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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大多数商品蛋生产者都见过很多不同品系蛋
鸡的管理手册，他们或许认为这些手册的内
容都“大同小异”。而其他人则会更认真地研
读这些内容，指望能从不断更新的版本中发现
适用于当前蛋鸡及管理实践的具体信息。手册

内容较为简洁，业内新手可能需要更为详细
的解读。
我们希望每位读者都能获取实用信息，从而
肯定成熟的管理方法，或是获得激励而做出
改进。

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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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先进方法显著提高了育种质量。随
着强大的电子数据处理系统的发展，我们可以
将优选理论系统运用到实践中——使现代数量
遗传学成为现实。罗曼早已开始使用各项新技
术，因而具备丰富的经验和技术知识。罗曼育
种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家团队，确保及时
利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并能迅速、高效地应对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此外，罗曼在国内外均属家禽健康问题一流专
家，而家禽健康是绩效和盈利能力的决定因
素之一。

除了通过遗传手段提高疾病抵抗力和确保最
严格的生产卫生条件之外，兽医专家的密集研
究与监控是确罗曼产品质量的基石。

另外，罗曼还针对饲料、营养和技术服务等方
面的问题提供专业建议。

对家禽管理各方面的丰富专业知识必能带来
利润。通过使用罗曼产品，以有竞争力的成本
生产优质鸡蛋。业内和独立机构的性能对比结
果就是成功的证明。罗曼屡屡夺冠，始终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

罗曼——
先进、成功家禽管理的理想合作伙伴。

卓越的表现来自于优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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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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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指标

产蛋性能 50%	产蛋量日龄
产蛋高峰	

140–145	天
95–97	%

入舍母鸡平均产蛋量

72周龄
80周龄
100周龄	

327
370
466

入舍母鸡平均产蛋总重

72周龄
80周龄
100周龄	

20.34	kg
23.18	kg
29.44	kg

平均蛋重

72周龄
80周龄
100周龄	

62.3	g
62.6	g
63.2	g

鸡蛋特征 蛋壳颜色
蛋壳抗裂强度

褐色
>	40	牛頓

饲料转化率量
2.0–2.2	kg/kg	产蛋总重

体重 17周
产蛋期结束

1.41	kg
2.02	kg

存活率 育成期	
产蛋期(72周)
产蛋期(100周)

98–99	%
95–96	%
90–91	%

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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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建议 
 › 雏鸡入舍之前，确保一切正常有序。
 ›  及时将鸡舍温度加热至最高 35–36 °C。 

夏季至少在雏鸡入舍前 24 小时开始加热， 
冬季则至少提前 48 小时。达到适宜温度
后，进行最小通风，从而消除鸡舍内部的
温差。

 ›  头 48-72 小时将温度维持在推荐水平
（35–36 °C)。

 › 相对湿度应至少达到 60%。
 › 将饮水器调至适当高度，以便雏鸡饮水。
 › 降低饮水线乳头处水压，方便雏鸡找水。
 ›  暂时冲洗乳头式饮水线或更换雏鸡水壶内

的水，将饮用水温度保持在 20–25 °C
 › 遵守推荐的光照程序（参见第 26 页）

笼养
 ›  根据设备商建议调整雏鸡笼底底网和饲 料

槽挡板网目。
 ›  头几天在鸡笼底网上垫几张纸，洒上少 量

饲料。第 7 天必须将纸取出。
 ›  卸下雏鸡箱放到鸡舍内。取下盖子放到 箱

顶。
 ›  迅速将雏鸡放到饲喂器和饮水器旁。从鸡舍

一端开始，均匀将雏鸡放入笼内。
 › 轻触饮水线乳头 / 水杯，诱导雏鸡饮水。

平养
 ›  雏鸡入舍之前，加热鸡舍，地面达到最适

温度后铺上垫料。刨花或者秸杆适合做垫
料。

 › 雏鸡入舍后，尽快将其放到育雏器下方。
 ›  将温度计放到育雏器内侧外边缘 8 厘米和

垫料上方 8 厘米处，测量育雏器温度。
 ›  将几只雏鸡的鸡喙浸入水中，轻触饮水线

乳头或水杯，帮助雏鸡饮水。在所有雏鸡都
找到饮用水后（约需要 2–3 小时），雏鸡开
始进食。

 › 提供额外饲料盘，确保头几天的采食量。
 ›  在雏鸡羽毛长齐后，方可移除育雏保温设

备。

入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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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鸡体温
入舍雏鸡体温是优化调节鸡舍温度非常实用
的指标。人用现代耳温计是测量一日龄雏鸡
体温的简单工具。测量体温的正确方法是用耳
温计探头轻触泄殖腔。雏鸡最适体温约为 40 
至 41 °C。
来自于鸡舍不同区域的雏鸡肛温数据，可以有
效可靠地判断鸡舍的温度分布情况与鸡群情
况。测量体温的取样方法与日常秤重、计算均
匀度相同。藉由收集雏鸡肛温，计算平均值，
相应地调整鸡舍温度，以取得最适雏鸡温度。
比如，如果雏鸡平均体温为 39.5 °C，则需将鸡
舍温度调高 0.5 °C。
除鸡舍温度外，其他因素也会对雏鸡体温产生
不良影响：
 

 › 鸡舍通风不充分
 › 湿度（空气传热量）低
 › 未能适时提前加热鸡舍

数小时后，查看雏鸡的适应情况。雏鸡行为是
其健康状况的最佳指标。

 ›  如果雏鸡分布均匀，自由走动，则说明温度
和通风适宜。

 ›  如果雏鸡挤在一起或者避开鸡舍某些区域，
则说明温度过低或者有贼风。

 ›  如果雏鸡铺开翅膀躺在地上，并伴有气喘，
则说明温度过高。

如发现雏鸡出现不适迹象，立即确定不
适原因，采取纠正措施，并增加查看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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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雏温度
环境条件影响家禽的健康和性能。重要的环境
因素包括温度、湿度以及空气中的有毒气体水
平。最适温度取决于鸡只的年龄。下表为鸡只
推荐温度指标。上文提到，鸡只行为是温度适
宜与否的最佳指标。 

降温必须循序渐进，不可突然降低。如果使用
通风系统调节温度，需确保供应必要的新鲜
空气。

表	2：最低空气质量要求	
O2 超过 20	%

CO2 低于 0.3	%

CO 低于 40	ppm

NH3 低于 20	ppm

H2S 低于 5	ppm

环境

表	1：各鸡龄所需温度表
年龄 温度	°C
1–2	天	* 35–36

3–4	天 33–34

5–7	天 31–32

2	周 28–29

3	周 26–27

4	周 22–24

5	周以上 18–20

*	40–41	°C	是雏鸡的最适体温。

鸡舍内的相对湿度应当为 60–70 %。

空气质量应当满足以下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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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
一般建议
疫苗接种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方法。需要根据不
同地区疫情适当调整疫苗接种计划。因此，请
遵循当地兽医和家禽健康服务处给出的建议。
只有健康的鸡群才能接种。注意查看疫苗有效
期。不得使用过期疫苗。全面记录疫苗接种情
况和疫苗序列号。

疫苗接种方法
个体接种法，比如注射接种和滴眼接种等，有
效性高，耐受性普遍良好，但极其耗费人工。

饮水接种法，不耗费人工，但须极其谨慎才能
确保有效。制备疫苗溶液用水不得含消毒剂。
育成期家禽接种之前应当断水 2 小时左右。天
气炎热时，可酌情缩短断水时间。计算出 2-4 
小时内可完全消耗完的疫苗溶液量。接种活疫
苗时，如果没有水质稳定剂，则每升水需加 2
克脱脂奶粉或罐装奶，以保证病毒滴度。

