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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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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 3201/T 146-2009《种鹅舍饲技术规程》，与DB 3201/T 146-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内容差异如下： 

—— 删除了“范围”中检疫（见 2009版 1）； 

——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废止文件 GB 16548（见 2009版 2）； 

—— 增加了“GB/T 19525、GB/T 36195、GB 13078、NY/T 1167、NY/T 5032、NY 5027”新的引用

文件（见 2）； 

—— 删除了“饲养总则”（见 2009版 4）； 

—— 更改了“鹅舍建筑”中种鹅舍建设要求（见 2009版 5.2.2、5.2.3），将种鹅舍建设要求列表

并前置（4.2.1）；  

—— 新增了“水池建设规格”中污水处理池（见 4.2.4表 2）； 

—— 删除了“鹅舍建设”中种鹅舍平面示意图参见附录 A（见 2009版 5.2.4）； 

—— 增加了“鹅舍建筑“中鹅舍组成（见 4.2.2）； 

—— 增加了“卫生条件”中日常消毒、车辆和人员消毒（见 5.1、5.2，2009版 6）； 

—— 修改了“各阶段营养需求”中鹅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推荐量（见 6.1，2009版 7.1、7.2）； 

—— 增加了“饲养管理”中饲养密度（见 8.7）； 

—— 修改了“饲养管理”（见 8.1、8.2、8.3、8.4、8.5、8.6、8.7、8.8，2009版 9）； 

—— 增加了“疫病防控”中种鹅免疫参考程序（见 9.1，2009版 10.1）； 

—— 删除了“检疫”（见 2009版 13）。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京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京市畜牧家禽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嵇宏杰、伍冠锁、郗正林、匡伟、何宗亮、姚远、王秀。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09年首次发布为 DB 3201/T 146-2009；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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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鹅舍饲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种鹅舍饲的术语与定义、饲养总则、鹅场选址和鹅舍建筑、卫生条件、各阶段营养需

求、引种与育雏准备、饲养管理、疫病预防、废弃物处理、生产记录及结果分析。 

本标准适用于种鹅的舍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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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525 畜禽场环境质量评价准测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NY/T 5032 无公害化食品 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种鹅舍饲 Goose stabling 

通过养鹅设施的改造和完善，增设种鹅饲养必需的运动场和水池，改变原有放牧和水面活动的传统

饲养模式，达到节水减污，进行集约化养殖的方式。 

4 鹅场选址和鹅舍建筑 

鹅场选址 4.1 

鹅场选址应符合GB/T 19525的规定。 

鹅舍建筑 4.2 

4.2.1 采用全封闭或半开放式建筑，坐北向南稍偏东，地势高且干燥、通风良好、光线充足，满足冬

暖夏凉和雨天能防潮的要求。 

种鹅场种鹅舍一般分为三种，即育雏舍、育成舍和产蛋舍。种鹅舍建设要求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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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种鹅舍建设要求 

 种类 长（m） 分栏及水池要求 

育雏舍 30～50  10 m 一栏，设水池 

育成舍 30～50 20 m～25m 一栏，设水池 

产蛋舍 30～50 20 m～25 m 一栏，设水池 

种鹅舍建设应符GB/T 19525和 NY/T 1167的规定。 

4.2.2 鹅舍一般由棚舍、陆上运动场和水上运动场 3 部分组成。种鹅舍跨度 6 m~10 m 为宜，高度 2.6 

m~3 m。 

4.2.3 种鹅舍建筑应便于清扫、消毒。种鹅舍舍内地面为砖地、水泥地，舍内地面比舍外高出 15 cm~20 

cm。种鹅舍一角设产蛋间。 

4.2.4 种鹅舍舍外建运动场和水池，运动场面积为舍内面积的 1.5 倍~2 倍。水池建设规格见表 2；戏

水池在运动场前端，以 20° 左右的缓坡与运动场相接。 

表 2 水池建设规格 

 长（m） 宽（m） 深（m） 

育雏室水池 20 2 0.2 

育成舍水池 20 2 0.4 

产蛋舍水池 20 2 0.4 

污水处理池 设在下风口或侧风口处，采取搭棚遮雨和水泥硬化等防渗透措施。 

5 卫生条件 

日常消毒  5.1 

每天对鹅舍与运动场进行清洁打扫，针对种鹅活动水域，进行喷雾消毒，水域定期换水，保证水质

清洁。 

禽舍的卫生条件应符合NY/T 1167的控制规范。 

车辆与人员消毒  5.2 

鹅场门口设消毒池和消毒间，进出车辆应经过消毒池，消毒池选用2%~3%漂白粉澄清溶液或2%氢

氧化钠溶液，消毒池溶液应定期更换，保持其有效性。 

饲养人员应无传染性疾病、身体健康状态良好；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由专人进行指导；参与免疫接

