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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农业标准化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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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白鸽质量安全生产

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白鸽生产过程中术语和定义、场址选

择与布局、鸽舍建设、设施设备、引种、饲养管理、种鸽饲养、乳鸽饲养、童鸽饲养、青年鸽饲养、产

鸽饲养、成鸽饲养、人工孵化、投入品使用、疫病防控、出栏、运输、废弃物处理及无害化处理、档案

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白鸽质量安全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6548 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

GB 16549 畜禽产地检疫规范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NY/T 769 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技术规程

NY 5027 无公害食品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兽药使用准则

NY 5032 无公害食品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 5035 无公害食品 肉鸡饲养兽药使用准则

NY/T 5339 无公害农产品畜禽防疫准则

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兽药停药期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78号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亲鸽 Brood pigeon

配对后正处于生蛋、孵蛋、哺乳等阶段的公鸽和母鸽。

3.2

保姆鸽 Nanny pigeon

代替其它亲鸽进行孵化或哺乳的亲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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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乳鸽 Squab

出壳到离巢出售或约一月龄内的雏鸽。

3.4

童鸽 Child pigeon

留为种用的乳鸽在性成熟配对前，即(1~2)月龄时，称为童鸽。

3.5

青年鸽 Young pigeon

从童鸽至 6 月龄阶段的鸽子。

3.6

保健砂 Health sand

能提供钙、磷等常量元素和帮助消化、健胃的颗粒状矿物质饲料。

3.7

肉用乳鸽 Meat pigeon

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靠亲鸽的鸽乳喂至 25~28 日龄断乳，体重大于 0.5 kg 的雏鸽。

3.8

并窝 Parallel nest

在雏鸽会站之前，将单只或同窝大小差异太大的雏鸽，按大小相近原则并成两个一窝。

3.9

种鸽 Breeding pigeon

25周龄至淘汰的鸽。

3.10

净道 Non-pollution road

肉鸽周转、运送饲料、饲养员进出的通道。

3.11

污道 Dirt road

鸽粪、污水、病死鸽、过期兽药、残余疫苗、疫苗瓶和废弃饲料等废弃物品出场的通道。

3.12

原粒饲料 Protogranule feed

作为饲料使用的原粒谷类或豆类籽实。

3.13

垫料 Padding

用于垫鸽窝供产鸽孵化和育雏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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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配合饲料 Compound feed

根据鸽子生长发育的特点及营养的需求，将玉米、豌豆等原粮饲料按一定的比例配制加工的颗粒饲

料。

4 场址选择与布局

4.1 选址

鸽场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符合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周围3 km内无大

型化工厂、矿厂，距离交通主干道、城市、村镇、居民点及其他畜牧场应至少1 km以上。以下地段不应

建场：城镇禁养区、生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城市和城镇

居民区、文教科研区、医疗区等人口集中地区，环境污染严重区以及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规定需特殊

保护的其他区域内修建禽舍。鸽场的建设应符合当地土地使用规划，建在地势较高、干燥、平坦，阳光

充足、通风良好、排水方便、通水通电、交通较便利、隔离条件好、便于防疫的区域。鸽场应按照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4.2 布局

鸽场应分为生活区、办公区、生产区、有害物质暂存区。各区应相对独立，且有明确界限标识。生

产区设在管理区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无害化处理区应设在生产区、管理区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距

离生产区50 m以上，配置足够的病死鸽暂存设施设备,以便于集中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区应在鸽场

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下水处，不对其他区域构成污染威胁或不利影响，应建有粪污储存、处理设施，病

死鸽无害化处理设施等，并有单独通道将粪污或其处理物运出场区。生活区和办公区位于生产区的上风

向。养殖区域应位于污水、粪便和病、死禽处理区域的上风向。同时，生产区内污道与净道分离，不相

交叉。

4.3 生产区

4.3.1 生产区应按照防疫要求将饲料间、孵化室、乳鸽舍、青年鸽舍、种鸽舍从上风向到下风向排列，

生产区应位于生活区和办公区的下风向。建有消毒设施、更衣室、兽医室、引种隔离舍、病鸽隔离舍、

净道和污道、饲料库、蛋库等设施设备。其中，更衣室应设置在生产区入口处，净道和污道应相互分离、

互不交叉，消毒设施设备建设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鸽场和生产区的入口处应设置供机动车辆通行的消毒池，消毒池长6 m以上，深20 cm ~ 30 cm，

与门同宽；

b)人行通道入口处应设置消毒洗靴池和洗手盆，消毒池长3 m以上，深5 cm ~10 cm，上方应配置适

宜的紫外灯、喷雾等消毒设备；

c)各栋鸽舍入口应设置消毒洗靴池和消毒垫，鸽舍旁应设置用具消毒池；

d)消毒液可选用2%~5%漂白粉澄清溶液或2%~4%氢氧化钠溶液等，并应经常添加或更换。

4.3.2 场区周围应设防疫隔离带，不同功能区域相对隔离。鸽场内外、场内生产区与其他区之间、生

产区内各生产分区之间，均应设隔离带和隔离物。鸽场内不应饲养鸡、鸭等其他禽类。应建有独立的引

种隔离鸽舍；鸽场内不应饲养其它禽类。

5 鸽舍建设

5.1 鸽舍

5.1.1 鸽舍建设宜坐北朝南，在保证充足光线的条件下，鸽舍布局采用全开放式或半开放式，檐口离

地高度不少于2.8 m，挡水墙高度不少于36 cm。鸽舍一般采用自然光照，光照不足或其它特定情况下应

采用应急灯补充。鸽舍内应备有应急灯。鸽舍两边设置大于0.6%坡度的排水沟，不同鸽舍之间的距离

应2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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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鸽舍建筑材料和设备应选用通用性强高效低耗，便于清洗消毒、耐磨损、耐腐蚀的材料，墙壁

