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谁？

大多数肠道菌群是由严格厌氧菌组成，比

兼性厌氧菌和需氧菌多出2-3个数量级。迄今

为止，已经发现超过50多个细菌门，但人类肠

道菌群主要是其中两类：拟杆菌和厚壁杆菌，

其他菌属，例如变形杆菌，疣微菌，放线菌，

梭杆菌和蓝藻所占比例是很少的。细菌种属的

数量根据不同的研究差别很大，但普遍接受的

观点是，肠道微生物大约为500到1000种。最

近的一项综合分析表明，人类肠道菌群是由超

过35000种细菌组成。

他们来自何方

哺乳动物出生时通过产道接触到复杂的

微生物种群，开始暴露于复杂的微生物菌群环

境下。肠道菌群开始建立和之后的一年，哺乳

动物小肠的微生物组成相对简单，并且根据不

同个体和时间差别很大。一年之后，肠道菌群

和成年人的相似并稳定化。Ley等针对小鼠的

实验结果表明，其后代的微生物菌群和母亲相

似，另外，实验表明同卵和异卵双胞胎的微生

物菌群结构和他们兄弟姊妹的基本相似，这就

说明母体的微生物菌群对下一代的肠道微生物

种群的影响远比遗传因素的影响更大。

虽然这些研究表明，母体菌群接种在下

一代肠道微生物群落的构成方面是一个重要因

素，但是依然有复杂因素导致很难得出明确结

论。例如，很难针对不同饮食结构的人群进行

研究。另一方面，小鼠的研究是在高度控制的

环境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接触到除了其他窝的

和父母代的微生物，其他的来源微生物甚少。

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父母代菌群接

种在成人肠道菌群形成中的作用。

他们是如何进行选择的？

有研究表明，除了母体的菌群组成，宿

主的遗传学特性也将影响机体肠道微生物组

成。例如，在同一窝小鼠中，肥胖的与较瘦的

相比，其肠道的主要菌群的比例有所改变。此

外，小鼠体内的高密度脂蛋白（载脂蛋白AI）

主要成分基因发生突变从而引起微生物菌群的

变换。但宿主基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是间接

的，一般通过宿主代谢活动实现。对于肥胖症

的研究还表明，饮食影响肠道微生物的组成。

高能高脂饮食诱导体重增加并显着改变肠道微

生物组成，控制饮食后可以能够扭转这种情

况。

许多因素对机体肠道微生物组成均造成

影响，但是构成人体微生物菌群在门这一分类

层次上是相当稳定的。人体内优势肠道菌群菌

群构成是相对保守的，这些菌群所占的比例可

能根据个体差异有所变化。但当分析到人肠

道内菌群的属及种分类时，个体的菌群种类

出现了差异。在门的水平上，个体肠道内微

生物种群的变化是相当高，这表明，虽然维

持菌群间区系的存在需要有选择性压力的存

在，但微生物的功能冗余允许个体间微生物

菌群组成发生变化，并不影响微生物菌群功

能的平衡。这一假设仍有待实验验证。

细菌入侵

尽管胃肠道粘膜具有保护机制，但人类

依然会面临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入侵肠道的情

况。肠道病原体必须穿过覆盖于肠粘膜上紧密

的菌群结构后才能引发感染，从而破坏了宿主

的肠道微生物平衡，并引起一系列疾病。

例如肠应激综合征（IBS），即肠道功能

性紊乱，其病因复杂，其中，肠道感染后，宿

主肠道微生物平衡的紊乱是病因之一。动物模

型中，使用益生菌可以缓解肠应激综合症，使

肌肉过度收缩趋向正常。这进一步表明，菌群

紊乱会促使肠应激综合征（IBS）的发生。

细菌易位和疾病的发生

某些情况下，肠道菌群的数量超出其严格

规定的范围，可能会引发全身性并发症，并诱

发针对远端靶器官新的疾病的发生。肠道微生

物的全身性感染及其导致的并发症，可能由两

个机制造成：一是由内部诱因导致的全身性细

菌易位，如微绒毛功能受损，导致细菌过度繁

殖并破坏肠道平衡，从而诱发原发性全身并发

症；二是外部损伤或炎症反应导致肠道通透性

的变化从而促使细菌易位，最终进一步引起全

身并发症和更严重的疾病。

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似乎有助于宿主几乎

各个方面性能的增长和改善，很多疾病和机能

障碍与肠道微生物菌群的数量、组成和定植方

式密切相关。

在特定条件下，比如肠道感染或鸡传染性

法氏囊病发病中，原籍微生物群落的构成已经

明确，菌群结构与疾病发生的各方面关系也被

揭示。更多研究正试图找出宿主和微生物之间

微妙的调节障碍，以及这种失衡如何导致疾病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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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是动物体消化吸收的重要场所，

