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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饲养方式对城口山地鸡生长性能及部分肉质指标的影响,以期为选取城口山地鸡适宜的饲养方式提供

理论依据.将600只体况相近的1日龄健康城口山地鸡(公母各半)作为试验鸡,随机分成两组,一组采用放养的饲

养方式,另一组采用舍饲的饲养方式,每组设5个重复,各60只.饲喂至4月龄时,分别从每个重复中随机抽取6
只(公母各半),每组共30只鸡(公母各半)进行屠宰,取肉样,测定并比较生长性能、物理性状和肉质营养成分等

指标.结果表明: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生长性能和肌肉营养成分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物理性

状方面,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公鸡胸肌pH值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公鸡胸、腿肌的L*
值,a*值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其他性状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

口山地鸡生长性能和肌肉营养成分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而根据舍饲效率更高、成本较低、便于管理的特点,笔

者认为饲养城口山地鸡至4月龄时使用舍饲方式较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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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山地鸡作为优良的地方品种,分布区域广,种质特性明显,具有适应性强、耐粗饲、抗病力强、遗

传性能稳定、产蛋性能高和蛋品品质好等优良特性[1].因其肉质细嫩、营养丰富、蛋白质含量高、脂肪低,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如今随着我国鸡肉消费趋势的改变,城口山地鸡份额扩大,目前它的饲养方式多为传

统放养,在生产和管理方面尚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为改善城口山地鸡的饲养环境,寻找最适的饲养方式

显得尤为重要.Fanatico等[2]曾对在有无户外运动场地面平养的肉鸡生产性能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其对

肉鸡的性能无显著影响;王海威等[3]研究了不同饲养模式对城口山地鸡生长的影响,发现在舍饲方式下鸡

的生长明显快于放养;刘明杰[4]提出对鸡肌肉品质的评定指标包括:pH值、嫩度、持水能力和风味等.王
阳铭等[5]对城口山地鸡、大宁河鸡和南川鸡的肉用性能进行了测定,结果显示城口山地鸡的产肉性能最优.
肌肉的常量化学成分包括初水分、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钙、磷,这些化学成分直接影响肌肉的消化能

力,是肌肉营养价值评价的重要性状.对于鸡肉适口性而言,肌肉含水量越高,肉质越鲜美,适口性越好,
吴信生等[6]通过试验发现引起地方鸡种肌肉中干物质含量差异的主要因素是蛋白质.脂肪含量是影响肉品

质味道和营养价值的重要因素,Fujimura[7]认为最好的脂防含量为2.5%~3%.而 Wettasinghe等[8]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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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肌肉良好的适口性,脂防含量须达3.5%~4.5%.在这范围内,肌肉脂肪含量越高,肌肉的保水

性就越好,并能获得较好的口感和嫩度,但如果脂肪含量超过这一范围,肌肉在储存过程中就容易腐败变

质,而低于这一范围则会影响肉质和风味.为探讨饲养方式对城口山地鸡生长性能及营养成分的影响,本

试验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在舍饲与放养条件下的生长性能、肌肉物理性状和营养成分进行了比较分析,旨

在选出城口山地鸡适宜的饲养方式,通过宣传普及和技术推广,以进一步提高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从而实

现城口山地鸡产业生产各环节的效益最大化,推动城口山地鸡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的选择与分组

本试验采用完全随机试验设计,选取600只1日龄健康城口山地鸡(公母各半)在相同条件下饲养至60
日龄,随机分为两组,每组300只(公母各半),每组设置5个重复,每个重复60只.一组鸡采用放养的方