喷雾接种法，不耗费人工，有效性高，但偶尔
会产生副作用。3 周龄以下的雏鸡只能使用粗
喷雾。在接种时使用蒸馏水。

特别建议
马立克氏病疫苗再接种法经证实能够在长途
运输后保持效力，并能成功应用于高感染风险
区。请咨询您的兽医和罗曼技术服务团队以获
取更多信息。

支原体疫苗接种建议仅在农场无法杜绝支原
体病的情况下使用。生产期间感染强毒的支原
体病毒会导致生产性能低下。未感染支原体病
且未接种的鸡群生产性能最佳。

球虫病疫苗接种是增强平养鸡群球虫病免疫
力的最可靠方法。青年鸡接种疫苗期间，不得
在饲料中使用抗球虫病药。

维生素使用在接种后两三天内，有助于缓解
压力，预防不良反应。用量取决于农场的具体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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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疫苗接种计划示例
疾病	 发病区 使用方法 备注

全球 当地

马立克氏病 SC	–	IM 第	1	天	-	孵化场

新城疫	* DW	–	SP	–	SC	–	IM 根据疾病压力确定接种次数

甘保罗病 DW 推荐活疫苗接种	2	次

传染性
支气管炎	* DW	–	SP	–	SC	–	IM 根据疾病压力确定接种次数

禽脑脊髓炎 DW	–	SC	–	WW 建议父母代和商品代接种

支原体病 SP	–	ED	–	SC	–	IM 转移前接种

禽痘 WW 转移前接种

巴氏杆菌病 SC 约	8	周和	14	周接种	2	次

传染性鼻炎 SC 约	8	周和	14	周接种	2	次

沙门氏菌 DW	–	SP	–	IM 转移前接种

传染性喉气管炎 DW	–	ED 约	6-14	周期间接种	2	次

产蛋下降综合症 SC–IM 转移前接种

平养鸡只可选择性进行球虫病接种

*	 进行新城疫（ND）和传染性支气管炎（IB）早期活疫苗接种具有较高效益，可以诱导雏鸡呼吸系统局部保护（启动效应）。选
择适当的疫苗至关重要。鸡龄较小的雏鸡不得接种强毒性活疫苗。	根据传染压力，在鸡只育雏期和	/	或产蛋前接种灭活疫苗可
提高免疫力。产蛋期间每	6-8	周再接种	ND	和	/	或	IB	活疫苗，有助于提高局部免疫力。

严格的疫苗接种计划（尤其是肌肉注射）可能会抑制体重发育。

疫苗接种

DW:	饮水接种
SP:	喷雾接种
ED:	滴眼接种

WW:	翼膜刺种
IM:	肌肉注射
SC:	皮下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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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好的情况下不必进行断喙。实践中，断
喙广泛应用于环控式与遮黑式鸡舍，可以有效
预防鸡群互残和啄羽。受光照过强、饲料不均
衡、通风不良、饲养密度过高或无聊等因素影
响，任何年龄的鸡群均有可能出现互残和啄
羽行为。
尤其对于平养管理和 / 或无法控制光强度的
开放式鸡舍，我们建议根据当地动物福利法规
实施断喙。我们强烈推荐一种非常温和的断喙
方法，即在雏鸡出壳后尽快采用专门技术，对
上下喙进行红外线断喙处理。经过特殊训练的
人员可在孵化场高度卫生的条件下完成断喙。
另一种断喙法是使用热刀片。

常规断喙需注意以下事
项：

 ›  仅对 7-10 日龄的健康、无应激情况的雏鸡
进行。

 › 仅由经验丰富人员负责断喙。
 › 缓慢、谨慎进行。
 ›  使用状况良好的设备与刀片；调整刀片至

足够的高温，断喙后伤口能结痂，避免鸡喙
流血。

 ›  根据雏鸡鸡喙尺寸、强度和质量，调整断喙
温度和时间。

 › 断喙前 12 小时不得喂食。
 › 断喙后立即提供自由采食。
 › 增加饲料糟中的饲料量。
 › 断喙后几天提高鸡舍温度。
 ›  断喙后 3-5 天提供额外一小时光照，并于傍

晚或晚上供应饲料。
 › 在饮水中加入维生素，有助于缓解应激。

断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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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为了充分发挥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的遗传性
能潜力，使用营养充足与粒度结构良好的粗粉
料来喂饲鸡群是必须的，藉由完全配方饲料可
以保障提供充足的营养成分，来满足罗曼蛋鸡
的生产潜能所需。
我们所推荐的营养需求着重在必须的营养成
份，且能够满足鸡只在各饲养阶段所需，进而
得到最佳的发育及发挥出最好的生产性能。

自由采食
罗曼蛋鸡及其种鸡是以高产蛋性能所选育出
来的鸡种。因其高“饲料转化率”，所以必须
提供足够营养来满足其需求。完全发挥产蛋
性能的产蛋鸡，所摄入的营养物质约有三分之
一被转化为鸡蛋。自由采食、不限制饲料是无
虞的，因为母鸡可以根据饲料中的营养浓度调
节所需的采食量。但饲料供应不充足或是限
制鸡群采食量，这将会导致摄入的营养成分不
足，在此情况下蛋鸡将以透支的方式来产蛋。
这会对蛋鸡的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进而发生健
康问题。

饲料消耗量
饲料消耗量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 体重
 › 产能
 ›  鸡舍温度：鸡舍温度低时会增加能量维持

的需求。
 ›  羽毛情况：因管理不当或营养不良造成的羽

毛状况不佳，会增加能量维持需求。
 ›  饲料质地：饲料颗粒大时会增加采食量，细

粉的饲料会减少采食量。
 ›  能量水平：饲料能量水平越高，采食量越

低，反之亦然。
 ›  营养素失衡：母鸡会通过增加采食量补充缺

乏的营养素，产蛋期尤其如此。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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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罗曼褐	-	小型系列青年鸡	/	蛋鸡在标准光照方案下的体重发育和
饲料消耗量
周龄 体重(克) 料别*