维持肠道健康是保证动物机体正常生长的关键

所在。在商业化养殖过程中，日粮和传染病等

许多因素均可负面影响鸡群其健康状态和生产

性能，使得家禽产业的生产成本和疾病控制越

来越具有挑战性。肠道是体内最大的消化吸收

和免疫器官，肠道微生物通过释放某些生物活

性物质或间接激活肠道免疫系统，影响杯状细

胞的生长和肠道黏膜的完整性，进而对整个机

体的营养、免疫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肠道中

微生物区系的稳定、平衡是家畜养殖的重中之

重。本文就鸡消化道生理特点，微生物群落的

建立和演替规律及其肠道菌落平衡的影响因素

等进行了探讨。

一、肠道作为免疫学屏障作用

1.1 鸡消化系统的组成和生理特点

鸡的消化道组成是由喙、口腔、咽、食

道、素囔、腺胃、十二指肠、空肠、回肠、盲

肠、直肠、泄殖腔和肛门组成，消化腺是由唾

液腺，胰脏，胆囊组成。

家禽嗉囔或食道膨大部分主要起储存实

物的作用。家禽的腺胃黏膜缺乏主细胞，胃液

由其壁细胞分泌。腺胃体积小，食物停留时间

短，混有胃液的食物主要在肌胃通过机械和化

学作用得到消化。家禽的肠道长度与体长比值

比哺乳动物小，食物从胃进入肠后，在肠内停

留时间短，一般不超过一昼夜，食物中许多成

分还未经消化充分就随粪便排出体外。消化系

统是肌体重要的保护屏障。如胃酸具有杀菌作

用；胆汁具有抑菌作用肠绒毛上皮细胞具有选

择吸收功能，可以减少和防止肠道有毒物质的

吸收；胃肠黏膜的分泌物中含有溶解酶，具有

抗菌和抑菌作用等。

1.2 鸡肠道微生物屏障作用

肉鸡肠道上皮等黏膜必须保持高度完整和

功能，才能阻止大批病原体从肠腔侵入体内，

肉鸡健康往往与肠道疾病有关，病原微生物

引起的胃肠道极小的损伤（例如，产气荚膜梭

菌、球虫、大肠杆菌、沙门菌和弧菌等破坏小

肠绒毛），就能使肉鸡生产性能显著下降，而

微生物感染造成的肠胃严重损坏（临床型）可

使鸡群暴发疾病，提高肉鸡的死淘率，持续的

免疫反应也会降低家禽的生产性能。因此，肉

鸡必须具有结构完整和具有良好免疫保护功能

的健康的消化道，才能最大程度地提高对养分

的消化和吸收，减少家禽疾病对生产性能的影

响。在现代肉鸡生产系统中，在高饲料成本时

代，这对保持良好的饲料效率和较佳的生长速

度和经济效益是极为重要的。

鸡肠道微生物区系及影响
其稳定性的因素



当饲养管理不当、饲料配方不合理、饲料

品质不良（发霉腐败），突然更换饲料、环境

应激，将造成鸡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

二、鸡肠道正常菌群

鸡在整个生长期间，其肠道内菌群变化

呈一定的规律性。刚出壳的雏鸡肠道内是无菌

的，逐渐由空气、饮水和饲料等途径从外界环

境中带入各种各样的细菌，即链球菌和肠球菌

等在肠道中定植。进入消化道的微生物和动物

体之间经过彼此间的相互适应和识别，有一部

分细菌便定居在肠道的某一部分，经过生长繁

殖成为肠道的正常菌群（即原籍菌群），这种

菌群在消化道中的密度极高，占消化道中细菌

的绝大部分，主要由专性厌氧菌组成，另一部

分动物体不需要或细菌不能适应动物的肠道环

境，则随粪便排出体外（又称过路菌）；在两

者之间，还有一部分暂时在动物肠道内生存的