式,白天在用铁丝网围成的山坡中自由放养,密度为每666.7m2 养50只,晚间或下雨天停止放养;另一

组鸡采用网上平养的方式,密度为10只/m2,饲养至120日龄进行屠宰及部分肉质指标测定.
1.2 饲养管理

试验日粮采用正大公司的肉鸡料,试验鸡在1~60日龄,61~120日龄分别采用肉小鸡料和肉中鸡料

进行饲喂,饲料的营养成分见表1,两组鸡只每日早晚各投喂1次,自由饮水,放养组鸡白天自由放养,每

日清扫粪便,每周对圈舍及周边消毒一次,并按常规免疫程序进行免疫.
表1 试验饲粮营养水平 /% 

适用阶段 粗蛋白质 粗纤维 粗灰分 钙 总磷 氯化钠 蛋氨酸

1~60日龄 20.00 4.50 7.00 0.87 0.45 0.42 0.60
61~120日龄 18.00 4.50 7.00 0.95 0.45 0.57 0.42

1.3 测定指标与方法

1.3.1 生长性能的测定

每天早上加料前收集前1d的剩余饲料并称质量,记录每天的饲料消耗量及每天死淘的鸡只数量.计
算试验期内城口山地鸡的平均生长速度,并在60日龄、90日龄和120日龄的当天清晨从每个重复随机抽

取20只,每组共100只鸡空腹称质量.
通过记录采食量和体质量,计算鸡日均饲料消耗量和日均料重比.

1.3.2 物理性状的测定

4月龄时从每个试验组中随机抽取30只鸡(每个重复6只)进行屠宰、取肉样并进行肌肉物理性状的测定.
1)pH值的测定

用pH值为9.18和pH值为6.86的标准液对pH计进行校正.鸡宰后45min内,将酸度计的探头

分别插入每只鸡的胸肌和腿肌内,确保探头埋在肌肉内,当pH计读数稳定时,记下pH计的读数,重复

3次算平均值.
2)肉色的测定

用色差仪在肌肉分离后5min内测定胸肌和腿肌的颜色指标:L*值,a*值,b*值,每个样品测定3
次,算其平均值.其中L*值为明度系数,其变化范围为0~100,L*值等于100时表示白色,L*值等于0
时表示黑色,在0到100之内表示不同的亮度值;a*值表示红度,+a*值表示红色,-a*值表示绿色;

b*值表示绿度,+b*值表示绿色,-b*值表示蓝色.a*值,b*值决定了肉的色调.
3)系水力的测定

取屠宰后的肌肉样W1(g),装入保鲜袋内,排除袋内的空气,将温度计的探头放入肉样的中心,袋口

方向朝上,将袋放入80℃的恒温水浴锅中,加热40min,当肉类样品的中心温度达到70℃左右时,取出

将其冷却移至室温,并用滤纸擦干表面的水分,称其质量为W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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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煮损失/%=(W1-W2)/W1×100
取屠宰后的肌肉样W3(g),装入保鲜袋内,用气枪充入空气,悬挂24h后取出称质量W4(g).

滴水损失/%=(W3-W4)/W1×100
1.3.3 营养成分的测定[9]

1)初水分的测定

先洁净称量皿并将其编号,置于(105±2)℃干燥箱中至恒质量,在干燥器中冷却30min,称质量m1,
再称取2~5g左右样品放入称量皿中,称质量m2.将称量皿与样品放入(105±2)℃的烘箱中,干燥至恒

质量,并放入干燥器中冷却30min,称质量m3.
水分/%=(m3-m1)/(m2-m1)×100

  2)粗蛋白的测定———凯氏定氮法

  3)粗脂肪的测定———索式提取法

  4)粗灰分的测定———重量法

  5)钙的测定———高锰酸钾测定法

  6)磷的测定———钼黄法

1.4 数据处理

试验数据先用Excel2010进行初步整理,再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生长性能的影响见表2,61~90日龄间,舍饲与放养下的平均日增质量、
采食量及料重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舍饲下的平均日增质量及采食量要高于放养.91~120
日龄间,舍饲与放养下的城口山地鸡生长性能差异同样无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计算结果发现,无

论是放养还是舍饲,两者的死淘率相同,均为1.67%.
表2 饲养方式对城口山地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饲养方式
61~90日龄