平均 范围
1 75 73–77

雛
雞
料
	/	
開
食
料

2 125 121–129

3 190 184–196

4 269 261–277

5 361 350–372

6 463 449–477

7 566 549–583

8 667 647–687

9 765 742–788

育
成
料

10 860 834–886

11 949 921–977

12 1034 1003–1065

13 1115 1082–1148

14 1193 1157–1229

15 1267 1229–1305

16 1338 1298–1378

17 1407 1365–1449

18 1475 1431–1519

預
產
料

19 1544 1498–1590

受运输前和运输期间饥饿影响，体重可减轻最多	15%。

*	料别的更换以母鸡体重发育为依据。更换饲料的时机由体重而非鸡龄决定。因此需要定期称取雏鸡和青年鸡的重量。

雏鸡	/	青年鸡需要随时自由采食。指标中的采食量数据仅为参考。不可因此限制雏鸡	/	青年鸡采食！



16  
16  

罗曼 › 饲养管理手册 

表	5：罗曼褐	-	小型系列青年鸡	/	蛋鸡推荐营养水平

料别* 开食料** 雏鸡料 育成料 预产料

营养素 1–3周 1–8周 9–17周 18周–5%产蛋

代谢能 千卡
兆焦

2860
12.0

2750	–	2800
11.5–11.7

2700		–	2750
11.3–11.5

2700	–	2750
11.3–11.5

粗蛋白 % 19.0–20.0 17.5–18.5 15.0–15.5 17.5
蛋氨酸 % 0.52 0.46 0.31 0.42
可消化蛋氨酸 % 0.44 0.39 0.26 0.35
蛋氨酸/半胱氨酸 % 0.88 0.81 0.56 0.76
可消化蛋氨酸/半胱氨酸 % 0.75 0.69 0.48 0.63
赖氨酸 % 1.18 1.01 0.66 0.84
可消化赖氨酸 % 1.00 0.86 0.56 0.70
缬氨酸 % 0.92 0.79 0.53 0.74
可消化缬氨酸 % 0.78 0.67 0.45 0.62
色氨酸 % 0.23 0.21 0.16 0.18
可消化色氨酸 % 0.19 0.18 0.13 0.15
苏氨酸 % 0.78 0.70 0.46 0.59
可消化苏氨酸 % 0.66 0.60 0.39 0.49
异亮氨酸 % 0.81 0.77 0.50 0.67
可消化异亮氨酸 % 0.69 0.65 0.43 0.56
精氨酸 % 1.24 1.06 0.70 0.87
可消化精氨酸 % 1.05 0.90 0.59 0.73
钙 % 1.05 1.00 0.90 2.00–2.50
总磷*** % 0.75 0.70 0.58 0.60
有效磷 % 0.48 0.45 0.37 0.40
钠 % 0.18 0.17 0.16 0.17
氯 % 0.20 0.18 0.17 0.18
亚油酸 % 2.00 1.40 1.00 1.00

*	料别的更换以母鸡体重发育为依据。更换饲料的时机由体重而非鸡龄决定。因此需要定期称取雏鸡和青年鸡的重量

**	如果饲喂雏鸡料未能达到标准体重，或者在预计每日采食量较低的情况下，推荐使用雏鸡开食料。
	***		无添加植酸酶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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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和蛋重
在一定限度下，蛋重可通过调节饲料质与量以
符合农场的特定需求。须注意以下营养因素：

 › 生长
 ›  通过饲喂增加体重 / 尺寸，可增加整个产

蛋期的蛋重。
 › 饲料配方

 › 粗蛋白和蛋氨酸
 › 亚油酸

 › 饲喂技术
 › 饲料质地
 › 饲喂时间
 › 饲料槽供料高度
 › 控制饲喂
 › 饲喂频率

通过刺激采食可以增加蛋重，也可以通过控制
饲喂限制蛋重。建设得当的鸡舍可以按理想蛋
重和采食，反向调节鸡舍温度。

请联系罗曼技术服务人员，咨询与您的情况和
要求相符的具体营养和管理计划。

表	6：开食料、雏鸡料、育成料和产蛋料的推荐颗粒大小分布（粗粉料）

筛眼孔径 通过率 筛眼孔径间隔 间距百分比

0.5	mm 19	% 0–0.5	mm 19	%
1.0	mm 40	% 0.51–1.0	mm 21	%
1.5	mm 75	% 1.01–1.5	mm 35	%
2.0	mm 90	% 1.51–2.0	mm 15	%
2.5	mm 100	% >	2	mm 10	%	*

100	%

*	饲料单颗颗粒不大于：	>	3mm（雏鸡特级开食料/	开食料）	>	5mm（雏鸡料、育成料和产蛋料）

上述表格为颗粒结构均匀的粉状饲料的参考范例。不同的饲料生产技术可能会导致不同的颗粒大小和变化。
而粉状饲料的总体目标为颗粒结构达到最佳均匀性。在粉状饲料中，只要确保了颗粒结构最佳均匀性，“颗粒比较小一点”或“
颗粒比较大一点”仍可视为理想的颗粒结构状态。饲料颗粒结构在每一个生产批次与不同料别中，应可能的维持最小变异。在
育成期与产蛋期的饲料中，添加最低限度的脂肪/油脂有助饲料的均匀度，以及粉状饲料的适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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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推荐微量营养素含量
每千克饲料添加量 开食料/雏鸡料 育成料 预产料	/	

产蛋料
维生素A* 国际单位 10000 10000 10000

维生素D3 国际单位 2000 2000 2500

维生素E 毫克 20–30*** 20–30*** 15–30***

维生素K3 毫克 3**** 3**** 3****

维生素B1 毫克 1 1 1

维生素B2 毫克 6 6 4

维生素B6 毫克 3 3 3

维生素B12 微克 20 20 25

泛酸 毫克 8 8 10

烟酸 毫克 30 30 30

叶酸 毫克 1.0 1.0 0.5

生物素 微克 50 50 50

胆碱 毫克 300 300 400

抗氧化剂 毫克 100–150*** 100–150*** 100–150***

球虫预防剂 視需求而定 視需求而定 –

锰** 毫克 100 100 100

锌** 毫克 60 60 60

铁 毫克 25 25 25

铜** 毫克 5 5 5

碘 毫克 0.5 0.5 0.5

硒** 毫克 0.2 0.2 0.2

*	地方州和国家规定的水平可能更高。				**	所谓“有机来源”的营养成分，应视为有较高的生物利用率。

***	根据脂肪添加量						****	饲料如需热处理，则量需加倍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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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剂
补充 剂 确 保 供 应 必 需 的 维 生 素 、微 量 元 素
以 及 抗 氧化 剂 或 类 胡 萝卜素 等 物 质 。适 当
的 补 充 剂 可以补 充 原 料 不 同 成 分，保 障 所
有 必 要 营 养 物 质 的 供 应 。备 注：家 禽 通 常

可自行合成维生素 C。故维生素C 不列于必须
营养素，但在高温或炎热气候等特定情况下，
生产期每千克饲料添加 100–200 毫克维生素
非常重要 / 有益。

表	8：持续供应粗细石灰石（饲料中的建议比例）
料别 细石灰石		

0–0.5	mm
粗石灰石*		
1.5–3.5	mm

产蛋一期料 30	% 70	%

产蛋二期料 25	% 75	%

产蛋三期料 15	% 85	%

*	可用牡蛎壳代替部分石灰石

粗纤维
粗纤维有时又称不溶性 NSP*，虽然对家禽没
有营养价值，但却有利于建立健康稳定的消化
生理机能。育成后期使用粗纤维，对消化道发
育、嗉囊大小和青年鸡食欲具有积极影响。这
对青年蛋鸡有益，尤其是产蛋初期青年蛋鸡，
此阶段鸡只的食欲有时不足以满足其营养需
求。很多国家都已证实，粗纤维在各种饲喂情
况下均十分有益。所以，我们建议在罗曼蛋鸡
育成料中加入至少 5–6% 的粗纤维。谷类及其
副产品（比如麦麸）或者油籽副产品（如葵
花籽或油菜籽）可用作粗纤维。

DDGS** 也可用作粗纤维。如果有富含粗纤维
的其他原料，同样可以使用，只要不降低饲料
能量水平即可。经典的玉米 - 大豆饲料很难达
到推荐的粗纤维含量。此时，必须使用其他饲
料成分。如需咨询，请联系罗曼技术服务部。