菌群（即暂住菌群），这部分细菌在体内为低

密度菌，主要由外籍菌群和环境菌群构成，以

2.1 前肠正常菌群种类和数量

出壳的雏鸡，肠道内无菌，出壳后1小

时，在嗉囊、腺胃中能检出少量的肠球菌及梭

菌。随着摄食的开始，细菌总数急剧增加，开

食2天后乳杆菌在十二指肠内迅速增殖，7日龄

时小肠部位的菌已基本形成。当雏鸡消化道主

要正常菌群定植完成后，十二指肠的优势菌群

为乳杆菌和肠球菌。十二指肠及小肠上部微生

物较少，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胃酸将

来自口腔及食物中的部分微生物杀死；（2）

肠蠕动快，饲料停留时间短；（3）胆汁的杀

菌作用。

一般情况下，有两类不同的菌群能在

禽类胃肠道中定植。第一类是与上皮细胞有

密切关系的菌群，例如，嗜酸性乳酸杆菌

（Lctobacillus acidophilus）就是这类很好定

植的微生物。第二类是游离于肠腔的细菌群，

如粪链球菌、枯草芽孢杆菌等。这些肠腔细菌

以足够快的速率繁殖，以便不被肠蠕动排出。

如果是非致病的有益微生物定植，且只要它们

处于优势菌群，那么，宿主动物就应得到有益

作用。

关于家禽乳酸杆菌区系的研究显示，嗉囊

是用于维持肠道微生物平衡的乳酸杆菌的主要

来源。这些乳酸杆菌附着于嗉囊的上皮细胞组

织上。在这个部位，乳酸杆菌能接种新进食的

食物，以确保这些细菌压抑大肠杆菌和其它病

原菌而成为优势菌群。据报道，嗉囊上皮中的

乳酸杆菌层对雏鸡有明显好处。这些微生物形

成一到三层厚的细胞层，且在鸡的整个生命阶

段持续存在。

对健康肉鸡的空肠进行电镜扫描，可以

看到大量的杆菌、少量的球菌以及真菌的菌丝

体。何明清等报道空肠占优势的菌群为双歧杆

菌、乳酸杆菌及拟杆菌，其次为消化球菌及弯

曲杆菌等厌氧菌。但何昭阳等则报道双歧杆

菌、乳酸杆菌和真杆菌为优势菌。由此可见空

肠的菌群结构还有待继续研究。研究表明，回

肠的不同部位菌群差异较大。前端靠近空肠，

菌数较少，而回肠末端，pH 和氧化还原电位

低，利于专性厌氧菌繁殖，此处微生物较多，

且95% 以上为厌氧菌。所以目前大都研究回

肠末端的菌群结构。LU 等研究显示，鸡回肠

里大约70%的微生物是乳杆菌属，其次是梭菌

属（11%）、链球菌属（6.5%）及肠球菌属

（6.5%）； 且回肠分别在7-12日龄和21-28

日龄期间菌群结构稳定，但在整个3-49日龄期

间菌群结构有显著变化。

2.2 后肠正常菌群种类和数量

盲肠内充满粘稠不含食物颗粒的粘液，流

动性低，其内的细菌生长情况犹如分批培养，

因而菌群数量多，且复杂。鸡盲肠菌群的研究

大多采用传统分离培养，优势菌群为专性厌氧

用药前后的菌膜屏障电镜照片对比

需氧和兼性厌氧菌为主。研究表明：乳酸杆菌

是鸡嗉囊中的优势菌群，空肠和直肠中的优势

菌群为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及拟杆菌，其次为

消化球菌和弯曲杆菌。回肠内的优势菌群主要

为乳酸杆菌。盲肠中细菌的种类和数量最多，

其中优势菌群主要包括，拟杆菌、真细菌、双

歧杆菌、消化球菌和梭菌等，而葡萄球菌、产

气荚膜杆菌和酵母的数量较少。

传统的鉴别培养技术鉴定了肠道中的一

