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兰褐父母代母雏鸡羽毛脱换规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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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观察蛋用雏鸡羽毛脱换过程 , 了解羽毛脱换规律 , 为雏鸡的饲养管理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观察海兰褐父母代10 只母雏
( 快羽) 各个部位绒毛的脱换 , 了解雏鸡羽毛脱换规律。从雏鸡出壳接入育雏室当天开始 , 将10 只母雏放在1 个笼内 , 每天下午15 :00 ～
16 :00 观察记录每只雏鸡的羽毛脱换情况。[ 结果] 母雏鸡各部位绒毛开始脱换的顺序为 : 翼部→尾部→胸部两侧→大腿部→背腰部→
颈部→腹部正下方→胸部正下方→小腿部→头部→腹部两侧 , 各部位绒毛结束脱换的顺序为 : 尾部→翼部→胸部两侧→大腿部→背腰
部→腹部正下方→颈部→小腿部→头部→腹部两侧→胸部正下方。[ 结语] 翼部和尾部是最早开始和结束羽毛脱换的部位 , 体躯部位
脱换较晚 , 雏鸡55 日龄完成第一次羽毛脱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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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the Disciplinarian of Feather- moulting of Female Hyline Brown Chick
HUANG Yan-kun et al  ( Zhengzhou College of Ani mal Husbandry & Engineeri ng ,Zhengzhou,Henan 450011)
Abstract  To find out the disciplinarian of feather- moulti ng of chick ,the course of feather- moulting of ten chicks were observ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rder of the feather- moulting of chick was starting fromwi ngto tail ,breast sides ,huckles ,back and waist ,cervix ,abdomen,breast ,calfs ,head ,abdomen
sides .The sequence of complete moulting part was tail ,wing ,breast si des ,huckles ,back and waist ,abdomen,cervix ,calfs ,head ,abdomen sides and brea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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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鸡出壳后全身覆盖相对稀短的绒毛, 其保温隔热效果

差,3 日龄以后绒羽开始脱落 , 逐渐被新的羽毛所覆盖。据有

关资料报道 , 雏鸡绒羽的脱换有一定的规律, 生后第1 周主

翼羽和尾羽先生出 , 第2 周肩部和胸外侧的绒羽脱换为青年

羽, 第3 周背后部和�囊部绒羽脱换, 第4 周颈部, 第5 周头

部和腹部, 第6 周胸部绒羽脱换。一般轻型蛋鸡7 周龄绒羽

全部脱换完, 中型蛋鸡绒羽脱换完的时间比轻型蛋鸡推迟1

～2 周[ 1] 。雏鸡羽毛脱换的情况还可以反映出雏鸡的健康状

况、环境条件控制和饲料质量[ 2 - 3] 。绍兴麻鸭育雏期羽毛脱

换规律的报道比较详细[ 4] , 而蛋鸡方面的报道很少。为了了

解在一般生产条件下海兰褐雏鸡的羽毛脱换规律, 笔者进行

了观察试验 , 目的在于了解其羽毛更换过程, 为饲养管理提

供科学的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试验于2006 年10 月25 日至2007 年1 月10 日在