*	非淀粉多糖

**	干酒糟及其可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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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雏期
营养均衡的育雏期饮食对于将雏鸡养育为成熟
青年鸡必不可少。雏鸡和青年鸡应当饲喂粒度
结构一致的粗粉料（颗粒尺寸参见第17 页图
表）。饲料粒度太细或太粗均会引起挑食和营
养失衡。细粉状饲料则会降低鸡只采食量，导
致某些营养物质供应不足。
如果因为了净化饲料而采用粒状料应当将粒
状料碾碎至符合建议粒度的破碎料。在雏鸡和
青年鸡不同的生长阶段，应当使用能满足鸡只
各阶段不同营养需求的料别，來滿足各阶段的
体重发育所需。喂饲雏鸡建议使用开食料，如
果在使用雏鸡料阶段

鸡只体重无法达到指标，或是每日采食量预期
会较低，则应在体重到达该周标准时，才可更
换为育成料。在育成料階段降低营养浓度同时
增加粗纤维成分（5–6%）有助于提高在产蛋
期的采食能力。预产料的钙含量是育成料的两
倍，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也较高。因此在计划
产蛋开始之前 10 天左右，适宜饲喂预产料，
能更好地为晚熟鸡只供应营养，同时使早熟鸡
只获得充足钙质，生成首批鸡蛋蛋壳，从而促
进鸡群发育一致性。

营养

表9	:	理想胺基酸比例
可消化赖氨酸为100-其他胺基酸与之为100的对应比例 

开食料 雏鸡料 育成料 预产料 产蛋料

赖氨酸 100 100 100 100 100

蛋胺酸 		44 		45 		47 		50 		50

蛋胺酸+半胱胺酸 		75 		80 		85 		90 		90

苏胺酸 		66 		70 		70 		70 		70

色胺酸 		19 		21 		24 		21 		22

异亮胺酸 		69 		76 		76 		80 		80

缬氨酸 		78 		78 		80 		88 		88

精氨酸 105 105 106 104 104

饲料应根据/计算	其可消化胺基酸的水平,并且使之符合理想胺基酸比例,上表显示了最重要的氨基酸与赖氨酸在可消化水平上
的对应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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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产料的正确用法
开始向鸡群供应产蛋一期料之前，应当短期饲
喂预产料，有助于育成料（低钙、低营养浓度）
向高钙、高营养饲料的平稳过渡，这有助于避
免产蛋早期通常会出现的食欲 / 日采食量下
降。预产料通常含有约 2.0–2.5% 的钙质，对于
对于育成期的料别而言，钙含量过高，但对于
开始产蛋的鸡只却又不足。因此从营养的角度
看，预产料只是折中，但绝对算不上“最优” 
饲料。尽管如此，短期使用预产料仍然是可取
的，使用得当还可提高青年鸡群的均匀度。预
产料对于均匀度不好的鸡群以及辅助髓质骨
生长和钙代谢尤其有益。由于预产料是短期过
渡使用的折中饲料，无法满足高产蛋时所需的
营养。因此，无法在正确的时间与正确的方式
提供产前料时，可直接衔接产蛋一期料。

在使用预产料时，请考虑以下建议：
 ›  根据鸡群的性成熟度、年龄和标准体重使

用预产料。
 ›  预产料使用时间约为 10 天，每只鸡用量不

超过 1 千克。
 ›  预产料使用误区是使用时间过早和 / 或使

用时间过长。
举个例子，如果预计第 19 周龄开始产蛋，则只
能在 17 周龄后使用预产料。
如产蛋提前或推后，可相应调整使用时间。

转群后 换料计划
育成料 混合 预产料

周龄 日龄 公斤饲料 ➡ 公斤饲料

15 105 1.0 ➡ 1.0

16 112 0.5 ➡ 1.0

17 119 – ➡ 1.0

18 126 – ➡ 0.5

18周龄后 126日龄后 立刻供应开产料	或是	产蛋一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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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蛋期
产蛋初期以 90–100 克 / 天的采食量为目标，
建议使用 11.6 可代谢热能 MJ/kg 的产蛋一期
料 5–6 周。26 周左右时，可采用 11.4 可代谢
热能 MJ/kg 的常规饲喂计划。各阶段饲料的
营养素和矿物质配方取决于每日营养需要量
和实际饲料消耗量。产蛋一期料旨在满足最大
产蛋总重需求。

表 10–12 的推荐营养供给量（产蛋一 
到三期）是以饲料能量浓度为 11.4 MJ/kg 
（2725 千卡）代谢能，鸡舍温度 20 °C，羽毛
状况良好设计的

在以上条件下，预计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饲
料消耗量为 110–120 克 / 天。随着鸡龄增长，
有机营养物需求降低和钙需求增加，产蛋二期
至三期的饲料配方需与此相符。换料时间以产
蛋水平和钙需求决定，而不是鸡龄。

换料
何为蛋鸡换料方案的基本思路？

蛋鸡换料方案其必须也必要-在饲料上-以平
顺与连续的适应方式,以满足高产蛋鸡的营养
需求变化.
当蛋鸡开产后,产能逐渐上升到产蛋高峰期与
随后到达的最大总产蛋重, 蛋鸡对蛋白质,氨
基酸和主要矿物质对营养的需求也随之不断
变化.
最终,随着鸡群年龄增加,蛋壳质量是最大的挑
战,这必须透过营养来补充.
饲料中的所有更改需要遵循总产蛋重的基本
营养需求 - 主要是指氨基酸 - 和最佳的蛋壳质
量的需求变化.
由于高产蛋鸡绝对不喜欢饲料中营养成分和
物理结构的大变化-所有变化都必须分小步且
平稳进行.
甚至饲料的原料成分也应仅小幅改变。 如果
忽略这些要求，则很容易影响产量和蛋质量.
饲料中的能量，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含量的基本
变化,必需对应鸡群的总产蛋重性能来进行。
这意味着，只要鸡群的总产蛋重不下降 –就不
应减少上述的基本营养物质任何一个，以防止
营养缺乏，而营养缺乏将/最终会伤害鸡群。

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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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针对罗曼褐-	小型系列蛋鸡不同日饲料消耗量推荐的每千克产蛋一期
料营养素水平
19周龄-约50周龄:产蛋总重高于59克/母鸡/日

营养素 需求量	
克/母鸡/日

日饲料消耗量
105	g 110	g 115	g 120	g

蛋白质 % 18.50 17.60 16.80 16.10 15.40
钙** % 4.10 3.90 3.73 3.57 3.42
磷*** % 0.60 0.57 0.55 0.52 0.50
有效磷 % 0.42 0.40 0.38 0.37 0.35
钠 % 0.18 0.17 0.16 0.16 0.15
氯 % 0.18 0.17 0.16 0.16 0.15
赖氨酸 % 0.97 0.92 0.88 0.84 0.80
可消化赖氨酸 % 0.82 0.78 0.74 0.71 0.68
蛋氨酸/半胱氨酸 % 0.48 0.46 0.44 0.42 0.40
可消化蛋氨酸/半胱氨酸 % 0.41 0.39 0.37 0.36 0.34
半胱氨酸甲酯 % 0.87 0.83 0.79 0.76 0.72
可消化半胱氨酸甲酯 % 0.74 0.70 0.67 0.64 0.61
精氨酸 % 1.00 0.96 0.91 0.87 0.84
可消化精氨酸 % 0.85 0.81 0.77 0.74 0.71
缬氨酸 % 0.84 0.80 0.77 0.73 0.70
可消化缬氨酸 % 0.72 0.68 0.65 0.62 0.60
色氨酸 % 0.21 0.20 0.19 0.18 0.18
可消化色氨酸 % 0.18 0.17 0.16 0.16 0.15
苏氨酸 % 0.68 0.64 0.61 0.59 0.56
可消化苏氨酸 % 0.57 0.55 0.52 0.50 0.48
异亮氨酸 % 0.77 0.74 0.70 0.67 0.64
可消化异亮氨酸 % 0.66 0.62 0.60 0.57 0.55
亚油酸 % 2.00 1.90 1.82 1.74 1.67

