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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根据林业部“厅科字[1996]59号”《关于下达1996年制(修)定林业部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项目计划的通知》而制定。

    本标准是在对我国难鸡、鹤鹑、孔雀、鸵鸟、野鸭等鸟类饲养场，某些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动物园进

行了实地调查后经过科学分析研究，并广泛地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
    本标准可作为我国陆生野生动物(鸟类)饲养场建设、饲养及管理的技术法规。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保护司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宗焕、昊建平、刘伟石、马泽芳、邹琦、孙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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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陆生野生动物(鸟类)饲养场的建场条件、饲养场设施和布局、饲养管理、种鸟来源、繁

殖孵化和卫生防疫等通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现有、新建、扩建和改建的不同权属的鸟类饲养场。

    本标准中的鸟类包括一切野外捕获及国内外引进的野生鸟类。

2 总则

2.1为了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落实“加强资源保护，积极驯养繁殖，合理开发

利用”的野生动物经营管理方针，使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科学化、规范化，加强行业管理，特制定本标准。
2.2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管理办法》制定。

2.3 本标准依据陆生野生动物鸟类的生物学特性及其生存最基本饲养条件制定。

3 种鸟来派

3.1国内外引进或经鉴定驯化育成的优良个体及其繁育的优良后代。

3.2 尚无人工饲养繁殖的，可暂用依法捕获的野生鸟类及其种卵孵化的后代。

4 建场条件

4.1饲养场应建在地势平坦略具坡形的沙质土或沙壤土的地区，场舍要避风向阳，朝南或东南。场区无

疫情史。

4.2 场区环境必须安静。距离畜禽饲养场及居民区1 km，距主要公路1̂ 1.5 km，距铁路5 km以上。
个体、家庭饲养场应根据具体条件合理安排防疫隔离间距。

4.3 水源充足，水质应符合兽医卫生要求。电力供应有保障，并备有孵化、育雏、饲料加工等用发电机。

4.4 交通运输条件良好。

5 饲养设施

    乌类饲养设施应有:笼舍、运动场、饲槽、饮水器及辅助设施等。

5.1 笼舍结构坚固、采光良好。保暖舍应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非保暖舍必须防风、防雨及避暑。笼舍

结构要利于清扫、冲洗和消毒。

5.2 运动场应模拟鸟类自然生活习性设置，笼舍面积及位置匹配合理。地面笼舍及运动场四周地下应

铺设30 cm以上金属网(地下墙)以防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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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饲槽、饮水器应防腐、耐用，安装牢固，数量充足，构造合理，采食方便，不易污染，便于清洗和消毒。

54 大型笼舍内应配水源、电源。上下水管应铺设在地下。电线严禁明线、裸线。

5.5 栖杠、大型石块及草木等设施应保持清洁卫生。砂浴坑或沙浴池、水浴池、巢料架等按需要设置，保
证其充足、卫生。冬季舍内采暖设备应设置防鸟烫伤设施。门窗装置防护及防蚊蝇用网罩。

5.6 有条件的地方可半散放饲养，对鸟类进行人工驯化。

建筑布局

  原则:管理方便、利于生产、保证安全、符合兽医卫生要求。

  饲养场建筑布局依次是经营管理区，辅助生产区，养殖生产区，卫生防疫区。

1 经营管理区:应位于饲养场入口处，由行政管理及后勤保障等功能小区组成。
2 辅助生产区:该区位于经营管理区和养殖生产区之间。自上风区向下依次排列的是:饲料加工

6

引
6.2
6.2
6.2
室、饲料库，各小区之间间隔应适当。

6.2.3 养殖生产区:必须以坚固围墙围起，墙高1. 5-2.5 m.孵化室、育雏室、育成鸟舍、成鸟舍由上至

下风向成行排列，应保持一定间距。污水及粪便应及时清出区外进行无害化处理。禁止污染水源。
6.2.4 卫生防疫区:该区位于场外下风处一角，依次是兽医室、隔离区、垃圾处理场

7 饲养管理

7门 鸟类饲料

7.，.1 饲养场应按鸟类的食肉、食鱼、食虫、食植物等食性采购相应的饲料，做到数量充足，品种齐全。

7门 2 严禁喂发霉变质、含有杂质、被污染、不符合卫生条件的饲料。
7门.3 根据鸟类食性和营养需要将饲料加工成如下料型:粉料(包括干粉料、湿粉料)、粒料、单料或配

合饲料。某些易污染、易发霉变质的饲料必须进行饲前处理(加热、脱毒、清洗、消毒等)后方可饲喂。
7.1.4 贮存应防潮，防晒，防虫蛀，防鼠、雀等外来动物的危害

7. 1.5 禁止饲料长期贮存:植物性蛋白质饲料不应超过6个月，动物性蛋白质饲料应进行低温贮存

(18 -C以一F)，以防腐败变质，贮存期3个月;籽实能量饲料不超过一年。

7.2 生产管理

    鸟类饲养场必须制定和健全以下生产管理制度，其具体内容应包括:

7.2.1 卫生防疫制度

    内容见第9章。

7.2.2 饲养管理制度

7.2.2.1 制定不同种类或不同发育生长时期鸟类饲料的品种、日粮配比、饲喂量、给食时间及方式。

7.2-2.2 鸟类品种的改良、驯化、转群、出售、淘汰等计划。

7.2.3 劳动管理制度

7.2.3.1 劳动人员组织、分工、定额、教育及培训。饲养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7.2-3.2 劳动生产职责及奖惩办法。
7.23.3 饲养场年度及远景规划。