和房顶应坚固、防水、防火、防风、隔热，墙表面应光滑平整，墙面耐磨，耐冲刷，不含有毒有害物质。

鸽舍内地面、垫料应保持干燥、清洁，地面应硬化并呈一定倾斜，满足排水的需求，便于清洗和消毒，

地面和墙壁材料符合要求，易于打扫。鸽舍应有适宜的保温及防暑降温设施。

5.1.3 保证生长适宜温度，适宜温度为15~30°C，气温低于10°C应采取保温措施，气温高于35°C应通

风降温，相对湿度宜在40%~75%。鸽舍应具备良好的排水、通风换气、防蛇、防猫、防鼠、防蚊、防

蝇和防鸟等设施及相应的清洗消毒设施和设备。孵化室必须与饲料区、生活区分离，大门口设消毒池，

孵化室设更衣室、洗手盆和紫外线灯。孵化室分为鸽蛋接收处理区、孵化机区、出雏机区、出雏区、储

藏区等功能区。

5.1.4 标准化鸽舍内部结构鸽舍内部分为四条过道宽度为1.3 m ~ 1.5 m，6列三层鸽笼两两背对摆放(
中间间距20cm作自动喂料机轨道)。青年鸽舍的搭建应适合散养，采用网上平养，青年鸽舍可分隔成不

同的单元，放置栖架，不设鸽笼。舍外设运动场，四周用铁丝网或尼龙线网围住。

5.2 鸽笼

鸽笼宜选用叠层式组合笼、立体两层或多层重叠式和阶梯式、三层式，12个鸽笼为一组，食槽、饮

水设备及保健砂杯应挂在每层鸽笼前方，其底部与每层笼的底网对齐。在市场购买标准鸽笼，也可自行

制作，方法是：笼具框架是由0.04m见方的长木条组成，高1.8m、长2m、宽0.6m，上下分3层，左右每层4
格，共12格单笼，单笼大小为0.45×0.50×0.60m，底网网孔直径以便于漏粪和不伤脚为宜。每格内养一对

种鸽，格下设一活动抽板，用于清理鸽粪,正面留有一个0.20×0.20m的小门。笼的一角设置巢盘，内放

清洁干燥垫物，以供种鸽产蛋、孵化。

6 设施设备

6.1 整体配置

密闭式鸽舍内应设置控制环境温度、通风、光照的设施，并设置鸽舍内发生断电、高温等意外情况

的报警装置。鸽舍内应设有运动场、洗澡池或洗澡盆，运动场和洗澡池的大小根据饲养密度来确定。孵

化室根据鸽蛋孵化量选择合适容量的孵化机和出雏机，孵化机和出雏机要求控温精度高、稳定性好、便

于操作管理。

6.2 饲糟

可选用传统式、自控式、储存式食槽。食槽制作应以方便采食、不浪费为原则，选用符合相应产品

质量要求的材质，制成高度为7cm~8cm的长方形。有条件的地方可选用自动食槽。每1对~2对产鸽应至

少配置1个食槽，保证每只产鸽有3cm~4cm的采食位置。

6.3 饮水系统

饮水设备宜选用自动饮水杯和乳头饮水器，饮水器供群养、平养时用，每群鸽至少有2个饮水器、

每对产鸽一个杯的量进行配置。饮水杯深6~7cm，杯口直径为8~9cm，饮水杯应选用符合相应产品质量

要求的材质制成。

6.4 保健砂杯

按饲养规模配置相应的保健砂杯，保健砂杯不应用金属制品，可选用塑料、陶瓷、竹木等符合相应

产品质量要求的材料制成，深 6~7cm，其容量以能装 10g~30g保健砂为宜。每对种鸽设有一个保健砂

杯，群养的每群设有不少于 5个保健砂杯，每对产鸽配置 1个。保健砂杯每周应至少清洗 1次。

6.5 巢盆

巢盆可选用塑料筛盆，也可用稻草扎制。巢垫可用干燥的稻草、麻袋片等制成。巢盆上缘为圆形或

方形，边长或直径为 22cm~26cm，深度为 6cm~10cm，设置位置距单笼底网 20~25cm高，巢底为凹球

形，需铺放柔软的窝垫，便于种鸽产蛋和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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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挡粪板

挡粪板可用金属、木质或塑料制成，按安装后长度、宽度均大于巢盆直径5cm的规格制作。挡粪板

应倾斜或平放于巢盆之上，其上沿与巢盆的垂直距离应至少为20cm，确保挡粪板完全遮挡巢盆且粪便能

自动滑落。有条件的地方可使用自动处理设施。

7 引种

7.1 应从持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品种及代次符合该场生产经营许可范围的种鸽场引进种鸽。

7.2 引进种鸽应符合品种标准，不携带有垂直传播的疾病。引进种鸽应检疫合格，符合NY/T 5339的要

求。

7.3 肉鸽要选择体形大、繁殖力强、生长速度快、遗传性能稳定的品种，如王鸽、卡奴鸽等。种鸽品

种应高产、优质、抗逆(抗热、抗寒、抗应激)、高效，并符合市场对肉鸽外观和品质的要求。引种应按

公母比例1:1配对，引种宜引进已经配对并有一年及以上生产经验的种鸽。引进的种鸽年产乳鸽数应不

低于6对，以8对~10对为宜。

7.4 运输种鸽的车辆、船舶、机舱以及饲养用具等装货前应清洗和消毒，并经当地畜禽检疫部门检查

合格，签发运输检疫证明。种鸽运抵场后，应在隔离区观察30d，经兽医检疫确认健康合格，并进行免

疫接种和驱虫后方可作为繁殖使用。同栋鸽舍的所有种鸽应来源于同场同批次。鸽场应具备追溯程序，

宜佩戴脚环，能追溯到种鸽出生、孵化的鸽场。

8 饲养管理

8.1 饲养原则

饲养应采用“全进全出”的生产工艺，各阶段鸽的日龄及饲喂要求参见表1。
表1 各阶段鸽的日龄及饲喂要求

阶段 日龄（d） 喂料次数 平均饲喂量（g）

初生乳鸽 1~10 4~5 2
乳鸽 11~30 7~8 3~5
童鸽 31~60 4 8~9
青年鸽 61~180 2 20
种鸽 181~ 7~8 6.5~7.4