*	日产蛋总重达到最大后，请参见表	18。	
**	请参见表	8	粗细石灰石比例。
***	无添加植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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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
表	11：针对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不同日饲料消耗量推荐的每千克产蛋二期
料营养素水平
约50-70周龄:产蛋总重高于55克/母鸡/日

营养素 需求量	
克/母鸡/日

日饲料消耗量
105	g 110	g 115	g 120	g

蛋白质 % 18.00 17.10 16.40 15.60 15.00
钙** % 4.40 4.19 4.00 3.83 3.67
磷*** % 0.58 0.55 0.52 0.50 0.48
有效磷 % 0.40 0.38 0.37 0.35 0.34
钠 % 0.18 0.17 0.16 0.16 0.15
氯 % 0.18 0.17 0.16 0.16 0.15
赖氨酸 % 0.94 0.90 0.86 0.82 0.78
可消化赖氨酸 % 0.80 0.76 0.73 0.70 0.67
蛋氨酸/半胱氨酸 % 0.47 0.45 0.43 0.41 0.39
可消化蛋氨酸/半胱氨酸 % 0.40 0.38 0.36 0.35 0.33
半胱氨酸甲酯 % 0.85 0.81 0.77 0.74 0.71
可消化半胱氨酸甲酯 % 0.72 0.69 0.66 0.63 0.60
精氨酸 % 0.98 0.93 0.89 0.85 0.82
可消化精氨酸 % 0.83 0.79 0.76 0.73 0.70
缬氨酸 % 0.82 0.78 0.75 0.72 0.69
可消化缬氨酸 % 0.70 0.67 0.64 0.61 0.58
色氨酸 % 0.21 0.20 0.19 0.18 0.17
可消化色氨酸 % 0.18 0.17 0.16 0.15 0.15
苏氨酸 % 0.66 0.63 0.60 0.57 0.55
可消化苏氨酸 % 0.56 0.53 0.51 0.49 0.47
异亮氨酸 % 0.75 0.72 0.68 0.66 0.63
可消化异亮氨酸 % 0.64 0.61 0.58 0.56 0.53
亚油酸 % 1.60 1.52 1.45 1.39 1.33

*	日产蛋总重达到最大后，请参见表	18。	
**	请参见表	8	粗细石灰石比例。
***	无添加植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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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针对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不同日饲料消耗量推荐的每千克产蛋三期
料营养素水平
约	70	周龄以上

营养素 需求量	
克/母鸡/日

日饲料消耗量
105	g 110	g 115	g 120	g

蛋白质 % 17.00 16.20 15.50 14.80 14.20
钙* % 4.50 4.29 4.09 3.91 3.75
磷** % 0.55 0.52 0.50 0.47 0.46
有效磷 % 0.38 0.36 0.35 0.33 0.32
钠 % 0.18 0.17 0.16 0.16 0.15
氯 % 0.18 0.17 0.16 0.16 0.15
赖氨酸 % 0.91 0.86 0.82 0.79 0.76
可消化赖氨酸 % 0.77 0.73 0.70 0.67 0.64
蛋氨酸/半胱氨酸 % 0.45 0.43 0.41 0.39 0.38
可消化蛋氨酸/半胱氨酸 % 0.39 0.37 0.35 0.34 0.32
半胱氨酸甲酯 % 0.82 0.78 0.74 0.71 0.68
可消化半胱氨酸甲酯 % 0.69 0.66 0.63 0.60 0.58
精氨酸 % 0.94 0.90 0.86 0.82 0.78
可消化精氨酸 % 0.80 0.76 0.73 0.70 0.67
缬氨酸 % 0.79 0.76 0.72 0.69 0.66
可消化缬氨酸 % 0.67 0.64 0.61 0.59 0.56
色氨酸 % 0.20 0.19 0.18 0.17 0.17
可消化色氨酸 % 0.17 0.16 0.15 0.15 0.14
苏氨酸 % 0.63 0.60 0.58 0.55 0.53
可消化苏氨酸 % 0.54 0.51 0.49 0.47 0.45
异亮氨酸 % 0.73 0.69 0.66 0.63 0.60
可消化异亮氨酸 % 0.62 0.59 0.56 0.54 0.51
亚油酸 % 1.30 1.24 1.18 1.13 1.08

*	请参见表	8	粗细石灰石比例。	
**	无添加植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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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概述
光照程序可控制开产时间，影响产蛋性能。在
一定限度下，蛋鸡的产能表现可以通过调节光
照程序以符合农场的特定需求。最简单的方
法是遵循遮黑式鸡舍的光照程序，不受自然
光影响。
在遮黑式鸡舍中，可按需求变化来调节光照时
长和强度。
在遮黑式鸡舍饲养鸡只和产蛋可以让蛋鸡发
挥最大产能。遵循此类鸡舍系统和商业品种的
推荐光照程序。对于开放式鸡舍或节能鸡舍（
日光照射的鸡舍），必须根据季节和地理位置
制定光照程序，饲养并刺激青年鸡产蛋。
一般而言，光照程序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刺激产蛋开始之前，不得增加育成期光照
时间。
	› 	产蛋期不得减少光照时间。
	› 	务必谨记开放式鸡舍或节能鸡舍的光照	程
序受自然日光影响。

一日龄雏鸡间歇光照程序
当雏鸡到达农场时，在孵化室已经过密集的性
别鉴定、免疫等处理，并且通常需要经历长途
运输方到达最终目的地。一般的做法是在头 
2-3 天提供 24 小时光照，帮助雏鸡恢复，并提
供充足的采食和饮水时间。实践中可 观察到，
雏鸡到达农场入舍后，一部分继续睡觉，另一
部分则开始寻找食物和水。鸡群活动往往无规
律。尤其在这一阶段，饲养者很难判读雏鸡的
行为及其情况。
经实践证明，我们可以利用特别设计的间歇光
照程序，将一天分割成多个休息和活动阶段。
目的是让雏鸡活动同步。 饲养者可以更好地
了解鸡群情况，鸡群行为可以鼓励雏鸡寻找
水和食物。
因此，罗曼建议雏鸡到达农场后先稍作休息，
然后开始四小时的光照，紧接着黑暗处理两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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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2 h 

2 h 

2 h 

4 h 

4 h 

4 h 

 黑暗 光照

4 h 

到达农场后的光照程序

该程序可在雏鸡到达农场后使用 7 天或10 
天，然后切换到逐步减少光照的正常程序。 
使用雏鸡间歇光照程序具有如下优势：

 ›  雏鸡同时休息和 / 或睡觉。这意味着雏鸡
行为同步。

 ›  体强雏鸡可以刺激体弱雏鸡四处走动、 
采食和饮水。 

 › 鸡群行为更统一，监控管理更简单。
 › 死淘率降低。

遮黑式鸡舍光照程序
育成期如何减少光照时间、以及何时增加光照
时间刺激开产，都可根据农场具体需求进行相
对应的调整。下列标准光照程序就是一个快速
开产的例子。
光强度单位为 瓦特/平方米、流明、英尺烛光
或勒克司，具体根据使用的光源选择。关于
光强度单位的建议对蛋鸡饲养管理者并无帮
助。
因此下表仅以勒克司为光强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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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表	13：罗曼褐	-	小型系列青年鸡	/	蛋鸡遮黑式鸡舍光照程序

