各种细菌繁殖

体、芽孢、真菌和病毒，

还能消除腐败臭味。

用于喷洒地面、墙壁、浸泡

清洗器具及饮水消毒。

(5~10)%乳剂、

(1~3)%溶液、

（6~10）g/m
3
水。

在碱性环境消毒力

弱，勿用于衣物及金

属物品，宜现配现用。

福尔马林(40%甲

醛溶液)

能杀灭细菌繁殖体、芽

孢、真菌和病毒。

浸泡器械、器具、熏蒸消毒、

喷洒消毒。
2%、（3~5）%。 不能用于带鹅消毒。

高锰酸钾

（灰锰氧）
具有抗菌除臭作用。

熏蒸消毒、饮水消毒、浸泡、

洗刷用具。

与甲醛配合、

0.1%溶液、

(2~5)%。

高浓度有腐蚀作用，

遇氨水、甘油、酒精

易失效。

聚乙烯酮碘
对细菌、病毒均有杀灭

作用。

喷洒地面、墙壁，浸泡、清

洗用具、局部皮肤消毒。

0.5%溶液、

0.75%溶液。

威力碘（络合碘

溶液）

对各种细菌繁殖体、芽

孢和病毒均有效。

带鹅喷雾消毒、饮水消毒、

浸泡种蛋、清洗器具、孵化

器。

1:40~200、

1:200~400、

1:200、

1:100。

抗毒威（含氯广

潜消毒剂）

对多数细菌和病毒均

有杀灭作用。

喷洒浸泡消毒、拌料消毒、

饮水消毒。

1:400、

1:1000、

1:5000。

在接种疫苗菌苗前后

两天不宜拌料和饮

水。

新洁尔灭（溴苯

烷铵、苯扎溴铵）

能杀灭多种细菌，有去

污作用。但对病毒、霉

菌及真菌芽孢作用弱。

浸泡器具、清洗饲养人员手

臂、喷洒、

喷雾。

0.1%、(0.1~2)%溶

液。

不宜与肥皂、碘化钾

等混用，消毒金属器

械需加防锈剂。

雅好生（新型广

谱消毒剂）

对病毒、细菌均有杀灭

作用。

鹅舍地面、墙壁、饲饮器具

喷洒或浸泡消毒。
(12.5~25)ml/L。

百毒杀
对多种细菌、病毒、真

菌均有杀灭作用。

饮水消毒、带鹅消毒、笼、

器具消毒。

(150~500)mg/L、

(150~250)mg/L、

(25~100)mg/L。

正常时用低限，传染

病发生时用高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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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鹅生产档案

鹅生产档案如表 B 所示。

表 B.1 鹅生产档案

接雏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来源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入舍鹅数___________________羽、

栋号__________、周龄________、日期______月______日 — ______月______日，本周入舍数________羽。

日期

日存

笼数

(羽)

死亡

鹅数

(羽)

淘汰

鹅数

(羽)

死淘总

数

(羽)

死淘

率

(%)

耗料

(kg)

羽日

耗料

(g)

室温

(℃)

光照

(h)

周末

体重

(g)

小计

登记人： 登记日期：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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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鹅免疫档案

鹅免疫档案如表 C 所示。

表 C 鹅免疫档案

接雏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 来 源_______________ 入舍鹅数______________羽

时间

(月/

日)

栋

号

日

龄

疫苗

名称

规

格

生产

厂家

产品

批号

生产

时间

(月/

日)

进货

来源

进货

时间

(月/日)

用量

(mg·ml)

使用

方法

小计

登记人： 登记日期：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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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鹅检疫和疫病防治档案

鹅检疫和疫病防治档案如表 D 所示。

表 D 鹅检疫和疫病防治档案
接雏日期_______________ 来 源____________ 入舍鹅数__________

羽

检

疫

时

间

(月/日)

检

疫

项

目

检

疫

方

法

检

疫

结

果

发

病

时

间

(月/

日)

症

状

预防或治

疗用药经

过

药物使用

方法及剂

量

(mg·ml)

治

疗

时

间

(月/日)

疗

程

所用药物

的商品名

称及主要

成份

治

疗

效

果

登记人： 登记日期：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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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家系资料统计表

家系资料统计表如表 E.1 所示。

表 E.1 家系资料统计表

间号______________ 公鹅号_______________ 出壳日期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母号

子代平均体重(g)
育成

率

(%)

女儿

数

达

50%

产蛋

率日

龄

入舍母鹅

平均产蛋量

(kg)

平均蛋重

（g）
产蛋

期死亡

率

(%)

蛋壳

颜色日 龄 日 龄 日 龄

300 500 300 500

注：日龄指记载 300、500 龄两个时限生产性能。下同。

登记人： 登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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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所示的是公鹅卡片。

表 E.2 公鹅卡片

脚号_____________ 父号_________ 体重________ 受精率____________ 孵出日期__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

翅号_____________ 母号_________ 体重________ 产蛋率______蛋重_________ 受精率_________ 除籍原因及日期_____________

体 重 (kg) 体 尺 (cm) 精 液 品 质 半同胞生产性能 全同胞生产性能

300

日龄

500

日龄
体长 胸深 胸宽

胸

骨

长

胫长 密度 活力 颜色

采精

量

(ml)

开 产 日 龄 开 产 日 龄

日龄

(d)

体重

(kg)

蛋重

(g)

体重

(kg)

蛋重

(g)

蛋量

(枚)

日龄

(d)

体重

(kg)

蛋重

(g)

体重

(kg)

蛋重

(g)

蛋量

(枚)

表 E.３所示的是繁殖与后裔成绩。

表 E.3 繁殖与后裔成绩

与配母鹅平均性能 孵 化 成 绩 生 产 性 能

羽

数

开产

日龄

(d)

日 龄

入孵

蛋数

(枚)

受精

率

(%)

受精

蛋孵

化率

(%)

入孵

蛋孵

化率

(%)

生 活 力 开 产 日 龄 评比结果

体

重

(kg)

蛋

重

(g)

产

蛋

量

(枚)

育雏

数

(羽)

140 日龄 入舍

母鹅

数

(羽)

500 日龄
日

龄

(d)

体

重

(kg)

蛋

重

(g)

体

重

(kg)

蛋

重

(g)

蛋

量

(枚)

300

日龄

500

日龄

成活

数

(羽)

育成

率

(率)

成活

数

(羽)

育成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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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4 所示的是母鹅卡片。

表 E.4 母鹅卡片

脚号_____________ 父号_________ 孵出日期___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日

翅号_____________ 母号_________ 除籍原因及日期_____________

开产日龄 300 日龄 500 日龄 停产日龄

蛋量

(枚)

蛋重

（g）

体重

(kg)

蛋量

(枚)

蛋重

(g)

体重

(kg)

蛋量

(枚)

蛋重

(g)

体重

(kg)

蛋量

(枚)

蛋重

(g)

体重

(kg)

表 E.5 所示的是孵化及后裔成绩。

表 E.5 孵化及后裔成绩

与配

公鹅

号

本身孵化成绩 后代生活力 女儿开产 女儿 日龄

入孵蛋

数

（枚）

受精率

（%）

孵化率（%）
育雏

数

(羽)

140 日龄

测定鹅数

（羽）

140 日龄~500 日龄

日龄

(d)

体重

(kg)

蛋重

(%)

蛋量

(枚)

蛋重

(g)

体重

(kg

)
受精蛋

（枚）

出雏数

（羽）

孵化率

（%）

成活数

（羽）

成活率

（%）

存活数

（羽）

存活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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