8.2 饲养方式

饲养方式有笼养和平养两种，种鸽以笼养为主，每对种鸽一个笼。青年鸽、童鸽以网上平养为主。

平养要按大小、强弱进行分群饲养。

8.3 饲养条件

8.3.1 饮用水

采用自由饮水，经常清洗和消毒饮水设备，全天不间断供给清洁饮水，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饮水

水质条件符合 NY 5027要求，饮水杯（管）应每天清洁一次，消毒剂应使用卤素类和表面活性剂类消

毒剂。为预防乳鸽疾病，可在水里加入预防药。

8.3.2 空气

鸽舍内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含量应符合NY/T 388的要求。空气中灰尘控制在4mg/m3以下，微生物

数量应控制在2.1×106/m3以下。

8.3.3 光照

应根据不同饲养阶段和饲养方式制订科学的光照计划并实施。光照时间的增减应逐渐进行，每次最

多不应超过1h，光照强度也应渐明或渐暗，开关灯时应渐明或渐暗。保持每天16h光照，自然光照不足

部分用人工光照补充，方法为每20m2设25W白炽灯一盏。种鸽应依据不同生理阶段调节光照时间。1d~3d
雏鸽宜采用24h光照。育雏和育成期的种鸽。应根据日照长短制定恒定的光照时间，产蛋期的光照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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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h~17h，不得缩短光照时间，童鸽舍、青年鸽舍采用自然光照。

8.3.4 温度

鸽舍适宜的温度为15℃~30℃，种鸽舍最低温度不低于10℃，相对湿度为40%~75%，温度高于30℃
或低于15℃时，应做好防暑降温或御寒保暖工作，鸽舍应防止潮湿天气对乳鸽生长的影响。

8.3.5 湿度

鸽舍的湿度以55%~60%为宜，鸽舍内地面、垫料应保持干燥、清洁。

8.4 饲喂方法

饲喂应坚持定时、定量、少给勤添的原则，根据肉鸽不同生长阶段确定日饲喂次数和饲喂量。饲料

应每天上、下午各饲喂一次，每天供料前应清除食槽中剩料及污物。每天饲喂量为70g~80g。

8.5 出入管理

鸽场应严格出入管理。应在场区大门口醒目位置设置“防疫重地，谢绝参观”警示牌。来访人员、

车辆不得进入生产区，进入生产区的人员和车辆应全面消毒后方可进入，生产区工作人员不经批准不得

离开生产区。猫、狗或其他宠物不准带入鸽舍。鸽场不准饲养或接触鸡、鸭及其他禽类和鸟类。职工食

堂不准外购家禽产品。

8.6 其他

青年鸽进行公母配对时严禁近亲配对。应对鸽群和生产设施定期巡视、检查，日常仔细观察鸽群的

毛色、神态、粪便形状和颜色、采食量和饮水量的变化，以便及时发现、隔离病鸽、死鸽或受伤的鸽子。

9 种鸽饲养

9.1 营养要求

种鸽的营养需要参见表2。
表2 种鸽的营养要求

阶段 代谢能（kJ/kg） 粗蛋白（%） 脂肪（%） 粗纤维（%） 钙（%） 总磷（%）

产蛋和哺乳期 12.3 20 3.5 2 2 0.8
非哺乳期 11.8 18 2 2 2 0.8

9.2 日常观察

观察种鸽的活动、采食、饮水等情况，发现配对不当的新配对种鸽应及时重配。记录每对种鸽产蛋

时间、数量、孵化时间、照蛋次数、结果、出雏时间、数量、雏鸽初生体重、哺乳情况，记录种鸽饲料

消耗量、断乳时间、断乳体重等。

9.3 配对

5月龄~6月龄，种鸽达到体成熟，开始自然或人工配对。自然配对时，种鸽笼内放置两对以上种鸽，

自由选择配对，配对成功后的种鸽，按对进行单笼饲养。人工配对时，人为选择一对种鸽放入单笼内饲

养。

9.4 产蛋

配对成功的种鸽，一般在10d后下蛋。

9.5 孵化

在孵化4d~5d后，进行照蛋，剔除非受精蛋，把同日龄的单枚受精蛋进行并窝。有条件的可进行人

工孵化。

9.6 产蛋孵化期饲养

产蛋前应安装巢盆和铺好垫料。垫料以便于更换、清洁消毒和舒适为宜保持良好的环境，避免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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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射和其它干扰，冬季应注意防寒保暖每天保持不少于16h光照，光照强度为(10~15)Lux，灯泡和灯罩