郑州荥阳华星种鸡场进行, 为期79 d。试验所用的雏鸡为上

海新杨祖代种鸡场提供的海兰褐父母代新生雏鸡。

1 .2 方法

1 .2.1 试验设计。从1 日龄雏鸡中挑选10 只母鸡( 快羽) 放

入同一育雏笼中饲养, 并用断�器断趾作标记以便于试验期

间对号记录 , 每天下午15 :00 ～16 :00 对这10 只雏鸡观察1

次, 主要记录身体各部位绒毛脱换情况。

1 .2 .2 饲养管理。从上海新杨祖代鸡场引进1 日龄海兰褐

父母代雏鸡, 热水管道供热,3 层全阶梯笼养。70 日龄后转入

产蛋鸡舍, 前15 日龄饲喂鸡花料, 以后按照海兰公司提供的各

个阶段饲料营养标准配制饲料进行饲养。雏鸡自由采食、充足

饮水。免疫按照上海新杨祖代种鸡场提供的免疫程序进行。

前3 d 均光照23 h , 以后每天减少20 min 至12 h 稳定。

2  结果与分析

2 .1  头部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16 日龄 : 两耳周围已经长出

小正羽来。18 日龄: 鸡冠两侧有几根小正羽, 但大部分已经

展开绒毛朵。20 日龄: 头部羽管区逐渐扩大。21 日龄: 头顶

部羽管的绒毛有少许突出。23 日龄 : 头顶部羽管的绒毛脱掉

少许, 长出小正羽来。25 日龄: 头顶部已被小正羽覆盖 , 但仍

有大量的羽管绒毛朵未脱掉。28 日龄: 下颌部有羽管已萌

发。29 日龄: 头部羽管越来越密, 头顶部仍有少许几根羽管

绒毛未脱掉。32 日龄 : 嘴角、眼下方已长出纤细的羽管。36

日龄: 嘴角、眼下方有少许羽管绒毛已展开, 下颌部有少许羽

管已长出小正羽来。38 日龄: 嘴角、眼周围及下颌部只有少

许几根羽管的绒毛未脱落。44 日龄 : 已布满小正羽。

2 .2  颈部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11 日龄 : 脖子两侧部分绒毛

变粗, 拨开绒毛朵下面有稀疏的羽管分布。15 日龄: 脖子两

侧羽管的绒毛朵大部分已脱掉, 长出小正羽, 脖子正上段的

羽管刚脱掉少许绒毛朵。16 日龄: 脖子两侧已布满稀疏的小

正羽, 但仍有新羽管在周围萌发, 脖子正上段的羽管已脱掉

1/ 2 , 但仍有新羽管在萌发。17 日龄: 脖子两侧已被小正羽覆

盖, 脖子正上段的羽管逐渐脱掉绒毛朵, 长出小正羽来。19

日龄: 脖子正上段小正羽区逐渐扩大, 但仍有少许羽管绒毛

朵未脱掉。30 日龄: 脖子已被小正羽覆盖。

2 .3  翼部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1 日龄: 有80 % 的小鸡在主翼

羽处长出5 根小正羽, 长度为0 .2 ～0 .6 c m。2 日龄: 有40 %

的小鸡有8 根覆主翼羽脱掉绒羽长出小正羽, 长度为0 .3 ～

0 .7 cm, 有40 % 的小鸡有7 根覆主翼羽脱掉绒毛朵, 长出小正

羽, 长度为0 .4～0 .6 cm。3 日龄: 有60 % 的小鸡有8 根覆主

翼羽脱掉绒羽长出小正羽, 长度为0 .3 ～0 .9 c m, 有80 % 的小

鸡有7 根主翼羽脱掉绒羽长出小正羽 , 长度为0 .5～1 .2 c m。

全部的小鸡有8 根副翼羽脱掉绒毛朵 , 长出小正羽长度为

0 .3～0 .9 c m。6 日龄: 有40 % 的小鸡有9 根覆主翼羽脱掉绒

羽长出小正羽, 长度为2 .0 ～2 .4 c m; 有60 % 的小鸡有8 根覆

主翼羽脱掉绒羽长出小正羽, 长度为0 .7 ～2 .0 c m; 全部小鸡

有7 根主翼羽脱掉绒毛朵, 长出小正羽长度为1 .4～2 .9 c m。

有40 % 的小鸡有9 根副翼羽脱掉绒羽长出小正羽, 长度为

2 .2～0 .3 c m。11 日龄: 有40 % 的小鸡有9 根覆主翼羽脱掉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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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长出小正羽, 长度为2 .3 ～1 .3 c m; 有20 % 的小鸡有10 根覆