周龄 光照时间	（标准） 光强度	（勒克司*）
1–2天	** 24 20–40
3–6天** 18 20–30
2 16 10–20
3 14 10–20
4 12 4–6
5 11 4–6
6 10 4–6
7 9 4–6
8 9 4–6
9 9 4–6
10 9 4–6
11 9 4–6
12 9 4–6
13 9 4–6
14 9 4–6
15 9 4–6	
16 9 4–6
17 10 5–7
18 11 5–7
19 12 5–7
20 13 10–15
21 14 10–15
22 14 10–15
23 14 10–15
24 14 10–15
25	*** 14 10–15

*	勒克司	=	流明	/m²
**	或者执行间歇光照程序
***	直至生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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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鸡舍光照程序
遮黑式鸡舍“育成期不得增加光照时间、产蛋
期不得减少光照时间”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开
放式”鸡舍。
如果白天自然光可以照进鸡舍，或者母鸡可以
到户外活动接受自然光，在制定光照程序时须
将自然光照的影响考虑在内。
比如，中欧自然光照时间一年间逐渐增至 17 
小时左右，至六月末最长，然后缩短到 8 小时
左右，至十二月末最短。如果鸡群迁移至开放
式有窗产蛋鸡舍，无法进行黑暗处理，则光照
程序须根据迁移鸡舍当时的自然光照时间进
行相应调整。
这里分两种情况：
1. 自然光照时间缩短时开产。
2. 自然光照时间延长时开产。
在两种情况下，17 周龄的光照程序均需设定
至少 10 小时的光照期，并且需将自然光照时
间列入计算，每周增加 1 小时，增至 14 小时，
即 21 周龄。

早晨	04.00	点之前（中欧时间）不得开启人工
光源。
春季光照方案受白昼时长延长影响，逐渐延长
至 17 小时左右。当中欧白昼时长从七月开始
缩短时，仍需保持 17 小时光照期不变，直至生
产期结束。
根据中欧情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下：

 ›  早晨 04.00* 点：开灯 — 当自然光照亮度 
≥ 50–60 勒克司时关闭调光器。

 ›  当自然光照亮度≤ 50–60 勒克司时打开调
光器 — 夜晚 21.00* 点关灯。

*	中欧时间

以上时间应当根据鸡群情况、产蛋开始情况（
产蛋率、蛋重）以及鸡舍设施进行调整。
如果因经营原因采用的昼夜节律与上述不同，
考虑到母鸡的昼夜节律，另外采用的黎明 / 黄
昏时间不宜与上述时间有太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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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照
如前述，这里介绍的开放式鸡舍光照程序是根
据中欧时间进行调整的一个例子。如果可以在
日出之前将鸡群驱入遮黑式鸡舍内，则应当采
用遮黑式鸡舍的光照方案。
关闭鸡舍灯光或打开窗户的时间由光照程序
决定。遵守正确的顺序很重要：

 › 晚上先关窗，再关灯；
 › 早上先开灯，再开窗。

如有需求，请联系罗曼技术人员以获取符合您
农场所处位置、条件的具体光照程序。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66 68 70

52 07050301 09 11 13 15 17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35 37 39 41 43 45 47 49 51 01 03 05 07 09 11 13 1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全年周数

标准光照程序 昼光光照程序 暮光

周龄

光
照
时
间

开放式鸡舍调整后的光照程序

黑暗鸡舍光照程序

调整后的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光照程序
孵化日期：12	月	17	日，位置：柏林
遮黑式鸡舍育雏，开放式鸡舍生产
刺激开产	/	转群周龄：17	周

使用罗曼家禽育种公司光照程序软件按农场位置、	条件和要求，所调整的	
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光照方案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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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
	› 	将农场设在距离其他禽舍有一定安全距离
的位置，并用栅栏围起来。
	› 	农场只饲养同一年龄的鸡群，且不得饲养
其他家禽。
	› 访客不得进入农场。
	› 	在农场区域内活动，只能穿着农场自备的防
护服，向兽医、服务和维护人员以及咨询人
员提供农场自备防护服。
	› 进入鸡舍前需消毒靴子。
	› 	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散装饲料。不允许卡车司
机进入鸡舍。
	› 	保护鸡舍不受野生鸟类和害虫入侵。持续防
治大鼠和小鼠。
	› 	以卫生的方式处置死鸡。遵守当地法律法
规。

日常管控
每天至少查看一次：
	› 健康状况
	› 温度
	› 通风
	› 饲料和水消耗量
	› 光照
	› 死亡率

评估健康状况时，不要只凭一般印象和死亡
率，还须记录饲料和水消耗量以及粪便的一
致性。

供水
为了实现最优性能，清洁饮水与优质饲料同等
重要。因此，必须随时为蛋鸡提供新鲜、清洁
的饮用水，并确保鸡群饮水充足。水表是检测
水消耗量的实用工具。
最宜水温约为 20 °C。此外，饲料与饮水量密
切相关。如果鸡群因任何原因饮水不足，则采
食量也会相应降低。
舒适温度下饮水与采食比率约为 1.8–2:1，但
环境温度超过 30 °C 时，该比率升至 5:1。高温
情况下，鸡群为了降低体温，采食量减少，但饮
水量增加。

定期检查水质，使用井水等自供水时尤其如
此。
比如，饮用水含盐过多会持续损害蛋壳质
量，TDS* 含量高的硬水则会造成肾损伤。
*	TDS：总溶解固体

一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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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砾
使用谷物补充饲料配给量时，饲喂沙砾并非
必要，但我们仍然推荐。沙砾可以刺激育雏期
雏鸡的嗉囊和肌胃发育，对采食能力具有积极
影响。

表	14：沙砾的数量和粒度取决于鸡
龄
1-2周龄 每周一次	1	克	/	鸡

（尺寸	1–2	毫米）

3-8周龄 每周一次	2	克	/	鸡
（尺寸	3–4	毫米）

9周龄以上 每周一次	3	克	/	鸡
（尺寸	4–6	毫米）

垫料（非笼养）
刨花只能来自未经处理的木材，以避免鸡蛋中
因此残留有毒成分。
充分通风以确保垫料状况良好，必要时撤走
潮湿垫料。

种蛋质量和种蛋收集
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生产的种蛋质量上乘。
为了保证种蛋质量，须注意以下几点：
	› 每天至少收一次蛋。
	› 	鸡蛋储存温度	5	°C	至	10	°C，相对湿度
80–85%。

储存温度过高或温度过低使气体交换增加，导
致鸡蛋迅速变轻，影响蛋清质量。

产蛋箱（非笼养）
产蛋箱质量也是影响种蛋质量的一个因素。
定期更换垫料式产蛋箱使用的垫料，保持整
洁。按 4 只母鸡一个产蛋箱的比例提供单格
产蛋箱。经常拾捡地板蛋，尽可能不要留鸡蛋
在地面。
除了保持共享产蛋箱拥有充足的产蛋空间外，
下列因素对于降低地板蛋同样重要：