应每周擦拭一次，及时更换损坏的灯泡。在种鸽孵蛋过程中应定期照蛋，及时清理无精蛋、死精蛋，仅

剩一只受精蛋，应与孵化日龄相近的蛋进行并窝孵化。孵化出雏过程中，注意及时助产，让雏鸽破壳。

9.7 哺乳期饲养

出雏前及时清洁消毒巢盆和更换垫料。确保饲料和保健砂供应，保证充足饮水。适时并窝以提高种

鸽繁殖力。乳鸽孵出后12d之内，一窝仅孵出一只乳鸽或因中途死亡而仅剩一只乳鸽，可合并到日龄相

同或相近的其它单雏或双雏窝里。采用人工哺乳的方法，可提前断乳。对哺乳种鸽喂3~4次/天。饲喂时

间是上午8时开始，共4次，每次间隔3小时。哺乳种鸽投食方法主要用投满食法，即把每次要投的饲料

一次加足，并适当留食。

9.8 换羽期饲养

换羽期的种鸽按非哺乳期的营养需要定时定量饲喂并减少光照时间。非哺乳期的营养需要参见表

2。采用人工强制换羽。换羽期内仍孵蛋或哺乳的种鸽，照常供水喂料。在换羽期间，根据生产原始记

录，全面检查种鸽的生产情况，及时调整、淘汰和充实种鸽群。鸽群换羽完毕，逐步恢复原来的营养水

平及时增加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并增加光照，每天不少于 16h。

10 乳鸽饲养

10.1 初生乳鸽

及时喂鸽乳。人工哺乳时，舍内要保持(26~30)℃的温度。乳鸽在进入育雏室前，育雏室应提前24h
加热升温。乳鸽适宜温湿度参见表3。

表3 乳鸽适宜温湿度

日龄 热源边缘温度（℃） 乳鸽舍内温度（℃） 乳鸽舍内湿度（%）

1~3 35 30~29 70~75

4~5 34 30~29 70~75

6~7 33 28~26 70~75

8~9 32 28~26 65

10~11 31 26~25 65

12~13 30 25~24 65

14~15 29 25~24 65

16~17 28 24~22 55~60

18~20 27 24~22 55~60

21~23 26 22 55~60

24~26 25 22 55~60

27~30 23 22 55~60

10.2 乳鸽阶段

应保持(18~24)h光照。乳鸽适宜的光照时间和强度参见表4。
表4 乳鸽适宜的光照时间和强度

日龄 光照时间（h） 光照强度（Lux）

1~2 连续光照：24 20

3~10 黑暗：1~3；光照：21~23 10~15

≥11 黑暗：1；光照：3，循环进行 5

10.3 不同日龄的乳鸽管理

宜符合表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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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乳鸽饲养管理

日龄 乳鸽饲养管理

1d~7d
提高亲鸽日粮中蛋白质饲料的含量，注意巢穴清洁、卫生，应根据种鸽母性、乳鸽的体重大小

进行调并

8d~10d 预防乳鸽消化不良、嗉囊炎

10d~20d 加强亲鸽日粮营养水平，也可在15日龄羽毛基本长齐时，提早离巢饲养

12d~14d
在巢盆下方放入巢垫，及时将乳鸽捉离巢盆放在巢垫上，将巢盆让给产鸽，冬天温度低于10℃时可

在乳鸽生长到15天龄后再离巢

20d~30d 及时提离亲鸽，促使乳鸽独立生活，供给较细、质量较好的饲料

30d左右

10.4 肉用乳鸽

10.4.1 1-7日龄

出壳时注意防冻和被种鸽踏伤。及时调教种鸽哺喂雏鸽，调教两只雏鸽同步生长，难以调教的，及

时找同时期保姆鸽寄养。3日龄后，供给亲鸽的饲料量要充足，营养要丰富。每天应及时更换垫布和垫

草。每天应及时更换垫布和垫草。6~7日龄会站立以前则需把鸽仔调定放上档板，下次免调。

10.4.2 8-14日龄

亲鸽开始哺喂颗粒饲料时，对少数不能适应的雏鸽应及时补喂酵母片等健胃药，帮助消化。

10.4.3 15-21日龄

按热天早落、冷天迟落的原则及时落巢盘。对少数亲鸽无心喂养的雏鸽，应进行人工灌喂。

10.4.4 22-28日龄

亲鸽饲料中增加蛋白质饲料供应。配合亲鸽培养雏鸽独立生活能力。饲料中应增加蛋白质饲料的供

应。体重达到500g以上，及时出售。

10.5 注意事项

10.5.1 当同窝乳鸽大小悬殊时，按大小及日龄相近的办法与其它窝的乳鸽进行调整，使同窝中的乳鸽

大小相近。

10.5.2 亲鸽哺乳的两只乳鸽中出现个体差异时，应用人工方法让个体小的乳鸽先哺乳。人工哺喂的适

宜日龄以12日龄后为宜,人工哺喂时应及时擦干沾污的鸽体，更换垫料。

10.5.3 应及时做好调教亲鸽给乳鸽哺乳糜、调换乳鸽位置以及调并单只乳鸽工作。

11 童鸽饲养

11.1 从育雏室转到童鸽舍时，注意保温和防贼风。夏天洗澡每周2次，冬天每周1次，每次洗澡后，应

及时撤走澡盆。留种用的童鸽要套上编有号码的脚环，建立档案，做好记录，包括亲本编号及其生产性

能、出壳日期和出壳体重等。

11.2 童鸽刚离开种鸽时，先放入空余的种鸽笼中，每个单笼最多放4只。选用颗粒小，营养丰富易消

化的配比饲料以及新鲜的保健砂。初期饲料要浸泡12~24小时再投喂，喂料时要定时、定质、定量，每

天喂2次，每只每天进食量为35克左右。童鸽50日龄后在换羽期，应提高保健砂中的含硫氨基酸比例，

适当增加蛋白质饲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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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乳鸽离亲后，根据留种要求进行初选。符合品种特征、生长发育良好、无缺陷、体重达到500g
的乳鸽，应做好登记，转到童鸽舍饲养，有条件的可戴脚环。初选后的童鸽应分群饲养，每群不超过100
只。饲喂前，应将颗粒大的饲料进行粉碎、软化，饲喂的保健砂应保证微量元素全面，及时调教饮水。