些有益菌群，但对一些无法进行培养的细菌无

法进行鉴定。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克服了培养

某些微生物的困难，从菌群中提取微生物DNA 

来鉴定和分析细菌群落的特性及结构，发现鸡

胃肠道中90% 的细菌是以前未知的细菌。



菌，达1011 cfu/g，至少能分离出38个不同类

型的菌，而且它们又包含许多不同的种。国外

的一些学者估计，最多只有10-60%的盲肠总

菌能通过培养法被检测出来。直肠内容物正常

菌群的种类和数量变化很大，这是由于来自回

肠和盲肠内容物的混合比例不同所致，所以不

同的研究者对直肠正常菌群的研究结果差距较

大。

何明清等报道，盲肠里拟杆菌、真杆菌、

双歧杆菌、消化链球菌等是最优势菌群，其次

是乳酸杆菌（108cfu/g），链球菌和肠杆菌为

107-108 cfu/g，葡萄球菌、产气荚膜梭菌和

酵母菌，菌数少且不稳定。直肠中占优势的菌

群为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及拟杆菌，其次为消

化球菌及弯曲杆菌等厌氧菌。而LU 等利用保

守序列16S rRNA 等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研究

发现，鸡盲肠里梭菌属（65%）为优势菌，其

次是梭杆菌属（14%）、乳杆菌群（8%）及

拟杆菌属（5%）；且盲肠在3-7日龄、14-28

日龄期间及49日龄时的菌群结构有明显的差

异，回肠微生物群落基因序列大约70% 与乳

酸菌相关，其它主要是梭菌（11%）、链球菌

（6. 5%）和肠球菌（6.5%）。14日龄以下

的雏鸡，其小肠和盲肠中主要是乳酸菌。这些

差异表明，随着日龄的增加，从一个过渡的结

构到每一个逐渐复杂的结构存在着演替性。

三、影响微生物群落稳定性的因素

3.1 年龄和环境

鸡具有食粪癖，这使雏禽在孵化后几天内

就建立起保护性肠道微生物区系。由于雏鸡与

环境中细菌的接触，在孵化后3d 其肠道内细

菌浓度与成年鸡非常相近。但早期的微生物区

系非常简单，若向复杂菌系转变特别是专性厌

氧细菌群落的建立，需要几周的时间。随着日

龄的变化，各消化道的微生物区系也由简单向

复杂发展. 并且不同消化道之间的菌群多样性

存在一定差异，盲肠中微生物的多样性在不同

日龄肉鸡中表现最为丰富。

3.2 饲料的营养水平

小肠不仅是营养物质吸收的重要器官，而

且也是许多肠道病原菌定植的场所，因而对肠

道功能的维持和疾病控制特别重要。由于饲料

直接影响了肠道内食糜这一细菌主要培养物的

构成，因而可以通过日粮来影响微生物区系，

维持肠道微环境。

3.3 胃肠道的pH 值

胃肠道食糜pH值不但可以直接影响各种

消化酶的活性和日粮消化率，而且它也能影响

肠道微生物区系的菌种组成和病原菌电势的传

导。胃液低的pH值可以作为宿主抵抗病原菌的

屏障。pH值在胃肠道其它区域也具有重要作

用，它不仅影响中段和下段肠道的消化酶的活

性，而且影响病原菌的定植能力。

3.4 挥发性脂肪酸的作用

许多研究表明短链脂肪酸在抵抗病原菌上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挥发性脂肪酸和其它短链