种、卫生消毒的应接受过相应培训。 

6 各阶段营养需求 

鹅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推荐量见表 3。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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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鹅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推荐表 

鹅在不同生长阶段所使用饲料及饲料添加剂应符合NY/T 5032的要求。 

7 引种与育雏准备 

引种 7.1 

雏鹅应来自有生产许可证并经检疫合格的种鹅基地，或由该场提供经过产地检疫健康雏鹅生产的种

蛋。 

雏鹅选择要求 7.2 

7.2.1 选择出壳时间正常、外形完整无缺陷、双眼黑亮有神、被毛光亮、活力十足、捧在手里能明显

感受到力量以及身体的弹性、被毛柔软的健雏，淘汰体重过小病残的弱雏。 

7.2.2 将初生雏接到育雏室后，应根据雏鹅出壳时间的迟早，体质强弱和体重大小进行全面选择，将

强雏与弱雏分开培育，保证雏鹅小群的整齐度一致。 

育雏准备 7.3 

7.3.1 育雏前准备好育雏室、保温设备、饮喂用具（食槽、饮水器）、饲料、饮水、垫草，必要的药

物、兽用器械等。提前 1 周对育雏室、保温设备、育雏圈、食槽、水槽、地面、墙壁及用具进行彻底冲

洗消毒，消毒时室内应清洁干燥，不留死角。消毒剂选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规定的高效、

低毒和低残留的消毒剂消毒。 

7.3.2 根据雏鹅数量，配备好饲料、药品及温度计。 

7.3.3 对育雏圈、水食槽、门窗、加温、保温设施进行逐一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维修调整。 

7.3.4 堵漏洞、防贼风，准备好消毒的工作服、鞋、帽；其他人畜、禽等不应进入已消毒的育雏室。 

7.3.5 育雏室地面铺好垫料，垫料可采用刨花或稻壳作垫料，垫料应干燥、无霉变，不应有病原菌和

真菌类微生物群落。 

7.3.6 采用灭鼠器进行灭鼠，主要布置在鹅舍四周及饲料存放库，定期检查。不应用化学灭鼠药。 

7.3.7 准备好记录表格，应详细记载育雏情况。 

7.3.8 进雏前 12 h～24h，育雏室温度应调节到 32 ℃～35 ℃，相对湿度保持在 60 %～70 %。 

项目 育雏期 生长期 育成期 后备种鹅期 产蛋期 休产期 

代谢能，MJ/kg 12.0-12.5 10.8-11.5 11.0-12.0 11.0-11.5 11.0-11.5 11.0-11.5 

粗蛋白质，% 18.0-20.0 13.5-14.8 13.0-14.0 13.0-14.0 13.8-14.5 13.0-13.5 

钙，% 0.8-0.9 0.8-0.95 0.8-0.95 1.0-1.2 1.6-2.0 1.5-1.6 

总磷，% 0.55-0.7 0.55-0.65 0.55-0.65 0.55-0.65 0.6-0.65 0.55-0.65 

食盐，mg/㎏ 780-820 780-820 780-820 780-820 780-820 780-820 

蛋氨酸，% 0.25-0.3 0.25-0.3 0.3-0.35 0.5-0.6 0.95-1.0 0.85-0.9 

蛋氨酸+胱氨酸，% 0.7-0.75 0.7-0.75 0.75-0.8 0.45-0.5 0.5-0.55 0.45-0.5 

赖氨酸，% 0.65-0.8 0.65-0.7 0.6-0.65 1.0-1.1 1.2-1.3 1.1-1.15 

复合维生素，mg/㎏ 49-55 50-55 60-62 62-65 65-68 68-70 

粗纤维，g/㎏ 30-32 30-33 41-43 42-43 50-52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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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饲养管理 