11.4 将20~30对为一群的童鸽在育种床上饲养10~15天后，再按50对左右为一群转在网上平养，饲养密

度以3对/m2为宜。日常管理坚持“三看三查”，看精神状态、看食欲、看粪便，查有无吃到饲料、查是

否过于拥挤、查是否受冻受伤。淘汰那些不合格的童鸽，做好日常记录。

12 青年鸽饲养

12.1 饲养管理

青年鸽饲养宜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青年鸽饲养管理

日龄 青年鸽饲养管理

41d~50d 适当增加蛋白质饲料量

60d 选优去劣，登记并转入繁殖舍

90d 开始童鸽性别鉴别，并按公母鸽分群饲养

90d~120d
开始换羽时应限饲，适当降低能量水平，每天改喂2次。粗蛋白含量和日喂量应根据体况

及时增减，保健砂供应充足。

61d~120d 适当增加日粮中能量饲料。换羽期间应提高饲料质量，同时增加日粮中的能量饲料与蛋白质饲料的供给

121d~150d
青年鸽需雌雄分群饲养，避免早配早产，营养要求减少能量饲料，增加蛋白质饲料，在保健砂适当添加

微量元素

＞150d
作为后备种鸽进行饲养，提高日粮粗蛋白水平，增加日喂量，保证成熟一致，为配对做好

准备。每天保持不少于12h光照。

151d~180d 青年鸽体重达到650g~750g的，可进行配对，对不达要求的青年鸽进行淘汰

12.4 注意事项

12.4.1 准确鉴别雌雄、年龄，公母分开饲养，网上平养时，青年鸽舍饲养密度为4~5对/m2。应尽量采

取措施保证青年鸽足够的运动量，以增强体质。

12.4.2 同一群体内的青年鸽日龄相差应小于7d，青年鸽每15d在沙浴或水浴中，放入体外杀虫药，以

预防体外寄生虫病。

12.4.3 初期饲料要浸泡12~24小时再投喂，喂料时要定时、定质、定量，每天喂2次，每只每天进食量

为35克左右。公、母鸽分群饲养，每群200只左右。

12.4.4 日常管理坚持“三看三查”，通过看精神状态、看食欲、看粪便，查有无吃到饲料饮水、查是否

过于拥挤、查是否受冻受伤，淘汰不合格的青年鸽，并做好日常记录。

12.4.5 对青年鸽进行复选，淘汰不符合种用标准的个体后，对符合种鸽要求的个体分别编号调入生产

种鸽舍待配。备好洗浴设施。

12.4.6 夏天注意通风和防蚊，冬天注意保温。定期驱虫。肉鸽出售前4h~8h应停喂饲料，但保证自由

饮水。

13 产鸽饲养

13.1 孵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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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安静的环境，及时更换因鸽粪污染或潮湿的垫料，保持舍内温度在10°C以上。每天检查产鸽

的产蛋情况及所产的蛋是否正常。在孵化期的第5d~第6d和第10d~12d时进行照蛋，分别检查鸽蛋的受

精与鸽胚胎发育情况，及时剔除破损蛋、无精蛋和死胚蛋，并及时进行并窝，将日期相差不超过一天的

受精蛋并在一起，每窝不超过3枚蛋。有条件的地方可进行人工孵化，人工孵化期间应放置假蛋在巢盆

中。

13.2 育雏期

13.2.1 人工助产

鸽蛋孵化至第17d~18d时，若出现破壳困难的情况，应予以人工辅助雏鸽出壳。辅助出壳过程中若

发现血水时应立即停止操作，将鸽蛋放回原处孵化。

13.2.2 并窝

对乳鸽出壳4h~5h仍然不喂乳的亲鸽，应多次重复把乳鸽的嘴插入亲鸽的口腔中，仍不哺育的，应

该把乳鸽调出并窝。出现窝中剩下一只乳鸽时，可将其寄由哺仔性能好的，所哺乳鸽日龄或大小相近的

亲鸽代为喂养。每对亲鸽不宜同时喂养3只以上乳鸽。

14 成鸽饲养

14.1 产蛋期

14.1.1 配对前及时调整鸽群，将产蛋性能好、受精率高，但抱孵性、喂仔性差的青年种鸽作为产蛋鸽

群，将抱孵性好、哺育力强的壮、老年种鸽作为保姆鸽，担任孵化哺育任务。产蛋群占30%，孵喂群占

70%。150日龄以上开始人工配对，将符合种用标准的一对公母鸽放到同一笼内，并出现交配行为。对难

以配对的实行人工授精，用按摩法采精，每天一次，一周后停采一周，采出的精子放在3~4℃温度下保

存，输精时用滴管吸精子0.05ml输入输卵管内，一个产蛋期输1~2次。配对1周后准备好产蛋巢。周围环

境保持安静，保持鸽舍内外环境清洁。

14.2 孵化期

14.2.1 饲养 因活动量少，适当减少能量饲料。

14.2.2 管理:保持环境安静，防止外来干扰。防止阳光直射，防止贼风直吹，防鼠、防蛇危害，防蚊

侵扰，防空气不流通，防公母鸽抢孵蛋。及时补充、更换污染垫草。入孵5~6天后应照蛋，检查蛋的质

量，淘汰各种畸形蛋。出现无精蛋时，及时拼蛋孵化。对个别破壳困难的雏鸽应人工剥壳助产。

14.3 育雏期

14.3.1 饲养:增加哺喂期亲鸽日粮量，每天喂3~4次，每只每天喂料量65g左右。

14.3.2 管理:利用保姆鸽并蛋并雏。在雏鸽出壳后约1周，应另安另一只草窝供亲鸽产蛋用。

14.4 换羽期

14.4.1 饲养:换羽后及时增加饲料喂量，提高饲粮营养。

14.4.2 管理:在夏末秋初，对种鸽强制换羽。换羽期及时淘汰老、弱、病、残及生产性能较差的种鸽，

补充优良种鸽。换羽后进行驱虫，并对鸽笼及舍内外全面清洁消毒。

15 人工孵化

15.1 操作流程

15.1.1 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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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生产鸽舍和鸽舍内的每对种鸽进行编号。生产操作过程中按编号记录生产数据及孵化数据;饲