脂肪酸可以增强机体对包括胃肠道内病原菌大

肠杆菌在内的异物的抵抗力。挥发性脂肪酸除

了对病原菌的直接影响外，还通过提供能量和

其它代谢物对肠道及整个动物体的健康起有益

作用。此外，挥发性脂肪酸的重要性在回肠、

小肠的中部和前部也有体现。同时，微生物群

落也可通过酵解非水解性寡聚糖和多聚糖，释

放的短链脂肪酸能够为鸡提供充足的能量。当

饲喂高纤维素性饲料时，饲料的转化率提高，

饲料能量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3.5 肠道粘蛋白的作用

粘蛋白是一类由肠道和其它粘膜表面的上

皮细胞分泌的糖蛋白，可保护肠道粘膜免受饲

料的磨损和细菌定植的影响。肠道的粘蛋白可

以特异地结合病原菌的粘附素，这样减少了与

宿主细胞相似受体粘连的危害性。粘蛋白和其

它糖蛋白在肠道中可以被微生物发酵而降解，

因而为各种微生物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培养基。

肠道菌种可以特异地选择具有糖蛋白组分的碳

水化合物作为营养物质，这样，在肠道内肠粘

蛋白和微生物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平衡，这种

平衡随着动物的健康状况、日粮的组成以及其

它应激因素而有所变动。

四、小结

综上所述，正常菌群作为鸡肠道的组成部

分，参与了鸡的生长、发育、消化、吸收、营

养、免疫、生物拮抗及其各种功能和结构的发

生、发展和衰退的全过程。健康肉鸡肠道中，

前肠（嗉囊和小肠）微生物与后肠（盲肠）微

生物有明显的区别。研究其肠道正常菌群的结

构及其演替规律，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为

开发功能微生物、丰富菌质资源以及研制禽微

生态制剂提供理论基础。





反映灵敏，虹膜边

界清淅。

鸡 眼 怕 光 流

泪，结膜发炎，可

见于鸡传染性鼻

炎，喉气管炎。结

膜囊内有豆腐渣样物，角膜穿孔失明，可见

于维生素A缺乏症。眼睑常被眼眵粘住，眼边

有颗粒状小痂块，常见于泛酸缺乏症。眼部

肿胀，可见于鸡痘、慢性呼吸道病。眼白色混

浊、失明，可能是副伤寒、脑脊髓炎的后遗

症。瞳孔变成随圆形、梨子形、圆锯形，或边

缘不齐，虹膜灰白色，常见于马立克病。

 （三）、口鼻变化

正常鸡的口腔

和鼻孔干净利索，

无分泌物和饲料附

着。

病 鸡 口 、 鼻

有大量粘液，经常

晃头，想甩出粘液，可能是鸡新城疫。口、鼻

流出混有泡沫的粘液，呼吸急促，多见于禽霍

乱。病鸡咳嗽、流鼻涕，鼻腔有分泌物，多见

于传染性鼻炎、传染性支气管炎、慢性呼吸道

病。呼吸困难、喘息、咳出血色的粘液，可能

是传染性侯气管炎。

 （四）、羽毛变化 

鸡 正 常 时 ，

毛不仅鲜艳还有光

泽。有病时羽毛竖

立，容易被污染，

但高产母鸡羽毛也

较凌乱。羽毛松

乱，翅膀、尾巴下垂，体温高，多见于急性传

染病，如鸡新城疫、禽霍乱、鸡伤寒等。羽毛

松乱、冠发白、体质瘦弱，多见于慢性病如鸡

白痢、结核病、球虫病、蛔虫病等。小鸡羽毛