平均日增质量

91~120日龄

平均日增质量

61~90日龄

平均采食量

91~120日龄

平均采食量

61~90日龄

料重比

91~120日龄

料重比

死淘率/

%
放养 13.15±8.36 13.04±7.50 71.94±12.25 89.37±10.86 5.47±0.84 6.85±0.90 1.67
舍饲 13.29±8.44 13.63±7.48 72.00±10.39 89.33±11.08 5.42±0.14 6.55±0.81 1.67

2.2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物理性状的影响

2.2.1 对肌肉pH值的影响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公鸡肌肉pH值的影响结果见表3,母鸡肌肉pH值影响结果见表4,舍饲

与放养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公鸡腿肌pH值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舍饲饲养的公鸡胸肌pH值高于

放养的公鸡胸肌pH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母鸡胸、腿肌pH值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3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公鸡肌肉物理性状的影响

项  目
胸   肌

放养 舍饲

腿   肌

放养 舍饲

pH值 6.07±0.14a 6.15±0.20b 6.20±0.18 6.19±0.17
肉色 L* 88.47±1.29b 87.75±2.51a 88.44±0.44b 87.80±0.81a

a* -10.68±1.35b -9.57±2.51a -11.01±0.82b -10.24±0.99a

b* -4.40±1.83 -4.60±1.73 -4.69±0.78 -5.12±0.95

系水力/% 滴水损失 7.77±2.60 8.14±2.64 8.65±3.32 9.81±4.62
蒸煮损失 29.84±4.67 30.87±4.51 33.18±3.01 33.74±3.88

  注:同行间小写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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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母鸡肌肉物理性状的影响

项  目
胸   肌

放养 舍饲

腿   肌

放养 舍饲

pH值 6.07±0.23 6.19±0.08 6.20±0.17 6.16±0.11
肉色 L* 88.86±2.05 87.57±0.59 88.01±1.87 88.20±2.35

a* -10.41±1.85 -11.62±0.57 -10.82±1.20 -10.98±2.08
b* -4.49±1.25 -4.97±0.34 -4.39±1.55 -4.88±1.47

系水力/% 滴水损失 8.74±1.97 9.61±2.81 9.21±2.19 9.44±2.02
蒸煮损失 26.81±6.39 28.5±3.98 31.58±2.09 31.96±3.05

2.2.2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肉色的影响

舍饲与放养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公鸡肌肉肉色影响结果见表3,母鸡肌肉肉色影响结果见表4.舍饲与

放养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公鸡胸、腿肌的b*值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放养公鸡胸、腿肌

的L*值,a*值均高于舍饲饲养的公鸡胸、腿肌的L*值,a*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舍饲与

放养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母鸡胸、腿肌L*值,a*值和b*值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3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系水力的影响

舍饲与放养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公鸡肌肉系水力影响结果见表3,母鸡肌肉系水力影响结果见表4.
舍饲与放养对于4月龄城口山地鸡公鸡胸、腿肌在滴水损失和蒸煮损失两方面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舍饲与放养对于4月龄城口山地鸡母鸡的胸、腿肌滴水损失和蒸煮损失也同样无统计学

意义(p>0.05).
2.3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营养成分的影响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营养成分的影响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舍饲与放养对4月龄城口

山地鸡公鸡肌肉的初水分、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钙、磷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舍

饲与放养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母鸡肌肉的初水分、粗蛋白、粗脂肪、粗灰分、钙、磷的影响差异也无统

计学意义(p>0.05).
表5 各组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营养成分的比较 /% 

营养成分
公   鸡

舍饲 放养

母   鸡

舍饲 放养

初水分 74.26±3.08 74.54±1.16 74.17±2.75 73.64±0.58
粗脂肪 4.10±2.04 4.44±2.48 5.25±3.56 5.45±3.31
粗蛋白 24.09±0.79 25.67±1.38 24.88±1.39 25.12±1.43
粗灰分 1.31±0.27 1.31±0.19 1.56±0.49 1.56±0.61

钙 0.08±0.04 0.09±0.09 0.08±0.03 0.10±0.01
磷 0.91±0.17 1.05±0.08 1.01±0.11 1.01±0.05

3 讨 论

3.1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生长性能的影响

研究和探讨城口山地鸡的生长性能对于城口山地鸡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很多研究报道