7.2-3.4 生产资料和设备的管理及维修

7.2.4 饲料管理制度

    饲料采购、运输、加工及贮存。

8 繁殖孵化

8.1 种鸟选择

8.1.1 种鸟必须具备下列形态及生理特征:体质健壮、羽毛丰满紧凑、眼亮有神、反应灵敏、采食及抗病



[,Y/T 1564一1999

能力强、适应性好。应具有明显的本品种特征。雄鸟要性欲强、精液品质好。雌鸟应性情温顺、母性好、

生产力高。要求种鸟无性恶癖。

8.1.2 种鸟应谱系清楚(新捕人野鸟除外);亲鸟及后裔生产成绩均应表现优秀
8.1.3 种鸟饲养环境必须安静，避免刺激、干扰。

a.1.4 饲养方式应符合种鸟自然生活习性。按不同鸟类生物学特性及饲养方式及驯化程度确定饲养密

度及 空间。

8.1.5 种鸟的雌雄比例必须合理，适应种鸟间的配偶选择性及占区行为。按不同鸟类的生物学需要，提

供相应的交配、繁殖条件及场所。

81.6 种鸟在发情季节发情行为表现不明显可酌情使用药物添加剂以诱导发情。

8.1.7 禁止亚成体鸟参加配种，对超过繁殖年限的老龄鸟应及时淘汰。

8.2 人工授精

8.2.1 鸟类人工授精可在下列情况选用:雄鸟数量不足或缺乏，本交困难或不能达成配对，提高繁殖率

或科学研究等需要。

8.2.2 操作技术要点是:采精方法及操作应合理。选择合适的精液稀释液及科学的稀释浓度。尽量缩

短精液保存时间，精液保存环境条件良好。输精时机适宜，方法准确。操作过程应注意清洁卫生及人和

鸟的安全。

8.3 人工孵化

8.3.1 种蛋

    种蛋必须新鲜，保存期为7̂-10 d以内;保存期超出5d以上时，每夭翻蛋2-3次。种蛋气室朝上，

或根据鸟类生物学特性要求采用正确的放置方向，蛋库通风良好，保存环境温度12̂-150C、相对湿度

600o，防污染、防鼠害。人孵前应进行消毒。
8.3.2 条件

    孵化器内温度为36-38'C ,孵化室20-25'C .孵化前期高于后期，冬季高于夏季，平面孵化高于立

体孵化。

    孵化器内相对湿度为30%-70%  0前期稍低，出雏时应适当加大。

    孵化器内二氧化碳含量<0.5%,孵化室内二氧化碳含量<0.300。应按孵化夭数逐渐增大换气强
度 。

    孵化后期凉蛋根据需要进行:冬季每次10 15 min，夏季每次20-30 min。蛋壳表面温度降到32-

33℃停止。

    孵化期间按时进行照蛋 检出无精、死精蛋及死胚，根据胚鸟发育程度，调整出雏环境条件。

    出雏前3-4d将入孵种蛋移至出雏盘，出雏困难时应小心进行人工助产，鸟类出雏后应注意保温。

    野外获取的种卵应根据其色泽变化、失重情况结合照蛋确定其胚胎发育程度后再继续进行人工孵

化 。

8.4 育雏

8.4.1 自然育雏(亲鸟育雏)

8.4.1.1 鸟类选好配偶后，应根据种鸟的营巢习性及时提供巢材或制成人工巢，以供亲鸟产卵、孵化、

育雏。

8.4.1.2 按雏体发育程度人工调整巢中雏鸟位置，使之进食基本一致、发育均衡。
8.4门.3 加强管理，防止巢外鸟冻伤、饿死等意外事故。

8.4.1.4 自然育雏不足或困难时应及时采取人工补救措施

8.4.2 人工育雏

8.4.2.1 条件要求

    根据雏鸟生活习性采取相适应的饲养方式:平面育雏或立体育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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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开始为34-380C，以后每周降1-2 ̀C .
    育雏室相对湿度为55%一6500，应随日龄增加湿度逐渐降低。

    育雏室要求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0. 3 %，硫化氢G0. 001 % ,氨G0. 0015 0 o，且保证氧气充足，换气

时避免温度急剧变化和产生穿堂风。

    根据雏体大小及饲养方式确定饲养密度，随雏体增大及时减少单位面积的饲养只数。

    采用人工光照时，应照度适中、光照均匀、时间合理。

8.4-2.2 日常管理

    育雏室进雏前应清洁消毒并经常保持卫生清洁，饲养用具及环境应定期消毒。
    育雏饲料应根据不同品种雏鸟的营养需要配制，做到易消化，营养丰富，不能突然变更。自行采食困

难时应予以人工引诱。雏鸟应饮清洁卫生的温水。
    逐渐增加雏鸟户外活动时间。利用人为音响、改变光线强度等刺激手段减少和降低后期鸟类应激反

应 。

    根据育雏期间雏鸟行为表现，及时合理调整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防止压死、冻死、淹死等意外事

故。作好各项记录。

    防鼠、猫、犬、猛禽等食肉动物的侵害。

9 卫生防疫

9.1 饲料、饮水必须清洁卫生，可按需要添加预防性药物。

9.2 饲养场区定期打扫，每7-30 d消毒一次。特殊情况根据兽医卫生需要，及时消毒。
9.3 鸟类饲养用具应每天进行冲洗，3-5d定期消毒一次。

9.4 场内人员及车辆出入必须消毒，严禁非本场人员入场。

9.5 鸟类定期进行疫苗免疫接种和驱虫。病鸟应及时隔离治疗。

9.6 新引进鸟须隔离观察1个月以上确认健康后，方可进人生产养殖区。
9.7 引进种蛋等产品应来源于非疫区，必须经消毒后进场。

9.8 杜绝野鸟、野犬等外来动物进场，舍内灭蚊蝇及灭鼠。
9.9 粪便、垃圾及鸟类尸体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