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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内容，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贵州省畜禽遗传资源管理站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州省畜牧兽医研究所、贵州省畜禽遗传资源管理站、贵州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贵州农业职业学院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唐继高、杨敏、张芸、杨忠诚、孙鹃、张双翔、沈德林、龚俞、焦仁刚、杨民、

杨红文、唐宇、吴廷昌、张义玲、宋汝谋、皮泉、韦骏、吴进军、侯萍、刘林洋、黎恒铭、姜桃、蔡兴

芳、杨正文、黄锡阳、罗勇、司宗贵、陈昌华、唐英秀、韩雪、顾永芬、王燕、陈正霞、幸好学、沈力、

申金容、尹杨莎。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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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生态鸡放养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贵州生态鸡放养的环境要求、品种选择及引进、育雏、放养期管理、饲料使用、兽药

使用、疫病防控、无害化处理、检疫等。 

本标准适用于贵州省内生态鸡的放养。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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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 8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 5032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 5339  无公害农产品 畜禽防疫准则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682  畜禽场场地设计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10〕令第6号《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10〕令第7号《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17〕公告第25号《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贵州生态鸡 

选择地方鸡种在贵州独特气候条件、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条件下，采取舍饲与天然放养相结合，实

现适度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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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放养  

将脱温鸡白天放养在林地、果园、农田等生态自然环境中，以其自由觅食，适当给予人工补饲，晚

上回圈集中管理的养殖方式。 

3.3  

放养区  

经隔离的林地、果园、茶园、草地、农田、山地等适宜饲养鸡群的天然场所。 

3.4  

禁养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的区域。 

3.5  

全进全出 

同一鸡舍或同一放养区在同一段时期内只饲养同一批次的鸡，同时进场、同时出场的管理制度。 

3.6  

育雏天数  

从雏鸡孵化出壳到育雏结束所经历的天数（一般夏秋季30天，冬春季40天）。 

3.7  

放养天数  

从放养第一天起到出栏所经历的天数（一般为120天～150天）。 

3.8  

出栏天数  

从鸡出壳到出栏所经历的全部天数（一般为150天～180天）。 

3.9  

废弃物 

养殖过程中产生的鸡粪、垫料、污水、病死鸡、过期兽药、残余疫苗、疫苗瓶、包装袋等。 

3.10  

开饮 

雏鸡第一次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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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开食 

雏鸡第一次采食。 

4 养殖环境要求 

4.1 选址 

4.1.1 地形地势 

应选择地势高燥、缓坡、采光充足、水源充足卫生、排水良好、供电稳定、交通便利、环境安静、

隔离条件好、具有一定遮荫条件的草地、林带、果园或其它适宜环境等。 

4.1.2 防疫条件 

防疫条件满足NY/T 5339的要求，养殖场选址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0年第7号》所要

求的条件。 

4.1.3 环境条件 

卫生、大气环境应符合NY/T 388和GB 3095的要求，放养区环境应符合HJ/T 81的规定。 

4.1.4 土壤质量 

应符合GB 15618规定。 

4.1.5 饮用水水质 

饮用水水质应符合NY 5027规定。 

4.1.6 禁养规定 

生活饮用水源、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及缓冲区等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禁养

区内，禁止建设养殖场或禁止建设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 

4.2 布局与设施 

4.2.1 场区划分 

规模放养场应设生活管理区、养殖区和无害化处理区，生活管理区和养殖区、无害化处理区应相互

隔离。养殖场场区设计应符合NY/T 682要求。 

4.2.2 生活管理区 

生活管理区位于养殖区的上风或侧风方向，地势较高处，主要包括办公室和生活用房。 

4.2.3 养殖区 

养殖区主要包括育雏区和放养区和生产辅助区，位于无害化处理区的上风方向，建有雏鸡舍、放养

鸡舍、饲料库、蛋库、消毒室、兽医室等，入口处设置相应的消毒设施，放养区有分隔围栏及喂料槽、

饮水器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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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无害化处理区 