生长不良，体态蓬松粗燥，常见于烟酸缺乏

症。羽毛中物色素沉着，产生白色羽毛，可能

缺乏叶酸。皮肤发炎，羽毛变脆、脱落、患部

刺挠而啄食自身羽毛，多见于体外寄生虫病如

鸡膝螨、鸡羽虱。

（五）、腿部变化

鸡腿负荷较重，患病时变化也较明显。

关节肿大，行走困难，跛行，可见于病毒性关

节炎、痛风等。腿麻痹、无痛感、两腿呈“劈

叉”姿势，可见于

鸡马立克病。病初

跛行，既而蹲着，

大腿易骨折，可见

于葡萄球菌感染。

关节肿胀有压痛，

跛行或不愿行走，常蹲坐在自己两腿上，多见

于软骨症。病鸡腿部弯曲，膝关节肿胀变形，

有擦伤，不能站立，或者拖着一条腿走路，多

见于锰和胆碱缺乏症。足趾向内卷曲，不能伸

张，不能行走，多见于核黄素缺乏症。

（六）、姿势变化 

正常鸡站卧自然，行动自如，无异常动

作。病鸡转圈行走或倒退向后走，头颈歪向

一侧或向后背，可能是鸡新城疫。病鸡步态

不稳，跌跌撞撞，一边走一边扑楞翅膀，可能

是鸡脑脊髓炎。病鸡运动不协调，头向后或歪

向一侧，转圈运动或经常摔倒，常见于维生

素E和硒缺乏症。病鸡不能站立，头向后仰，

坐在自己的腿上，

象“望天空”的样

子，多见于维生素

B1缺乏症。病鸡肛

门潮湿，经常回

头，啄自己肛门周

围的羽毛，可能是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先兆的症

状。 

二、发病鸡粪便的不同颜色和形态

变化

禽粪的粪便不单是消化道的排泄物，同

时又是秘尿系统的排泄物，正常粪便有形而不

硬，其形状略显麻花样扭转。呈灰褐色或灰黄

色，在粪的表面附有白色尿酸盐沉积。当饲料

配方变动引起饲料营养变化、饮水量和水离子

含量变化、投服药物、中毒等等都能引起粪便

的形态和颜色上发生变化。当机体受到病原菌

（毒）的侵害时，正常的新陈代谢发生紊乱，

代谢产物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病原

直接作用于消化道和秘尿系统更是直观地引起

粪便变化。如饲养员每天注意观察鸡只排粪状

况，便可从鸡粪的颜色和质地的异常来了解鸡

的健康状况，同时也可以从鸡粪颜色和质地的

异常状况来对鸡病进行初步的诊断及防治。

正常情况下，鸡的食料量与饮水量之比约

为1:2，夏季可达1:3，甚至更高。众所周知，

在夏季热应激情况下，鸡的采食量减少而饮水

量增加。例如，在25℃以上的环境中，舍温每

升高1℃，采食量下降1.6%，饮水量每日每只

鸡的饮水量增加11毫升。鸡只大量饮水，多余

的水分从尿中排出相应增加，使粪便因含水量

较多而变得较稀薄，此乃正常现象。此外，如

饲料中含盐量过高，例如添加咸鱼粉，或在使

用某种抗球虫药时提高饲料中含盐量，而更换

使用另一种抗球虫药时未能将含盐量及时调低

等。在这些情况下，鸡只也会因摄入多量水分

而造成水样粪便。以下对鸡只粪便的颜色和质

地的异常来进行健康状况初步的诊断及防治。



1、排白稀粪

1）若白色带有小块的石灰糊样粪是尿酸

盐增多，主要由尿酸盐组成。原因：钙过多或

是肾型传支，或饲喂高蛋白饲料。治疗：查验

配方使钙或蛋白水平符合品种鸡营养要求，如

果除了白色石灰样粪外，鸡群产蛋率下降较多