主翼羽脱掉绒羽长出小正羽, 长度为1 .5～2 .2 cm; 有80 % 的

小鸡有8 根主翼羽脱掉绒毛朵 , 长出小正羽来长度为1 .0 ～

5 .5 c m; 有40 % 的小鸡有11 根副翼羽脱掉绒羽长出小正羽 ,

长度为4 .5 ～0 .9 c m。13 日龄: 有60 % 的小鸡有10 根覆主翼

羽脱掉绒羽长出小正羽, 长度为2 .3 ～0 .5 c m; 有80 % 的小鸡

有18 根主翼羽( 双翅) 脱掉绒羽长出小正羽 , 长度为1 .0 ～

6 .1 c m。14 日龄已经有3/ 5 的小鸡两翅膀相连接, 盖住了尾

巴根。15 日龄 : 全部的小鸡翅膀已经相连接, 覆盖住尾巴根。

翼羽长齐: 覆翼羽和主翼羽各有10 根, 副翼羽12 根。

2 .4  胸部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14 日龄 : 明显有一排羽管已

经分布, 绒毛朵已经变粗, 稍许突出。20 日龄: 有少许羽管的

绒毛已脱掉 , 长出小羽管来。22 日龄: 有1/ 2 的羽管绒毛已

脱掉。24 日龄 : 羽管基本上已经长出小正羽来。27 日龄: 在

新小正羽附近萌发一排纤细的羽管。38 日龄: 新萌发的羽管

已为小正羽, 胸部被小羽管覆盖。43 日龄: 在新小正羽附近

萌发一排羽管。55 日龄 : 羽管区越来越密。

2 .5 胸部两侧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8 日龄: 拨开纤细的绒

羽, 发现有1～2 根小羽毛管萌发。11 日龄: 绒毛已经明显突

出, 羽管区逐渐延伸至长5～6 c m、宽为0 .5 c m 的羽管区。14

日龄: 羽管区的大部羽管已经展开绒毛朵, 有少许羽管已经

脱掉绒毛朵, 长出白色的小正羽来。15 日龄: 小正羽区逐渐

扩大, 只有少许几根羽管没有脱掉绒毛朵。16 日龄: 小鸡的

胸部两侧已被小正羽覆盖。

2 .6  腹部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12 日龄 : 绒毛朵已经稍微变

粗, 突出, 拨开羽管见到有4 ～5 根纤细的羽管。16 日龄: 有

少许羽管绒毛朵已经展开, 少许已脱掉绒毛朵 , 长出小正羽

来。18 日龄: 有大量的羽管绒毛朵已展开, 少部分羽管已脱

掉绒毛。22 日龄: 小正羽区逐渐扩大, 大部分羽管已长出小

正羽来 , 但仍有少部分羽管绒毛朵未脱掉。23 日龄: 已被密

密的正羽覆盖。

2 .7  腹部两侧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32 日龄: 腹部两侧绒毛

朵已变粗, 有少许羽管已萌发。36 日龄 : 腹部两侧无羽管区

逐渐缩小。42 日龄: 腹部两侧已布满稀疏的羽管 , 大部分羽

管已经展开绒毛朵。44 日龄: 腹部两侧羽管越来越密, 小正

羽区逐渐扩大。45 日龄 : 小正羽已覆盖腹部。

2 .8  背腰部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11 日龄: 绒毛颜色已发白 ,

部分绒毛已展开, 已能清楚看到羽管。14 日龄: 长满稀疏的

羽管, 且大部分羽管绒毛朵已经展开, 少许羽管绒羽脱掉长

出小正羽。16 日龄: 长满稀疏的羽管且大部分羽管已长出小

正羽。18 日龄 : 已布满了稀疏的小正羽, 覆盖了背腰部 , 但其

周围仍有少许羽管带有小绒毛朵。

2 .9  大腿部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10 日龄: 绒毛稍突出 , 拨开

突出的绒毛, 发现有少许羽管已经分布生长了。14 日龄: 绒

毛大部分已经展开, 只有少部分羽管的绒毛已脱掉, 小正羽

刚长出。16 日龄: 小正羽区域越来越大, 越来越密。

2 .10  小腿部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14 日龄: 跖关节前后有少

许纤细的羽管分布。16 日龄: 小腿跖关节的绒毛开始脱换 ,

长出小正羽来。小腿前后大部分的羽管已经展开绒毛朵。

20 日龄: 跖关节向小腿前、后、上有小部分的羽管已长出小正

羽来。22 日龄: 在小腿前后小正羽的周围仍有少许羽管未脱

掉绒毛朵。23 日龄: 小腿的内侧刚有羽管在萌发 , 绒毛朵未

展开。26 日龄: 小腿内侧的羽管大部分已脱掉绒毛朵长出小

正羽。29 日龄: 整个小腿已被小正羽覆盖。

2 .11  尾部绒毛脱换观察结果  3 日龄 : 拨开纤细的尾部绒

羽, 发现有8～9 根小羽毛管刚萌发。6 日龄: 尾部绒毛已经

更加明显突出, 少许已经脱掉绒毛换成小正羽 , 但是小正羽

刚露出羽管。9 日龄 : 尾部大部分羽管已脱掉绒毛朵, 小正羽

长度在0 .3 ～0 .7 c m。11 日龄: 尾部已变白, 但周围仍有少许

绒毛未脱掉。14 日龄: 尾羽基本长出, 整个尾部变成白色。

3  结论与讨论

3 .1 结论  试验结果表明, 海兰褐父母代母雏头部羽毛3

周龄开始脱换 ,7 周龄结束; 颈部羽毛2 周龄开始脱换,5 周

龄结束; 翼部1 日龄开始脱换,15 日龄主翼羽长齐; 胸底部2

周龄末开始脱换,8 周龄结束 , 胸两侧脱换较早; 腹部羽毛2

周龄开始脱换 ,7 周龄结束, 腹部两侧比底部脱换慢; 腿部2

周龄开始脱换 ,5 周龄结束, 大腿部位早于小腿; 尾部羽毛3

日龄开始脱换,14 日龄新羽长齐。

3 .2  讨论 海兰褐父母代母雏的绒毛脱换时间在同一个群

体内个体间基本一致。不同部位绒毛开始脱换和结束的时

间差异明显。翅膀羽毛更换得最快、胸部最慢。羽毛脱换开

始部位的顺序与结束部位的顺序大体相近。与宋素芳等报道

相比, 海兰褐父母代母雏尾部褐颈部羽毛脱换时间略晚于固始

鸡,而且羽毛脱换的部位顺序有明显差异[ 5] , 是否是遗传因素

造成的羽毛脱换规律的差异, 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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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另外 , 通过地膜覆盖与赤霉素、乙烯利等植物生长调

节剂的施用, 可以促进果蔗早熟, 从而提早上市[ 6] 。

3 .5 营造防霜林区  黔西南州蔗地多为旱坡地, 在挡风地

段种植适量的防护林, 既可抵挡寒流, 又可保持水土流失, 改

善生态环境, 对病虫害的爆发也可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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