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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优质鸡杂交效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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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大 骨 鸡 为 母 本 ，苏 禽 黄 鸡 （快 大 型 ）为 父 本 进 行 优 质 地 方 肉 鸡 杂 交 试 验 。 结 果 表 明 ，杂 交 后 代

在 ’ 周 龄 体 重 ：公 鸡 " ()% *，高 于 亲 本 大 骨 鸡 +,$*；母 鸡 "#"% *，高 于 亲 本 大 骨 鸡 +"- *。 成 活 率 为 公 鸡

"%%.，高 于 大 骨 鸡 和 苏 禽 黄 鸡 。 饲 料 转 化 率 为 公 鸡 )/-#，母 鸡 )/,)。 表 现 出 较 好 的 杂 交 优 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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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骨鸡属地方肉蛋兼用鸡种，具有肉质鲜美、腹部丰满、体型美观和觅食力强等特点，多年来深受

广大消费者的欢迎。近年来，人们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追求优质、健 康 特 色 食 品 的 欲 望 越 来 越 强

烈。为了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改进肉鸡的肉质风味，以满足消费者及 市 场 的 要 求 ，吉 林 省 农 业 科

学院对本地大骨鸡与引进黄鸡进行杂交试验，探讨构建新的杂交繁育体系。

" 材料与方法

"/" 试验材料

本试验以大骨鸡作为母本，苏禽黄鸡作父本，杂交生产后代为试验组，大骨鸡、苏禽黄鸡作为对照

组。每组抽取雏鸡 )%% 只，在相同饲养管理条件下，分群饲养，测定各组鸡生产性能。

"/) 饲养管理

# 组试验鸡采用半开放式笼养，( 周龄后改为网上平养，每组鸡饲养密度相同。"2# 周龄自然光照

与人工光照结合，后期采用自然光照。每组鸡在 $ 周龄前喂小鸡料。小鸡料的粗蛋白质为 ))/#-.、脂

肪 +/--.、钙 "/#$.、磷 %/$.，- 周 龄 后 改 喂 肉 鸡 料 ，粗 蛋 白 质 为 "’/+.、脂 肪 $/#$.、钙 )/$+.、磷

%/(’.。各组鸡其他管理与疾病防疫参照种鸡程序进行。

"/# 测定项目

试验期内，每天称测各组鸡饲料消耗量，记录死亡数，每 周 龄 从 每 组 随 机 抽 取 公 、母 鸡 各 #% 只 进

行个体空腹称重。

"/+ 统计分析

试验结束时，计算每组鸡各周龄平均体重、标准差、变异系数。试验期内测定每组饲料转化率和杂

交鸡杂种优势等，将试验结果进行差异显著性分析。

) 结果与分析

)/" 各周龄体重

由表 " 可见，整 个 试 验 期 中 ，杂 交 鸡 平 均 体 重 大 于 大 骨 鸡 小 于 苏 禽 黄 鸡 ，杂 交 鸡 与 大 骨 鸡 在 "2(
周龄体重差异显著（34%/%(），$2’ 周龄差异极显著（34%/%"）；而杂交鸡与苏禽黄鸡 "2( 周龄体重差异

不显著，$2’ 周龄杂交鸡各周龄体重均小于苏禽黄鸡。’ 周龄杂交鸡体重仍表现出杂种优势，超 过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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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亲本平均值，母鸡为 !"# $，公鸡为 %!"&’ $。

%&% 各组成活率与饲料转化效率

试 验 期 各 组 鸡 成 活 率 与 饲 料 转 化 率 结 果 见

表 %、(，杂交鸡的成活率最高，其次是大骨鸡。杂

交鸡与大骨鸡、苏禽黄鸡成活率差异不显著，杂

交鸡在成活率方面表现出杂交优势。

饲 料 转 化 率 公 鸡 %&)(，母 鸡 %&*%，同 样 表 现

出较好的杂交优势。

( 讨论与结论

本次试验测定的杂交鸡 " 周龄母鸡平 均 体 重 为 ! (!+ $，公 鸡 平 均 体 重 为 ! ’%+ $，达 到 该 类 型 优

质鸡 !&( ,$ 以上的市场目标。此外，杂交鸡在整个试验期内均表现出明显的杂种优势，呈现出超显性。

尽管试验在饲料转化方面表现出杂种优势，但测定结果与原有繁育体系肉鸡性能相近。

杂交鸡成活率分别超过大骨鸡与苏禽黄鸡 %&+ 和 %&’ 个百分点，表现出杂交鸡个体在生活力方面

的显著杂种优势。

- 关于构建新繁育体系的可能性

本次杂交试验结果表明，杂交鸡个体由于在生长性能与成活率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杂交优势，外形与

生 产 性 能 符 合 市 场 要 求 ，可 以 考 虑 以 大 骨 鸡 为 母 本 ，苏 禽 黄 鸡 .快 大 型 /为 父 本 ，构 建 新 的 二 系 杂 交 繁

育体系.吉林黄鸡/。
综上所述，在生产上用新构建的二系杂交繁育体系是完全可行的，替代产品将更大满足消费者对

市场鲜鸡肉质的更高需求。

表 % 试验期各组鸡成活率 0

性 别 杂交鸡 大骨鸡 苏禽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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