且有畸形蛋，则基本上可判定为肾型传支，对

肾型传支接种H120，同时在饮水中加入肾肿解

毒药。

2）白痢粪便。沙门氏菌特别是白痢菌在

盲肠内大量繁殖，使肠道内的有益菌受到抑

制，正常的糖稀粪便因过氧化氢酶的作用变成

了白色。并且阻碍了肠道水分的再吸收，使粪

便带有粘性。

3）若拉牛奶样稀粪，可能是弧菌性肝炎,

该病多发于开产前后,肝肿、质脆、出血，腹

腔内有血水。

4）若拉白色水样稀粪，可能是大肠杆菌

病，产蛋下降综合症。而减蛋综合症还表现产

蛋量突然下降，同时伴有软皮蛋、薄壳蛋、褪

色蛋。

5）拉白色蛋清样稀粪，可能是传染性法

氏囊。如胸肌腿肌条状出血，法氏囊肿大，则

可诊断为IBD。

2、排红色血粪

1）血痢或稀粪带血：可由细菌（坏死性

肠炎）、病毒病（新城疫）或真菌（霉玉米中

毒）等引起。首先检查饲料是否变霉，再看发

病缓急和产蛋率下降幅度大小不难区分三者疾

病。

2）红西瓜瓤样粪，可诊断为球虫病。

3）排深黑色粪便

鸡群排出深黑色粪便，临床常见四种情

况，一是缺乏某种微量元素或维生素造成异食

癖，食入不洁的食物。二是消化道前段被异物

所伤，肿瘤，溃疡造成出血。三是，饲料质量

差，食入腐败霉变的饲料引起曲霉菌素中毒。

四是，食喂腐殖酸钠，酵母粉，棉籽饼，菜籽

饼用量过大。

4）咖啡色粪便

又称糖稀便，是盲肠里的粪便。由于雏鸡

消化机能差，进入盲肠内的食靡不多，故在4

周前的雏鸡不易观察到糖稀便，盲肠这种粪便

多在清晨采食前后能够看到。这是因为夜间结

肠和泄殖腔的粪道中的粪便已经排空，消化道

前部的食物还没有运动到大肠，即盲肠排出的

粪便没机会同小肠蠕动过来的食靡混合，所以

颜色表现单一。糖稀便不是病症，但是一天中

能间断地观察到这种颜色的粪便，可能是投料

间隔过长造成的，应当调整饲喂时间。

三、观察粪便的方法

不论是雏鸡或是成鸡，笼养带有接粪板的

粪便观察非常方便，平养受垫料吸附粪便中的

水分和鸡群践踏的影响，笼养蛋鸡如是深坑定

期清粪的，观察就有一定的困难。

1、平养舍因病鸡多栖息在地面边缘处，

观察时注意边角处的粪便。因垫料吸附粪便中

的水分，特别是肾传支时的水样稀便，使垫料

突然变的潮湿，这是要跟踪观察雏鸡的排粪时

机以便确定。

2、笼养蛋鸡粪坑里即使用手电能够观

察，但因粪便落差大对形状观察不准，为了观

察方便和确实可临时在底笼下铺一接粪板。

3、为观察饲料中钙的吸收性，可取粪便

放在面盆中加水漂洗，看最后有无石粉颗粒沉

着及颗粒的大小和数量。



专家观点：

在创建和强化中国畜牧水产的垂直整合价值链过程中，即实现供应、繁殖、培育、屠宰和加工

的一条龙生产，养鸡业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其中，如何降低成本是关键。要降低成本并非是单纯降

低饲料成本，而是通过最优化的营养条件、控制疾病，通过深加工获得利润，从而达到最终成本降

低。

                       ——易敢峰 九寨沟 2012 年中国畜牧水产产业价值链建设高峰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