养员每天捡蛋，在蛋上记录鸽舍号、产蛋鸽编号和捡蛋日期。

15.1.2 收蛋

每天下午为收蛋时间，饲养员每天将蛋送至孵化室。

15.1.3 码蛋

入孵的鸽蛋应仔细挑选，蛋壳应完整有光泽，挑出蛋壳破损、畸形、砂壳、双黄、蛋壳表面受污染

及蛋重低于19g的蛋。鸽蛋以平放的形式码放，将码好的鸽蛋整盘放在蛋车上，做好登记和标识。

15.1.4 消毒

将蛋车推入消毒柜内进行消毒。采用紫外线或臭氧发生器的消毒方法:功率40W，可用于20m3空间

消毒。常温下紫外线照射种蛋120min，灭菌率达87.5%以上。也可按每平方米空间甲醛28mL，高锰酸钾

14g密闭熏蒸30min，熏蒸室内的温度要求达到(25~27)℃，相对湿度在(75~80)%时消毒效果最佳。

15.1.5 入孵

将消毒好的鸽蛋放入孵化机内入孵，天气较冷时应先将入孵蛋预热至(30~35)℃再入孵。

15.1.6 照蛋

第一次照蛋:入孵5天后第一次照蛋，剔除无精蛋，并做好登记和标识。第二次照蛋:入孵10天后第

二次照蛋，剔除死胚蛋，并做好登记和标识。

15.1.7 落盆

落盆之前准备好已清洗消毒好的出雏盆。从孵化机中取出要落盆的蛋盘，将鸽蛋放入出雏盆内;落

入出雏盆内的蛋应摆放间隔适中，以保证通风正常。

15.1.8 出雏

每天早上和下午各出雏一次，出雏应在温棚中进行。每天上午对入孵第18天的鸽蛋进行一次助产，

做好弱雏护理工作，及时清理第19天的蛋，登记死胚蛋数。

15.1.9 领仔并窝

每天定时发放雏鸽，饲养员将雏鸽并入已孵化模型蛋(17~18)d的产鸽窝中进行哺育。

15.2 人工孵化的条件及控制

15.2.1 温度控制

孵化机以恒温方式孵化，冬天以(38.1~38.5)℃，夏天以(37.5~38.1)℃孵化，出雏机以(37.5~38.0)
℃出雏，孵化室温度应保持在20℃以上。每天定时巡查和登记孵化机和出雏机门表温度，定期测量孵化

机的温度，及时校正差异。

15.2.2 湿度控制

孵化机湿度控制在(45~70)%，出雏机控制在(50~80)%。

15.2.3 通风控制

孵化前期需氧量较低，然后逐渐增加，后期应逐渐加大通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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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翻蛋

孵化机的自动翻蛋设置为1次/2h。

15.2.5 其他条件及应急操作

所用温度计、湿度计应符合要求，并经过计量检定合格。停电时应按应急管理规定及时启用备用电

源。

16 投入品使用

16.1 饲料

16.1.1 原料

提供蛋白质的原料可为豌豆(麦豆)、绿豆、竹豆、蚕豆(破碎后用)、大豆(煮熟后晒干)、火麻仁

等。提供能量的原料可为玉米、糙米、小麦、高粱等。

16.1.2 配合饲料

作为一种饲料原料添加于日粮中，在日粮中的使用比例不宜超过30%，其主要营养成分要求:代谢

能11.29 ~14.19 MJ/kg、粗蛋白16~19%、钙3.50%、总磷0.60%、食盐0.37%。

16.1.3 质量

肉鸽的饲料质量应符合GB 13078和NY 5032的规定，

16.1.4 配比要求

按鸽子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要配合饲料，日粮中的原粒饲料的种类多样化(4种以上)，适口性强。

配比应符合表 7的规定。配制前应除尘和杂质，并按比例准确称量，拌匀。饲养以饲料原料为主，可搭

配配合饲料。更换饲料或饲料配方时要渐进式进行。遇到异常天气、免疫、转群等情况，应提高维生素

的用量，并进行预防性投药。换羽期应提高饲料质量，增加日粮中的能量饲料与蛋白质饲料的供给。冬

季应在饲料中相对增加能量原料。每天供料前应清除食槽中的剩料及污物，上、下午各饲喂 1次，根据

生长阶段的不同确定日喂量，坚持定时、定量、少给勤添的原则。

表7 日粮配比要求

生长阶段 原料类型 原料饲料种类 日粮配比（%）

童鸽
蛋白质原料 / 25~30
能量原料 / 70~75

青年鸽
蛋白质原料 ≥2 15~20
能量原料 ≥2 80~85

产鸽
蛋白质原料 ≥2 30~40
能量原料 ≥2 60~70

后备种鸽

能量饲料 ≥4 65~70

蛋白质饲料 1~2 20~25

配制饲料 1 ≤10

生产阶段 使用饲料种类 原粒饲料种数 日粮中配比（%）

产鸽

能量饲料 ≥4 55~60

蛋白质饲料 1~2 30~35

配制饲料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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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保健砂