都表明不同的饲养方式对家禽的生长性能有着不同的影响.沙尔山别克·阿大地力大等[10]研究不同饲

养方式对拜城油鸡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放养鸡的生长速度低于网上平养的生长速度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大多数的研究、文献都认为室内网上平养或者笼养要优于室外放养[11-14],但本试

验的研究结果与上述观点略不相同.本试验结果显示,在放养和舍饲条件下,2~4月龄的日增质量、采

食量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针对放养和舍饲条件下对家禽的生长性能的影响,不同的研究有不同的

研究结果,这与家禽的品种、饲养环境、饲养管理、饮水和防疫等有关.
张双玲等[15]研究的关于饲养方式对肉鸡生产性能的结果显示,不同饲养方式对肉鸡的生长发育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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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的差别,而且在不同的饲养条件下饲料报酬也不相同,在舍饲条件下,由于活动消耗能量少,饲料

浪费少,饲料报酬高,料重比低.而放养组饲料浪费严重,料重比较高,野外采食杂,维生素含量高,有助

于提高食欲,这与本试验的结果基本相似,本试验放养组料重比高于舍饲组(p>0.05),但两种饲养方式

的料重比都在6左右,原因可能是与品种有关,城口山地鸡的平均出栏时间在8月龄,而平均出栏体质量

在2.2kg,在整个饲养期其生长都较慢,加之为大群饲养的方式,饲料浪费严重,导致整个料重比较高.
关于放养和舍饲的死淘率方面,卢庆萍等[16]研究证实了放养组的死淘率要高于舍饲组.放养条件下的

死淘率较高是由于经常与自然环境相接触,病原微生物复杂繁多,容易感染疾病[17-18].本试验的结果却与

此不同,放养组与舍饲组的死淘率均为1.67%,这可能是由于环境的差异造成的.城口山地鸡抗病能力强、
耐粗饲,野外放养的城口山地鸡体质强壮,但接触的病原微生物几率增大,患病的概率增加;相反舍饲组

的城口山地鸡活动面积有限,体质较弱,但环境较好,与病原微生物接触的几率小.
3.2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物理性状的影响

3.2.1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pH值的影响

pH值是反映动物宰后肌糖原酵解速度和强度的指标,也是评定肉品质的关键指标.正常生理状态下肌

肉的pH值为7.35~7.45,而刚屠宰后肌肉的pH值在6~6.5之间,1h后便开始上升.相关研究表示,放

养和舍饲会降低肌肉宰杀后的pH值,但是由于影响pH值的因素多、变化复杂,如肌肉自身含有的酶活性

以及外界温湿环境等,所以对肌肉pH值的变化趋势仍无法做出判断[19].同样,也有相关研究表示,不同

的饲养方式对于动物宰后的肌肉pH值没有显著影响[20],本试验通过对比舍饲和放养城口山地鸡至4月

龄,得出放养条件下的公鸡胸肌pH值显著(p<0.05)低于舍饲条件下的公鸡胸肌pH值,而母鸡胸、腿肌

pH值没有明显区别,结果与之一致.
3.2.2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肉色的影响

肉色是肌肉生理特性、微生物变化和生物特性等一系列的外在体现,是评定肌肉外观的重要指标之

一,能够直接影响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9],有相关研究表明,放养方式会降低鸡肉的黄度(a*值)和亮

度(L*值),这说明放养可以改善肌肉肉色的部分指标[19].本试验结果与之一致,舍饲与放养对4月龄

城口山地鸡公鸡胸、腿肌的b*值影响不明显,而放养的公鸡胸、腿肌的L*值,a*值均高于舍饲饲养

的公鸡胸、腿肌的L*值,a*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舍饲与放养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母鸡

胸、腿肌L*值,a*值和b*值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2.3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系水力的影响

