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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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2012 《鸡舍发酵床制作与使用规范》，与 DB 3201/T 186—2012 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规范性引用文件“GB/T 18407.3”（见 2012年版的 2）；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NY/T 1167 ”（见 2）； 

——删除了“生物菌”的定义（见 2012 年版的 3.2）； 

——增加了“土著菌、营养液”的定义（见 3.2、3.3）； 

——更改了“发酵床、原木屑”的定义（见 3.1、3.4，2012 年版的 3.1、3.3）； 

——更改了发酵床使用场地环境的有关规定（见 4，2012 年版的4）； 

——更改了地下式的垫料厚度的有关规定（见 5，2012 年版的 5.1）； 

——增加了发酵菌剂选择的有关规定（见 6）； 

——更改了土著菌种采集方法，将有关规定修改为资料性附录（见附录 A，2012 年版的 7）； 

——增加了消毒方法的有关规定（见 10.1）； 

——增加了发酵床使用与管理的有关规定（见 10.1、10.4.5）； 

——增加了垫料废弃条件的有关规定（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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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姚远、匡伟、何宗亮、王秀、稽宏杰、孙盼盼。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2012年首次发布为 DB 3201/T 186—2012； 

——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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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舍发酵床制作与使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鸡舍发酵床的场地选择、床体选择、发酵菌剂选择、营养液制作、床体制作、床体铺

设、发酵床使用与管理、废弃垫料利用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鸡舍发酵床制作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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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发酵床  bio-bed system 

利用垫料吸附鸡排泄物，并通过微生物作用，使排泄物在舍内原位降解的一种鸡舍地面设施。 

 3.2 

土著菌  autochthonous 

采集于自然界中可分解鸡排泄物的有益微生物群的总称。 

 3.3 

营养液  nutrient solution 

以淀粉类粮食或植物鲜嫩部分作为原料配制，具有促进生物菌生长作用或具有生物菌活性的液体。 

 3.4 

原木屑  sawdust 

未经化学处理过的树木在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木屑。 

4 场地选择 

发酵床使用场地环境应符合 NY/T 388、NY/T 1167 的规定。宜选择地势高燥、地下水位低、土质

透气性、吸水性、渗水性好的土地。 

5 床体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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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下水位的高低选择不同床体类型。地下水位较浅或阴雨天易被雨水浸湿的地区宜选择地上式，

高燥地势宜选用地下式或半地下式。 

—— 地上式：平地上直接铺设 30 cm～40 cm厚垫料。 

—— 半地下式：地下挖深 10 cm，铺设 15 cm～30 cm厚垫料。 

—— 地下式：地下挖深 20 cm～30 cm，填入 20 cm～30 cm厚垫料。 

6 发酵菌剂选择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发酵菌剂，分为土著菌和商用菌剂。 

6.1 土著菌 

从当地自然环境中的阔叶树木、竹林下枯枝层覆盖下的腐烂枝叶、表层土壤中或水田中自行采集、

分离、制备所需菌种。土著菌种采集方法见附录A。 

6.2 商用菌剂 

宜选择功能效果明确，有完善售后技术服务的菌剂产品，宜选择菌剂包括但不限于光合细菌、酵母

菌、乳酸杆菌、芽孢杆菌、放线菌、醋酸菌等。 

7 营养液制作 

原料选择 7.1 

以淀粉类粮食或植物鲜嫩部分作为原料制作。 

淀粉类粮食为主要原料 7.2 

取淀粉类粮食一份，加入3倍～4倍的清水，再加入5 %的红糖和发酵菌剂。用塑料布将容器口密封，

每天掀开搅拌一次后立即密封，发酵2 d～10 d，直至出现甜醇香味。淀粉类粮食宜选用玉米粉、薯干

粉、高粱粉、大米等（如使用大米，则无需粉碎）。发酵菌剂的用量以产品说明为准。 

植物的鲜嫩部份为主要原料 7.3 

选择耐寒性较强的植物，宜选用艾蒿、野水芹菜、南瓜侧芽、竹笋、瓜类等，于清晨露水未干时采

集其鲜嫩部分，加入适量红糖（植物重量的1/2或1/3），均匀撒入发酵菌剂，将容器密封。5 d～7 d

后，叶片颜色变为黄绿，材料纤维漂浮，散发出甜香味，即为发酵成功。汁液用纱布过滤，即为植物营

养液。 

8 床体制作 

垫料选择 8.1 

选择碳氮比大于25∶1，透气性和吸水性良好，有一定的硬度和刚性，不易板结，不含有毒有害物

质且未经过化学处理的垫料为宜。宜选择稻壳、原木屑、稻草、麸皮、秸秆等作为原料，不宜使用花生

壳和玉米芯。粒径以5 mm～50 mm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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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料预发酵 8.2 