无害化处理区应位于养殖区的下风位或侧风位，且地势较低处，设置有贮粪池、病鸡隔离室、污水

处理池、污物堆放点、病死鸡无害化处理室等。 

4.3 放养鸡舍建造 

4.3.1 鸡舍建造基本要求 

鸡舍应建造在地势较高处，能防雨、遮阳、避风、保暖，鸡舍周围应有足够供放养鸡进出鸡舍的通

道。 

4.3.2 鸡舍建造遵循原则 

遵循就地取材原则，满足牢固耐用、遮风挡雨、防寒保暖、采光、通风的需要，鸡舍地面和墙体应

便于清洗和消毒，耐磨损、耐酸碱。 

4.3.3 放养鸡舍 

放养鸡舍可采用移动式拼装鸡舍和固定鸡舍，整体结构可采取木架结构或钢架结构。大小以8平方

米～10平方米，每平方米饲养量以8羽～12羽为宜，在鸡舍中间或靠墙处用木材或竹材设梯形栖（休息）

架，栖架总高度1.5米左右，应牢固。 

5 品种选择及引进 

5.1 品种选择 

5.1.1 鸡苗品种应选择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能力强、觅食能力强及易放养的地方品种。 

5.1.2 鸡种应来源于《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种鸡场，种鸡场应具有

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5.2 引种要求 

5.2.1 同批次放养鸡应来自于无特定疾病（如禽流感、鸡新城疫、支原体病、禽白血病、禽结核、马

立克氏病等）的种鸡场或育雏场，经过免疫及产地检疫合格。 

5.2.2 运输工具运输前后应经过彻底清洗和消毒。 

6 育雏 

6.1 育雏前准备 

6.1.1 育雏室的检修、清洗和消毒 

新建育雏鸡舍使用前1周，应进行清洁与消毒，使用过的育雏室每批育雏鸡转出后，先清除舍内的

灰尘、粪渣、羽毛、垫料等杂物，然后用高压水枪进行清洗，清洗的顺序是屋顶-墙壁-设备-用具-地面

-下水道。 

清洗干净后，对门窗、设备、用具、电路等进行检修，然后用生石灰水或2%～4%烧碱进行泼洒，待

干燥后将垫料、用具放在育雏室内，用三氯异氰脲酸钠烟熏剂进行熏蒸。方法是先关闭窗户和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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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称量好的三氯异氰脲酸钠烟熏剂置于铁桶或陶瓷容器内，用火点燃，关门熏蒸24小时，开门开窗