系水力是肌肉多汁性的直接反映,在肉品的加工方面,滴水损失可间接反映肉在分割、冷藏、运输、解

冻以及切碎等加工过程中保持原有水分的能力,蒸煮损失则反映肉在烹饪熟制方面保持原有水分的能力.
据有关研究表明[21],笼养和高密度养殖都会降低肌肉的系水力.也有研究表明,不同饲养模式对于鸡肉系

水力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点在吴信生等[6]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本试验结果与之相同,不管

是公鸡还是母鸡,舍饲与放养对于4月龄城口山地鸡的胸、腿肌系水力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3.3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营养成分的影响

初水分、粗脂肪、粗蛋白、钙、磷、粗灰分是肌肉营养成分的重要指标,是评定鸡肉品质的参考因素.
本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舍饲与放养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肌肉营养成分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鸡肉中

含水量一般在70%~75%左右,在一定范围内,肌肉中水分含量越高,口感越好[22].本试验的初水分含量

结果均在这一范围内,说明口感较好.近年来国内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关于饲养方式对鸡肉中主要营养成

分影响的报道.杨会强等[23]的研究表明不同饲养方式对文昌鸡肌肉的营养成分几乎没有影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孙宏进[24]研究表明,不同饲养方式对固始鸡新品系母鸡胸肌的水分、粗蛋白质、脂肪含

量均无显著影响.许冬梅等 [25]在比较笼养方式与放养方式饲养的艾维茵鸡的各种养分含量时发现,其干物

质、粗蛋白、粗脂肪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与本试验研究结果一致.同时,在放养方式下,公

鸡肌肉的初水分、粗脂肪、粗蛋白质、钙、磷相对于舍饲来说有升高的趋势,而母鸡没有明显的规律,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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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云峰等[26]的研究结果相似,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鸡在放养时采食了其他物质.Ponte等[27]研究表明

鸡在自由放牧时采食户外的牧草,牧草可以为其提供能量及蛋白,有利于鸡的生长.

4 结 论

饲养方式对4月龄城口山地鸡生长性能、肌肉营养成分均无显著影响,而根据舍饲效率更高、成本较

低、便于管理的特点,笔者认为饲养城口山地鸡至4月龄时使用舍饲的方式饲养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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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DifferentRearingModesontheGrowthPerformance
andMeatQualityofChengkouMountainChicken

LIUAn-fang1, AOXiao-feng1, MAXing-yu1,
WANG Wu2, WANG Xiao2, LVXiao-hua2,
QIAOBing-ke1, LIShuai-jun1, XIANG B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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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gricultureCommissionofChengkouCounty,ChengkouChongqing405900,China

Abstract:In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basisforselectingsuitablefeedingmodesforChengkoumoun-
tainchickens,300maleand300femalehealthyone-day-oldChengkoumountainchickenswerecollected
anddividedatrandomintotwogroupswith5replicateseach,andthemodesofdry-lotfeedingandwood-
landstockingwereadoptedforthetwogroupsrespectively.Then,attheageof4months,3maleand3fe-
malechickenswerecollectedfromeachreplicateandslaughtered,andtheirmeatsamplesweretakenfor
thedeterminationofgrowthperformance,physicalpropertiesandmeatnutrients.Theresultsshowedthat
rearingmethodshadnosignificanteffectonthegrowthperformanceandmusclenutrientcompositionof4-
month-oldChengkouchickens(p>0.05).Intherespectofphysicalpropertiesofchickenmuscle,rearing
methodshadsignificanteffectsonthepHvalueoftheirbreastmuscle(p<0.05),andtherewasasignifi-
cantdifferenceintheLvalueandtheavalueofthechestmuscleinroosters(p<0.05),butnosignificant
differencewasobservedinothertraits(p>0.05).Inconclusion,rearingmethodshavenosignificant
effectonthegrowthperformanceandmusclenutrientcompositionof4-month-oldChengkoumountain
chickens,andsincedry-lotfeedingischaracterizedbyhigherfeedingefficiency,lowercostandeasinessof
management,thisfeedingmodeisrecommendedfortherearingofChengkoumountainchickensuptoan
ageof4months.
Keywords:Chengkoumountainchicken;rearingmode;growthperformance;meat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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