16.2.1 配比

保健砂的配方应随鸽子状态、机体需要及季节变化适当调整。保健砂可从骨粉、贝壳粉、石灰石、

中粗砂、红土、磷酸氢钙(或磷酸二氢钙)、木炭粉、硫磺、石膏粉、氧化铁(红铁氧)、食盐、微量矿物

元素预混料、维生素预混料、蛋氨酸、赖氨酸、中草药等中适当选配。配制可参考表 8和表 9。
表8 保健砂参考配比

保健砂原料 配比（%）

贝壳粉（骨粉） 35~40

石灰石 1~2

中粗砂 30~35

红土 5~10

磷酸氢钙 5~10

木炭粉 1~2

硫磺 0.5~1

石膏粉 5~8

氧化铁 0.5~1

食盐 4~6

微量矿物元素预混料 2~3

维生素预混料 2~3

蛋氨酸 2~3

赖氨酸 6~7

中草药 1.5~2

表9 保健砂参考配方

配方 保健砂参考配方

1 粗沙35%、贝壳粉30%、石粉5%、骨粒5%、炭末8%、盐5%、甘草1%、穿心莲1%、微量元素6%、维生素4%

2
粗沙30%、黄泥20%、骨粒20%、贝壳5%、食盐4%、旧石膏8%、蛋氨酸1%、龙胆草1%、甘草1%、微量元素6%

、维生素4%

3
中砂25%、贝壳片（直径0.8厘米以下）20%、熟石膏5%、食盐3%、熟石灰5%、木炭5%、微量元素添加剂7%、

骨粉（炒熟）15%、黄土10%、龙胆草1%、甘草1%、增蛋精1%、啄羽灵1%、多种维生素0.5%、氧化铁红0.5%

16.2.2 注意事项

16.2.2.1 现配现用，保证新鲜，配合时必须让各种成份充分拌匀。

16.2.2.2 每次添加量不要多，定时定量供给，一般宜在上午喂料后喂给保健砂。每1d~3d供给一次，3~5天
换配一次，每对亲鸽每天提供(7~8)g。

16.2.2.3 使用时可根据生长发育需要适当补充其他添加剂。

16.2.2.4 保健砂使用应建立可追溯档案。

16.3 药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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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1 兽药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停药期规定》、NY/T 472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

规定执行。兽药使用应建立可追溯档案。

16.3.2 兽药的供应来自具有《兽药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的GMP兽药生产企业，确保药物使用

合理、安全，符合NY5030要求；食用乳鸽生产不得选用农业部发布《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

清单》中的兽药或化合物。

16.3.3 兽药使用用药限量按《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执行，严格遵守兽药停药期的规定，

产品上市前必须有足够的停药期。

16.3.4 鸽场应严格执行兽药使用管理制度，实行专业兽医人员处方用药。

17 疫病防控

17.1 消毒

17.1.1 制订严格消毒制度，定期监测消毒效果。鸽场应定期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兽医防疫机构监测，

按监测结果制定免疫工作计划。消毒应包括环境消毒、用具消毒、饮水消毒等，鸽舍内的料盘、料桶、

水桶、饮水器等器具，打扫粪便用的车辆、扫帚、铁锨等用具，也应定期进行清洗和消毒。所有鸽舍在

鸽转入前应彻底清洗消毒完毕后，至少空置2周。消毒池和消毒垫可选用碱性溶液等消毒液，消毒液应

经常添加或更换。

17.1.2 应常规检测鸽I型副粘病毒、鸽痘和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带鸽消毒应使用高效、低毒和腐蚀

性低的消毒剂，如卤素类、表面活性剂等，并按其推荐浓度和方法使用，但不应使用碘消毒液，确保夏

季至少每2d进行1次，冬季至少每周进行1次。有条件的鸽场，宜实行“全进全出”制度，同一鸽场(或

同一鸽舍)同一段时间内饲养的同一批次肉鸽，应同时进场、同时出场。

17.1.3 生产区内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特定情况下，外来人员穿戴工作衣裤和鞋帽并经消毒后方可进

入生产区。进入鸽场后，必须遵守场内防疫制度，严格按照指定路线行走。生产区工人的工作服应经常

洗换，每周至少消毒一次。车辆进场时需经过消毒池，并对车身和底盘进行喷雾消毒。

17.2 虫害防控

定期检修防鼠、防鸟等设施，每年应开展不少于两次的集中灭鼠工作。及时清除鸽舍周围的污水,

做好灭杀蚊、蝇工作。特别是每年的4~7月份应加强灭蚊。按相关标准的规定，合理选择驱虫药物进行

驱虫。全场大扫除应至少每周进行1次，及时清除场内垃圾、杂草和污水，保持外部环境和舍内清洁卫

生，定期灭蚊、灭蝇和灭鼠，药物选择应使用聚酯类杀虫剂和抗凝血类杀鼠剂。

17.3 免疫接种

17.3.1 种鸽

免疫程序表10。

表10 种鸽免疫程序

日龄（d） 接种疫苗名称 用量（羽份） 用法 备注

1 鸡马立克氏病疫苗 1~2 颈部皮下注射

4 鸽痘苗 1~2 翅蹼接种

15
鸡新城疫弱毒苗（Ⅳ

系）
1~2 滴鼻和点眼 各1滴

25
鸡新城疫弱毒苗（Ⅳ

系）
1 滴鼻和点眼 各1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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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鸽新城疫—禽流感二