全进全出 8.1 

鹅饲养应坚持“全进全出”原则。 

饮水 8.2 

雏鹅到达育雏室休息约30 min左右开始饮水，采用自由饮水方式，水温35 ℃～40 ℃，并加入维生

素C或者复合多种维生素，调制成3%～5%的复合多维饮液，饮水量第一周至第四周每只每天分别为140 ml、

370 ml、600 ml、800 ml左右，育雏期后自由饮水。根据饲养品种鹅的出生重大小，做适当调整。鹅的

饮用水水质应符合NY 5027要求。 

开食 8.3 

开食是在雏鹅开始起身并有啄食行为时进行，开食的精料为颗粒状雏鹅料，开食的青料应新鲜，易

消化，青料应切成1 cm左右的细丝状，应保持饲料新鲜，防止饲料发生霉变。随时清除散落的饲料和喂

料系统中的垫料。饲料存放在通风、干燥的地方，不应饲喂超过保质期或发霉、变质的饲料。 

饲料更换  8.4 

将育雏料转换成育成料需要5 d～7 d左右的时间，替换比例每天更换15%～20%；进入育成后期的

种鹅，应根据种鹅的体质强弱和粗饲料的优劣情况，逐步减少精料的补饲数量，以便顺利进入限制饲养

阶段；产蛋前1个月左右，开始饲喂产蛋期饲料；休产期的种鹅，将产蛋期的日粮改为育成期的日粮，

适当减少每天饲喂量。饲料的储存和使用应符GB 13078标准的要求。 

温度 8.5 

根据不同的鹅舍结构、饲养方式、供热方式、垫料状况及季节变化进行不同方式的育雏温度控制，

育雏鹅舍需要预温24 °C～28 °C，1日龄～7日龄28 °C～32 °C；按每周降温3 °C，直到29日龄脱温。 

通风和光照 8.6 

在保暖的同时，一定要使鹅舍保持适宜的通风，并调节室内的温度，通风换气的时间最好选择晴天

中午前后，要缓慢进行，防止贼风，氨气的浓度不应超过10 mg/kg，硫化氢气体不应超过10 mg/kg,二

氧化碳气体不应超过0.2 %。雏鹅出壳至7日龄时，用24 h光照。从第8日龄起到21日龄，为18 h逐渐减少

到16 h，22日龄后每天光照时间稳定在10 h～15 h，光照强度10 Lux～20 Lux。根据所养大、中、小型种

鹅所需的光照长度和光照强度适当调整。 

饲养密度 8.7 

应分小群饲养，适时控制饲养密度，防止鹅群扎堆，适宜的密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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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鹅适宜饲养密度 

饲养阶段 饲养密度（只/平方米） 

育雏期 

第一周 20-25 

第二周 15-20 

第三周 10-15 

第四周 8-10 

生长期 6-8 

育成期 4-6 

后备种鹅期  

2-3 产蛋期 

休产期 

注： 饲养密度是按照饲养密度对仔鹅生长、肉用性能及福利状况的影响推荐 

分群 8.8 

根据出雏时的强弱大小进行分群饲养，第1周25只/群～30只/群，第2周每群100只左右；3周龄后可

以并群饲养，每群300只～400只；饲养中还要注意根据鹅只的生长发育和大小、强弱不断整理鹅群，使

每群鹅大小、强弱尽量一致，以便饲养管理。 

9 疫病防控 

免疫接种 9.1 

应依据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推荐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接种，推荐免疫程序见表5。 

表 5 种鹅免疫参考程序 

免疫时间 预防疾病 疫苗名称 免疫方法 剂量 

开产前 

小鹅瘟 小鹅瘟疫苗 
皮下注射/

胸肌注射 

按厂家使用说明推荐 

鹅副粘连

病毒病 
副粘病毒灭活疫苗 皮下注射 

禽流感

H5+H7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

（H5N1 Re-11 株+Re-12 株，H7N9 H7-Re3

株） 

肌肉注射 

禽流感 H9 
禽流感 H9亚型灭活疫苗（La Sota 株+M41

株+LG1 株） 
肌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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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种鹅免疫参考程序（续） 

免疫时间 预防疾病 疫苗名称 免疫方法 剂量 

产蛋中期 

禽流感

H5+H7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

（H5N1 Re-11 株+Re-12 株，H7N9 H7-Re3

株） 

肌肉注射 

 

禽流感 H9 
禽流感 H9亚型灭活疫苗（La Sota 株+M41

株+LG1 株） 
肌肉注射 

休产期 

禽流感

H5+H7 

重组禽流感病毒（H5+H7）三价灭活疫苗

（H5N1 Re-11 株+Re-12 株，H7N9 H7-Re3

株） 

肌肉注射 

禽流感 H9 
禽流感 H9亚型灭活疫苗（La Sota 株+M41

株+LG1 株） 
肌肉注射 

疫病监测 9.2 

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接受当地防疫部门的疫病监测。 

疫病控制和消灭 9.3 

鹅场发生疫病或怀疑发生疫病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江苏省动物防疫条例》

的规定采取措施。 

10 废弃物处理 

鹅舍产生的垫料、粪便等废弃物按照GB/T 36195处理。 

11 生产记录及结果分析 

生产记录 11.1 

建立生产记录档案，包括进雏日期、雏鹅数量、转群日期及用舍编号、饲养员；每日的生产记录主

要包括日期、日龄、存栏、产蛋数、死亡数、死亡原因、淘汰数、淘汰原因、温度、湿度、免疫记录、

消毒记录、饲喂量、鹅群健康状况、出售日期、数量和购买单位。记录应保存两年以上。 

饲养结果分析 11.2 

及时对鹅饲养情况进行结果分析，如增重情况、出栏日龄、料重比、料蛋比、受精率、饲养成本及

养殖效益评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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