 ›  使用整洁、干燥的垫料或者柔软的产蛋箱
衬料

 › 母鸡容易进入产蛋箱
 › 产蛋箱在鸡舍内均匀分布
 › 鸡舍只使用一种类型的产蛋箱

为了达到最优种蛋质量，在棚架饲养的情况
下，使用滚动式自动集蛋产蛋箱比垫料式产蛋
箱或共享式产蛋箱更好。

一般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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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生产期设备要求
设备 要求
盘式饮水器 125只鸡1台饮水器（直径	46	cm）
槽式饮水器 80–100只鸡1米饮水线

乳头式饮水器 每个乳头6–8只鸡
盘式饲喂器 100只鸡4盘（直径	40	cm）
单格产蛋箱 4只鸡1个产蛋箱（26	x	30	cm）
链式饲喂器 100只鸡5米饲喂线

平养	/	放养详细信息参见罗曼管理手册。

表	15：育成期设备要求
设备 周龄 要求
雏鸡水壶式饮水器 1周 100只雏鸡1台水壶式饮水器（4–5升）
盘式饮水器 20周以下 125只鸡1盘（直径	46	cm）
槽式饮水器 20周以下 100只鸡1米饮水线
乳头式饮水器 20周以下 每个乳头6–8只鸡
雏鸡食盘 1–2周 60只雏鸡1只盘
饲料桶 1–2周 100只雏鸡1只
盘式饲喂器 3–10周

11–20周
100只鸡2盘（直径	40	cm）
100只鸡3盘（直径	40	cm）

链式饲喂器 3–10周
11–20周

100只鸡2.5–3.5米饲喂线
100只鸡4.5米饲喂线

饲养密度
每平米最优饲养密度取决于管理情况以及气
候控制程度。此外,饲养密度也要随环境和设
备情况而做出调整。应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设备要求
一般而言，育成期鸡舍和设施与未来产蛋舍
系统越类似，青年鸡转群到产蛋鸡舍后越容
易适应新环境。下表列出育成期和产蛋期的设
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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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表	17：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体重发育
1–50	周

周龄 体重
范围	(克)

体重
	平均值	(克)

1 73–77 75
2 121–129 125
3 184–196 190
4 261–277 269
5 350–372 361
6 449–477 463
7 549–583 566
8 647–687 667
9 742–788 765
10 834–886 860
11 921–977 949
12 1003–1065 1034
13 1082–1148 1115
14 1157–1229 1193
15 1229–1305 1267
16 1298–1378 1338
17 1365–1449 1407
18 1431–1519 1475
19 1498–1590 1544
20 1565–1661 1613
21 1629–1729 1679
22 1685–1789 1737
23 1728–1834 1781
24 1762–1872 1817
25 1788–1898 1843

周龄 体重
范围	(克)

体重
	平均值	(克)

26 1803–1915 1859
27 1811–1923 1867
28 1816–1928 1872
29 1819–1931 1875
30 1822–1934 1878
31 1825–1937 1881
32 1827–1939 1883
33 1829–1943 1886
34 1832–1946 1889
35 1834–1948 1891
36 1836–1950 1893
37 1838–1952 1895
38 1840–1954 1897
39 1843–1957 1900
40 1845–1959 1902
41 1848–1962 1905
42 1851–1965 1908
43 1853–1967 1910
44 1855–1969 1912
45 1858–1972 1915
46 1859–1975 1917
47 1862–1978 1920
48 1864–1980 1922
49 1867–1983 1925

50 1870–1986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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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体重发育
51–100	周

周龄 体重
范围	(克)

体重
	平均值	(克)

51 1872–1988 1930
52 1874–1990 1932
53 1876–1992 1934
54 1878–1994 1936
55 1881–1997 1939
56 1884–2000 1942
57 1887–2003 1945
58 1889–2005 1947
59 1891–2007 1949
60 1892–2010 1951
61 1895–2013 1954
62 1897–2015 1956
63 1900–2018 1959
64 1902–2020 1961
65 1905–2023 1964
66 1908–2026 1967
67 1910–2028 1969
68 1912–2030 1971
69 1915–2033 1974
70 1917–2035 1976
71 1919–2037 1978
72 1921–2039 1980
73 1924–2042 1983
74 1926–2046 1986
75 1928–2048 1988

周龄 体重
范围	(克)

体重
	平均值	(克)

76 1930–2050 1990
77 1933–2053 1993
78 1935–2055 1995
79 1937–2057 1997
80 1939–2059 1999
81 1941–2061 2001
82 1943–2063 2003
83 1944–2064 2004
84 1946–2066 2006
85 1947–2067 2007
86 1949–2069 2009
87 1950–2070 2010
88 1952–2072 2012
89 1953–2073 2013
90 1955–2075 2015
91 1956–2076 2016
92 1957–2079 2018
93 1958–2080 2019
94 1960–2082 2021
95 1961–2083 2022
96 1961–2083 2022
97 1962–2084 2023
98 1962–2084 2023
99 1963–2085 2024

100 1963–2085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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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生长和体重（克）发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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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生长和体重（克）发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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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息
表	18：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性能指标	–	19–45	周
周龄 入舍鸡

产蛋枚数
产蛋率
(%)

蛋重
(克)

产蛋总重
克/存栏母鸡			千克/入舍母鸡

累计 入舍母鸡 存栏母鸡 每周 累计 每周 累计
19 0.7 9.8 9.8 42.9 42.9 4.2 0.03

20 3.3 37.1 37.2 45.4 44.8 16.9 0.15

21 7.1 55.1 55.2 48.0 46.5 26.5 0.33

22 12.2 72.5 72.7 50.4 48.1 36.6 0.59

23 18.0 82.8 83.1 52.6 49.5 43.7 0.89

24 24.2 88.4 88.7 54.5 50.8 48.3 1.23

25 30.6 91.5 91.9 56.2 51.9 51.6 1.59

26 37.1 93.3 93.7 57.4 52.9 53.7 1.96

27 43.7 94.3 94.8 58.5 53.7 55.4 2.35

28 50.4 94.8 95.4 59.4 54.5 56.6 2.74

29 57.0 95.1 95.7 60.2 55.1 57.6 3.14

30 63.7 95.3 95.9 60.8 55.7 58.2 3.55

31 70.4 95.4 96.1 61.2 56.2 58.8 3.96

32 77.1 95.4 96.2 61.6 56.7 59.3 4.37

33 83.8 95.5 96.3 61.9 57.1 59.6 4.78

34 90.4 95.4 96.3 62.1 57.5 59.8 5.20

35 97.1 95.3 96.2 62.3 57.8 59.9 5.61

36 103.8 95.1 96.1 62.5 58.1 60.0 6.03

37 110.4 94.9 95.9 62.6 58.4 60.0 6.45

38 117.0 94.6 95.7 62.7 58.6 60.0 6.86

39 123.6 94.4 95.6 62.9 58.9 60.1 7.28

40 130.2 94.1 95.4 63.0 59.1 60.1 7.69

41 136.8 93.9 95.2 63.2 59.3 60.1 8.11

42 143.3 93.6 95.0 63.3 59.4 60.1 8.52

43 149.9 93.3 94.8 63.4 59.6 60.1 8.94

44 156.4 93.0 94.6 63.6 59.8 60.1 9.35

45 162.9 92.7 94.3 63.7 59.9 60.0 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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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龄 入舍鸡
产蛋枚数

产蛋率
(%)

蛋重
(克)