将所需垫料机械或人工混匀，边混边洒水，混匀后的垫料的含水量在45 %～50 %（50 %即手握不漏

水，松开不能散，丢下后无明显水珠但感觉湿润）。再将营养液均匀洒在混匀的垫料上，反复混合后堆

积成圆锥状或长锥状，表面用透气性材料（如麻袋）覆盖。 

发酵期监测 8.3 

每天测量发酵温度，做好记录。根据环境温度的高低，发酵期为7 d～14 d。在发酵第二天，垫料

温度上升至40 ℃～50 ℃，4 d～7 d垫料最高温度达70 ℃以上，此后逐渐降至45 ℃，则表明垫料发酵

成熟。若发酵一周后，温度仍未上升，应调整水分，重新加入营养液直至成功。 

9 床体铺设 

垫料温度下降至45 ℃左右时，将发酵垫料在鸡舍内铺开，24 h后可上鸡饲养。视垫料原料及发酵

床类型不同，垫料厚度一般为15 cm～30 cm。冬季或养殖密度较大时可适当加厚。 

10 发酵床使用与管理 

进鸡前管理 10.1 

垫料预发酵完成后，采用喷雾、熏蒸、紫外线等方法对鸡舍环境进行消毒，空置24 h以上方可投入

使用。育雏结束后进鸡，实行全进全出制饲养。 

温湿度的控制 10.2 

每天监测发酵床温湿度，并做好记录。发酵床中层垫料（垫料表面以下10 cm～15 cm）温度应保持

在30 ℃～50 ℃。湿度应保持在40 %～50 %，湿度过大，采用增强通风，增加垫料翻耙次数，补充干垫

料等方法；湿度过小，采用喷洒补水或结合补菌补水的方法。 

饲养密度的控制 10.3 

饲养密度应符合养殖品种推荐要求，比传统饲养方式略小一些，推荐饲养密度见表1（冬季可适当

提高饲养密度，利于棚内温度的提高）。 

表1 饲养密度 

周龄（w） 1～2 3～4 5～6 7～出栏 

饲养密度（只/㎡） 25～20 20～15 15～10 10～5 

发酵床的维护 10.4 

10.4.1 垫料微生态平衡的维护 

正常运转良好的微生态垫料气味清香、有原料味。如垫料中有氨味和轻臭味时，应补充垫料，添加

营养液，在垫料表面喷洒或翻动垫料后洒入至15 cm以内层中，减少饲养密度；如垫料板结或水份过高

时，应翻动垫料层，耙松垫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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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垫料补充 

如垫料消耗较大或有轻臭味时，应及时补充垫料。将混合好的垫料均匀铺设在原垫料上，喷洒营养

液，及时进行翻耕，并补充发酵菌剂。 

10.4.3 垫料翻耙 

为提高粪便分解效率，每20 d翻耙垫料一次，可采用机械或人工翻耙，深度为15 cm。在垫料板结

或水份过高的情况下，也应及时翻耙垫料，以进入更多空气，增强发酵效果。 

10.4.4 垫料更换 

垫料如板结加快，有臭味，且翻挖垫料也无法缓解时宜更换垫料。更换方法：挖出老垫料上层的15 

cm～20 cm，如最下层垫料气味正常，可以留用，补充上层垫料即可。在两次使用最下层垫料后，宜全

部更换垫料。垫料层厚度保持在20 cm～30 cm。 

10.4.5 营养液添加 

前2个月每次翻耕后应进行营养液补充，此后每月补喷洒营养液2次，宜在垫料表面喷洒或翻动垫料

后洒入至15 cm以内层中。 

10.4.6 出栏后的垫料维护 

鸡出栏后，应将发酵床的垫料上下翻动、混合、堆集，用透气材料覆盖密封，加入适量的营养液，

发酵5 d～7 d后，重新铺设后，即可使用。 

11 废弃垫料的利用 

发酵床因使用垫料种类不同，可使用1年～2年。如通过补充发酵菌无法正常发酵，发酵层温度低于

20 ℃，垫料吸水性显著下降，或垫料重金属超标时，应更换垫料；废弃的垫料可以用作有机肥、蔬菜

育苗的培养基、植物花卉的培养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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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土著菌种采集方法 

表A.1 土著菌种采集方法 

类别 采集方法 

诱集法 

a)杉木板装钉成木盒，盒内放置略硬的大米饭，米饭上先覆盖一层打火纸，再覆盖一层塑

料薄膜 

b)将木盒置于阔叶树木、竹林下枯枝层覆盖下的腐烂枝叶和表层土壤中，或将木盒倒扣于

刚收割的水稻、玉米等秸秆上，使秸秆茬接触大米饭 

c)5 d～6 d后米饭上形成白色菌落或呈粉色稀泥状 

d)将米饭取出装入缸内，掺入米饭量1/3的老红糖 

e)混合均匀后静置直至转化成浓稠液体，即获得土著菌原液 

直接采集法 
a)选择无饲养历史、人迹罕至、通风良好、土壤湿润的竹林和树林根部 

b)采集色泽白净、无黄色和黑色菌种夹杂的菌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