联灭活油乳苗
1 颈部皮下注射 1次/3月

17.3.2 乳鸽

在鸽痘的高发期可在乳鸽3d~5d时在亲鸽饮水中添加鸽痘弱毒疫苗。

17.3.3 青年鸽

应符合表11的规定。

表11 青年鸽免疫程序

次别 接种时间 疫苗类型 剂量 接种途径 备注

第一次
30d

鸽Ⅰ型副黏病毒灭活苗 5羽份 饮水
两者中选择一种

鸡新城疫Ⅳ系疫苗 1羽份~1.5羽份 饮水

35d 禽流感灭活苗 0.5ml 胸肌注射 /

第二次
150d

鸽Ⅰ型副黏病毒灭活苗 5羽份 饮水
两者中选择一种

鸡新城疫Ⅳ系疫苗 1羽份~1.5羽份 饮水

155d 禽流感灭活苗 0.5ml 胸肌注射 /

17.3.4 产鸽

应符合表12的要求。

表12 产鸽参考免疫程序

接种时间 疫苗类型 剂量 接种途径 备注

每年一次或半

年一次

鸽Ⅰ型副黏病毒灭活苗 0.5ml 胸肌注射 /

鸡新城疫Lasota系疫苗 4~8羽份 滴鼻 /

禽流感灭活苗 0.5ml 胸肌注射 /

每年3月、9月接

种两次

鸽Ⅰ型副黏病毒灭活苗 5羽份 饮水
两者中选择一种

鸡新城疫Ⅳ系疫苗 1羽份~1.5羽份 饮水

禽流感灭活苗 0.5ml 胸肌注射 /

17.3.5 后备鸽

应符合表13的要求。

表13 后备种鸽参考免疫程序

次别 接种时间 疫苗类型 剂量 接种途径 备注

第一次

30日龄

鸽Ⅰ型副黏病毒灭活苗 0.5ml 胸肌注射
两者中选

择一种
鸡新城疫 Lasota系疫苗 4~8羽份 滴鼻

35日龄 禽流感灭活苗 0.5ml 胸肌注射

40日龄 鸽痘弱毒苗 1羽份 刺翅

第二次
150日龄

鸽Ⅰ型副黏病毒灭活苗 0.5ml 胸肌注射
两者中选

择一种
鸡新城疫 Lasota系疫苗 4~8羽份 滴鼻

155日龄 禽流感灭活苗 0.5ml 胸肌注射

17.4 疾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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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1 防疫应符合NY/T 5339的规定，结合鸽场实际制定疫病预防方案。

17.4.2 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长 4 m、水深 0.3 m以上的消毒池。生产区与生活区分开，并有

隔离设施。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各养殖栋舍出入口设置消毒池或者消毒垫。生产区内清洁道、

污染道分开。消毒池内应添加有效浓度的消毒药，在厂区内应按要求开展消毒工作，并定期更换消毒药。

肉鸽饲料中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应符合 NY 5032的规定。治疗性药物应符合 NY 5030的要求。

17.4.3 鸽场应定期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兽医防疫机构进行疫病监测，按监测结果制定免疫工作计划。

鸽场应建立并严格执行兽药使用管理制度，驱虫时，抗寄生虫药宜交替使用。生产过程中不应使用违禁

兽药。肉鸽出售前按不同兽药要求安排足够的停药期，遵守农业部公告〔2003〕第278号《兽药停药期

规定》。

17.4.4 鸽群发生疫病或疑似疫病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必须立即隔离，通知动物防疫机构，并将疫

病确诊所需样品送往指定实验室进行诊断，根据疫情种类采取措施，实行严格的封锁、隔离、扑杀、销

毁、消毒、紧急免疫接种等强制性控制、扑灭措施。

17.4.5 春冬季预防:主要防大肠杆菌病、沙门氏菌病和毛滴虫病。夏、秋季预防:主要防体内外寄生虫

病和鸽痘，有条件的可在雏鸽翅、蹼部接种鸽痘弱毒苗。流行病预防:参照NY/T 769-2004《高致病性禽

流感免疫技术规程》进行。

18 出栏

18~22日龄、体重 400克以上、无病残者的乳鸽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乳鸽出售前按 GB 16549
进行产地检疫，检疫合格乳鸽方可上市销售，不合格乳鸽按照 GB 16458标准处理。记录乳鸽的质量情

况。

19 运输

运输工具应利于乳鸽产品防护、消毒，并防治排泄物漏洒。运输前需进行清洗和消毒。

20 废弃物处理及无害化处理

20.1 过期的疫苗等生物制品及其包装不得随意丢弃，应按照要求进行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应符合

GB 16548的要求。应设置隔离间和器具专门存放病死鸽，隔离间或器具应易于清扫消毒，病死鸽的处

理应符合 NY/T 5339的要求。非正常死亡的鸽应由兽医进行死亡原因鉴定和处理。按《畜禽规模养殖

污染防治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对病害致死鸽以及鸽粪、污水、垫料等废弃物进行无害

化处理。疑似病鸽、病死鸽的处理应按农医发〔2017〕第 25号《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执行。不应出售病鸽、死鸽。

20.2 废弃物处理实行综合利用、无害化和资源利用模式;鸽粪可直接用于池塘养鱼或堆肥发酵后作农

业用肥。鸽场产生的污水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排放水应符合GB 18596的规定。使用垫料的饲养场，鸽子

出栏后一次性清理垫料。清理出的垫料和粪便应在固定的地点进行堆肥处理，也可采取其他有效的无害

化处理措施。

21 档案管理

21.1 生产记录

生产记录包括:引种日期、产蛋日期、出孵日期、雏鸽死亡数和死亡原因、存栏数、孵蛋数、照蛋

和雏鸽出壳情况、温度、湿度、免疫记录、消毒记录、用药记录、日喂料量，产鸽群健康状况，出售日

期，产蛋率、种蛋合格率和购买单位。

21.2 生产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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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记录主要包括:种鸽记录(引种记录、留种记录)、日常生产记录(培训记录、饲养管理记录、饲

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记录、免疫及消毒记录、鸽蛋生产记录、废弃物处理及粪污综合利用记录等)、原

料记录、兽医记录、销售记录等。所有记录应分类归档留存，在鸽子出售后保存 3年以上，有重要价值

的资料应备份。

21.3 可追溯管理

养殖场应实行养殖档案跟踪制度，主动做好收购、运输单位及人员的信息备案工作，妥善保管检疫

申报单回执，及时登记出场检疫证明信息，加强出场鸽去向的信息对接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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