产蛋总重
克/存栏母鸡			千克/入舍母鸡

累计 入舍母鸡 存栏母鸡 每周 累计 每周 累计
46 169.3 92.4 94.0 63.8 60.1 60.0 10.17

47 175.8 92.0 93.7 63.9 60.2 59.9 10.59

48 182.2 91.6 93.4 63.9 60.4 59.7 11.00

49 188.6 91.2 93.1 64.0 60.5 59.6 11.40

50 194.9 90.8 92.8 64.1 60.6 59.5 11.81

51 201.3 90.4 92.5 64.2 60.7 59.3 12.22

52 207.6 90.0 92.1 64.2 60.8 59.2 12.62

53 213.8 89.6 91.8 64.3 60.9 59.0 13.03

54 220.1 89.1 91.4 64.4 61.0 58.9 13.43

55 226.3 88.7 91.1 64.4 61.1 58.7 13.83

56 232.5 88.2 90.7 64.5 61.2 58.5 14.23

57 238.6 87.8 90.3 64.5 61.3 58.3 14.62

58 244.7 87.3 90.0 64.6 61.4 58.1 15.02

59 250.8 86.9 89.6 64.6 61.4 57.9 15.41

60 256.9 86.4 89.2 64.7 61.5 57.7 15.80

61 262.9 86.0 88.9 64.7 61.6 57.5 16.19

62 268.9 85.5 88.5 64.8 61.7 57.3 16.58

63 274.8 85.0 88.1 64.8 61.7 57.1 16.96

64 280.7 84.5 87.7 64.8 61.8 56.9 17.35

65 286.6 84.1 87.3 64.9 61.9 56.7 17.73

66 292.5 83.6 86.9 64.9 61.9 56.4 18.11

67 298.3 83.1 86.5 65.0 62.0 56.2 18.49

68 304.1 82.6 86.1 65.0 62.0 56.0 18.86

69 309.8 82.1 85.7 65.1 62.1 55.7 19.24

70 315.5 81.5 85.2 65.1 62.1 55.5 19.61

71 321.2 80.9 84.7 65.1 62.2 55.2 19.98

72 326.8 80.3 84.2 65.2 62.3 54.9 20.34

表	18：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性能指标	–	46–72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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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龄 入舍鸡

产蛋枚数
产蛋率
(%)

蛋重
(克)

产蛋总重
克/存栏母鸡			千克/入舍母鸡

累计 入舍母鸡 存栏母鸡 每周 累计 每周 累计
73 332.4 79.7 83.7 65.2 62.3 54.6 20.71
74 337.9 79.1 83.2 65.2 62.4 54.3 21.07
75 343.4 78.5 82.7 65.3 62.4 54.0 21.43
76 348.9 77.9 82.1 65.3 62.4 53.6 21.78
77 354.3 77.3 81.6 65.3 62.5 53.3 22.14
78 359.6 76.6 81.1 65.4 62.5 53.0 22.49
79 365.0 76.0 80.5 65.4 62.6 52.6 22.84
80 370.2 75.3 80.0 65.4 62.6 52.3 23.18
81 375.5 74.7 79.4 65.5 62.7 52.0 23.52
82 380.6 74.0 78.8 65.5 62.7 51.6 23.86
83 385.8 73.4 78.2 65.5 62.7 51.2 24.20
84 390.9 72.7 77.6 65.5 62.8 50.9 24.53
85 395.9 72.0 77.1 65.5 62.8 50.5 24.86
86 400.9 71.3 76.5 65.6 62.8 50.1 25.19
87 405.8 70.6 75.8 65.6 62.9 49.7 25.51
88 410.7 70.0 75.2 65.6 62.9 49.3 25.84
89 415.6 69.3 74.6 65.6 62.9 49.0 26.15
90 420.4 68.5 74.0 65.6 63.0 48.6 26.47
91 425.1 67.8 73.3 65.7 63.0 48.2 26.78
92 429.8 67.1 72.7 65.7 63.0 47.7 27.09
93 434.5 66.4 72.0 65.7 63.1 47.3 27.39
94 439.1 65.7 71.4 65.7 63.1 46.9 27.70
95 443.6 64.9 70.7 65.7 63.1 46.5 27.99
96 448.1 64.2 70.1 65.8 63.1 46.1 28.29
97 452.6 63.4 69.4 65.8 63.2 45.6 28.58
98 456.9 62.7 68.7 65.8 63.2 45.2 28.87
99 461.3 61.9 68.0 65.8 63.2 44.8 29.16
100 465.6 61.2 67.3 65.8 63.2 44.3 29.44

表	18：罗曼褐	-	小型系列蛋鸡性能指标	–	73–100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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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罗曼褐	-	小型系列鸡蛋分级	
周龄 预期分级率(%)

按周龄分
预期分级率(%)
按周累计

小/S 中/M 大/L 特大/XL 小/S 中/M 大/L 特大/XL
小于 53 g 53–63  g 63–73 g 大于 73 g 小于 53 g 53–63 g 63–73 g 大于 73 g

20 99.5 0.5 0.0 0.0 99.6 0.4 0.0 0.0

25 19.1 77.8 3.1 0.0 56.8 42.4 0.8 0.0

30 2.4 68.7 28.8 0.1 30.4 60.0 9.6 0.0

35 1.1 55.8 42.7 0.4 20.4 60.1 19.4 0.1

40 0.7 49.3 49.3 0.7 15.4 58.0 26.4 0.2

45 0.5 42.8 55.5 1.2 12.5 55.3 31.8 0.4

50 0.4 39.2 58.8 1.6 10.5 52.9 36.0 0.6

55 0.3 36.6 61.1 2.0 9.1 50.8 39.4 0.7

60 0.3 34.0 63.3 2.4 8.0 49.0 42.1 0.9

65 0.2 32.4 64.6 2.8 7.2 47.3 44.4 1.1

70 0.2 30.8 65.9 3.1 6.6 45.8 46.3 1.3

75 0.2 29.2 67.1 3.5 6.1 44.5 48.0 1.4

80 0.2 28.4 67.7 3.7 5.6 43.4 49.4 1.6

85 0.2 27.7 68.2 3.9 5.3 42.4 50.6 1.7

90 0.2 26.9 68.8 4.1 5.0 41.4 51.7 1.9

95 0.1 26.2 69.3 4.4 4.7 40.7 52.6 2.0

100 0.1 25.5 69.8 4.6 4.5 40.0 53.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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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免责声明
本管理指南给出的信息、意见和建议仅用于指导和教育目的，由于各地环境和疾病情况各异，一
本指南无法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罗曼已尽全力确保指南出版之时提供的信息准确可靠，但
本公司不对该等信息或管理建议的任何错误、遗漏或不准确之处负责。
此外，罗曼不保证、亦不对该等信息或管理建议的用途、有效性、准确性或可靠性、以及使用或遵
循该等信息或管理建议造成的鸡群性能或生产力作出任何陈述或担保。在任何情况下，罗曼都不
对使用本管理指南所含信息或管理建议产生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特殊损害、间接损害、后果性
损害或任何性质的特别损害负责。

罗曼家禽育种公司饲料和原料能量含量的计算方法
（国际 WPSA 公式）：
ME 兆焦 / 千克 = 克粗蛋白 x 0.01551
 + 克粗脂肪 x 0.03431
 + 克粗淀粉 x 0.01669
 + 克糖 x 0.01301（比如蔗糖)

ME	=	代谢能	兆焦	/	千克
1	千卡	=	4.187	千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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