通风1天～2天。空舍1周后再进鸡，在进鸡前一天在用消毒液对鸡舍内外环境进行喷雾消毒。 

6.1.2 育雏用具及投入品的配备 

需准备饮水器、饲料桶、开食盘、升温设施、干湿球温湿度计、连续注射器、滴瓶、喷雾器、饲料、

电解多维、疫苗、消毒药、抗菌药、抗球虫药等。按每100羽鸡准备40 kg（1件）来自正规饲料厂家生

产的肉小鸡全价饲料，每50羽鸡配备1个饮水器、1个饲料桶、1个开食盘。 

6.1.3 育雏室的升温 

在进鸡前1天开始升温至36 ℃～38 ℃，升温过程中要检查升温效果，如采用煤炉供温，要检查烟管

是否有漏烟现象。 

6.2 雏鸡饲喂 

6.2.1 开饮  

雏鸡到场后1小时～2小时后给予饮水。第一周饮用温开水，水温18 ℃～20 ℃，饮水量控制在2小时

内饮完为宜，在水中添加多维（如速补20、电解多维等）及预防鸡白痢和大肠杆菌病的药物，药物一般

连用3天～5天，宜现配现用，搅拌均匀。 

6.2.2 开食  

开食料选用肉用小鸡料，饲料质量符合GB 13078要求。开食应在开饮后2小时～4小时进行，可采用

开食盘或将饲料直接撒在清洁消毒过的深色塑料布上，任其啄食，少喂勤添。 

6.2.3 日常饲喂 

育雏前3天，自由采食；第4天～7天，每天定时定量饲喂8次～6次；第2周，每天定时定量饲喂6次；第3

周～4周，每天定时定量饲喂5次～4次。每次喂料量应以全群鸡在30分钟左右采食完为宜。 

6.3 育雏期环境管理 

6.3.1 温度   

前3天以35 ℃～33 ℃为宜，第4～7天以33 ℃～30 ℃为宜，第二周起每周降2 ℃～3 ℃，第四周逐渐

过渡到自然环境温度。育雏各阶段要求温度均匀、恒定，切忌忽高忽低。 

6.3.2 湿度   

第一周相对湿度以65%～70%为宜，以后保持55%～60%。 

6.3.3 通风   

根据雏鸡日龄、群体大小以及季节变化，适时调整进风口的位置及大小，保持鸡舍内空气无异味。

冬季在通风前预先提高室温2 ℃～3 ℃，然后再适当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 

6.3.4 密度   

雏鸡饲养密度随日龄增加而减少，第一周以40羽/平方米～50羽/平方米为宜。第二周后逐渐减少，

第四周时密度以20羽/平方米～30羽/平方米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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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光照   

在育雏的前1周每天给予23小时～24小时光照，以后每周减少3小时～4小时，4周后降至自然光照。

第1周灯泡瓦数以40瓦为宜，第2周～3周以25瓦为宜。灯泡悬挂在离地2米高的位置，灯与灯间距为3米。 

7 放养期管理 

7.1 放养场地要求 

7.1.1 查看放养场地四周围栏是否有漏洞，如有漏洞应及时进行修补。放养前，使用高效地毒灭鼠药

（如溴敌隆等）进行灭鼠。 

7.1.2 放养地周围应禁止喷洒农药，放养场内不得使用可能导致鸡群中毒或体内残留农药（如有机磷

类）等有害物质，放养场应常备解毒药物（ 解磷定、阿托品 ）。 

7.2 放养鸡挑选 

对拟放养鸡群进行筛选，淘汰病弱、残次个体。 

7.3 放养时间选择 

雏鸡脱温后，选择白天天气暖和，气温不低于l5 ℃时放养。放养时间视季节、外界温度和雏鸡体

况而定，气温低的季节，适当延迟至40日龄～50日龄开始放养，刮风下雨，露水太大时停止放养。 

7.4 放养鸡管理 

7.4.1 佩戴脚环 

雏鸡放养前应佩戴可追溯脚环。 

7.4.2 转群 

选择在晚上进行，转群到放养场前后 3 天应在饮水中加入电解质多维。 

7.4.3 放牧调教 

7.4.3.1  转入放养鸡舍的脱温鸡不宜立即放养，应在放养鸡舍内进行 5 天～7 天的适应性饲养。 

7.4.3.2  开始放养的前几天，每天放养 2 小时～4 小时，以后逐渐增加放养时间。放养地点最初选在

鸡舍周围，逐渐由近到远，可通过移动料桶，料槽的方法训练，在训练时可通过吹口哨、敲打料桶等使

鸡形成条件反射。 

7.4.4 公母分群饲养 

根据公母鸡生长发育特性宜在7周后公母分群饲养。 

7.4.5 分区轮牧 

根据放养场地面积和植被状况，将放养区划分为若干小区进行分区轮牧，每小区用围栏、尼龙网或

铁丝网等隔开，高度不低于1.8米，每一放养小区放养同一日龄同一批次鸡，每小区放养持续时间以保

证植被再生长为宜，一般10～15天，放养密度每亩不超过50羽为宜。 

 



DB52/T 1241—2017 

7 

7.4.6 日常观察 

观察鸡行为姿态，羽毛蓬松度和光泽，粪便状态与颜色，发现异常鸡只应及时挑出隔离处理。 

7.4.7 饮水 

每50只鸡配置1个10 kg的饮水器或在舍内设置自动饮水设施。 

7.4.8 合理补喂饲料 

5周龄～8周龄，每天每只喂料50克～70克；9周龄～14周龄，每天每只喂料70克～100克；15周龄至

上市每天每只喂料100克～150克。 

8 饲料使用 

应符合NY 5032规定。采用全价配合饲料或肉鸡浓缩料加本地原料配制，更换饲料需3天的过渡期。   

9 兽药使用 

应符合NY/T 5030要求，宜使用中草药对放养鸡进行鸡病防治。 

10 疫病防控 

10.1 环境卫生 

10.1.1 每批鸡出栏后应实施清洗、消毒、灭虫和灭鼠。灭虫、灭鼠应选择符合《农药管理条例》规定

的菊酯类杀虫剂和抗凝血灭鼠药。 

10.1.2 鸡舍清理完毕到进鸡前至少空舍 1周～2 周。 

10.2 消毒 

10.2.1 放养场内应备有 2 种以上不同类型的消毒药交替使用，结合平时饲养管理，对鸡舍、放养场地、

用具等进行定期消毒，在免疫前后三天内不宜进行消毒，当发生鸡传染病时，应尽快隔离病死鸡，并对

可疑鸡群、鸡舍、排泄物、放养场地、用具、物品等进行消毒。 

10.2.2 放养场入口处设置消毒通道，人员进出养殖场应经过消毒通道进行喷雾消毒，消毒池内的消毒

液应定期更换。工作服、工作帽、手套、毛巾、鞋等用品应定期消毒，外来人员未经许可不得进入放养

场。 

10.2.3 放养场入口处设置与大门同宽，长度 8 米、深度 0.3 米的消毒池，池内定期更换消毒液。 

10.2.4 每批鸡出售后，宜对鸡舍墙壁、地面、饲养设备以及鸡舍周围彻底冲洗，待鸡舍充分干燥后，

选用 2 种以上的消毒剂交替进行三次以上的喷洒消毒，在进下一批鸡之前，再进行一次消毒。消毒剂

可选用：过氧乙酸、火碱、有机氯制剂、复方季铵盐等成份的消毒剂，所选消毒剂的使用浓度、配制方

法等，见产品使用说明书。 

10.2.5 坚持常规消毒、定期消毒、紧急消毒相结合，正常情况下，放养区每周消毒一次，周围发生疫

情每日消毒一次。 

10.3 防疫 

应符合NY/T 5339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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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免疫 

10.4.1 疫苗应符合相应的国家生物制品质量标准，不得使用已经过期的、来源不明的、非法生产、标

签脱落不能认定或者保存不当的疫苗。 

10.4.2 疫苗在运输过程中应有冷藏箱或保温瓶，严防日光曝晒，贮存时应分类保存，避免混淆。 

10.4.3 应按使用说明书使用疫苗，已稀释的疫苗应在规定时间内用完。 

10.4.4 免疫程序参见表 1。 

表1 免疫参考程序 

日龄 疫苗 

1 马立克氏 

5～7 新支二联苗（H120） 

5～7 新支流（H9）三联苗 

12～14 法氏囊 

19～21 新支二联苗（H120） 

26～28 禽流感 

55～60 新城疫 I联 

11 无害化处理 

11.1 病死鸡处理 

病死鸡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程》的规定执行。养殖场应配置粪污收集、贮存、

处理等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 

11.2 废弃物处理 

应建专门的收集池，集中处理鸡粪、垫料废弃物等要用专车通过专用通道运出鸡舍进行堆积发酵等

无害化处理。养殖场有贮粪池，避免粪水直接进入环境，污水应根据情况应用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进

行净化处理。污染物排放按照GB 18596、HJ/T 81规定执行。 

12 检疫 

每批放养鸡出栏时应按国家相关要求进行检疫，并取得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销售。检疫办法按照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执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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