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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索高效环保的肉鸭养殖模式，比较肉鸭在不同养殖模式下所产生的养殖效果和经济效

益，笔者通过对肉鸭网床平养和笼养模式的跟踪调查，对 1 年内两种不同养殖模式下肉鸭生产全周期

的成活率、料重比、出栏日龄、出栏体重以及养殖过程中使用的煤炭费、电费、人工费、折旧费、财务费

等指标进行跟踪调研，并综合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肉鸭笼养养殖效果和经济效益整体优于网床平

养，但肉鸭笼养投资成本和管理技术要求较高，在有条件进行肉鸭笼养的前提下，更适合规模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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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水禽第一生产与消费大国，水禽饲养

量占世界总量的 75%以上。肉鸭产业是水禽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2015 年世界鸭肉及鸭肝进

口总量为 27. 7 万 t，其中中国为最大进口国，而鸭肉

出口方面，中国也高居榜首［1］。在我国肉鸭产业快

速发展的同时，随着规模化、集约化养鸭的发展，传统

的水域放牧( 半放牧) 饲养方式因不利于防疫且环境

污染严重而逐渐被淘汰，肉鸭饲养方式已逐步向旱养

方式过渡。网床平养与笼养模式是近年来逐步开展

应用的肉鸭饲养新技术，能有效避免鸭与粪便的直接

接触，减少了病原微生物的感染与传播机会，有利于

疾病的预防、控制及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但是，由

于 饲 养 方 式 不 统 一，产 品 的 质 量 也 存 在 很 大 差

异［2－5］。基于此，本研究对肉鸭网床平养与笼养模式

进行对比分析，以了解两种养殖模式的优劣，从而为

肉鸭生产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江西 A 企业( 肉鸭笼养模式) 及山东
B 企业( 网床平养模式) ，2 个养殖企业分别在肉鸭笼

养和网床养殖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江西 A 企业

具有独立笼养鸭舍 2 栋，并且能够进行种鸭孵化和培

育，具有较为先进的管理技术，年利润约为 167 万元;

山东 B 企业具有网床平养鸭舍 2 栋，年利润约为 10
万元。笔者通过对 2 个企业 1 年内两种不同养殖模

式下肉鸭生产全周期的成活率、料重比、出栏日龄、出
栏体重以及养殖过程中使用的煤炭费、电费、人工费、
折旧费和财务费等进行跟踪调研，得到相关数据并进

行比较分析。
1. 2 鸭舍规格及养殖方式

网床平养鸭舍为封闭式，顶部起脊，屋面采用钢
结构，南北墙开窗，鸭舍网床下设置半倾斜水泥地面

或水沟，以便于冲洗和清扫鸭粪。网床高为 0. 7 m，

宽为 3～ 4 m，长度与鸭舍长度相等，可以设计为单列

式或双列式。网床用木架、竹片铺设，育雏网床竹片

间距为1 cm，中鸭网床竹片间距为 2 cm。育雏 0 ～
3 日龄饲养密度为 40 只 /m2，4～14 日龄为 30 只 /m2，
15～21 日龄为15 只 /m2，22 日龄以后为 4 ～ 5 只 /m2。
一般鸭舍温度要求 0～3 日龄为 30～ 31 ℃，4 ～ 7 日龄

为 28～30 ℃，8～14 日龄为 26～28 ℃，29 日龄以后为

自然环境温度，保持在 10～25 ℃之间。同时，保持舍

内清洁卫生，网床粪便每天清扫 1 次，网床下的粪便
2～3 d 清扫 1 次。由于肉鸭胆小，夜间容易发生拥挤

而造成损伤，因此夜间补光可以为鸭壮胆，同时便于

饲养管理。可在鸭舍内距离网床 2 m 高处每 200 只

肉鸭安装1 盏15～20 W 灯泡照明，0 ～ 3 周龄时使用
25 lx高 强 度 光 照，4 ～ 6 周 龄 时 使 用 15 lx 低 强 度

光照。
笼养鸭舍一般设置中间两排或南北各一排鸭笼，

两边 或 中 间 留 通 道。每 个 鸭 笼 长 为 2. 0 m，宽 为
1. 2 m，采用 竹 条 或 铁 丝 网 材 质 制 成，底 板 网 眼 为
1. 5 cm2。同时，四周设 0. 5 m 高的栅栏，栅栏用宽
2. 5 cm、厚2. 0 cm的木条制成，木条间距为 3 ～ 4 cm，

以方便鸭只采食、饮水为宜。料槽和水槽应设置在栅

栏前方或安装自动饮水器。网笼可依舍内空间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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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层，2 层叠放时上层底板距离地面 1. 2 m，下层底

板距离地面 0. 6 m，在上、下两层网笼之间安装接粪

板，接粪板距离上层笼底 20 cm，以便于清粪。目前

一般采用长度为 80( 或 90) m，跨度为 14 m 的三层六

列鸭笼，养殖数量为 20 000 ～ 23 500 只，或者长度为
100 m，跨度为 14( 或 16) m 的三层六( 七) 列鸭笼，养

殖数量为26 000 ～ 30 000 只。笼养方式单位土地面

积养殖数量较平养提高了 3 倍，养殖人工成本降低
2 /3。采用自动加料、给水装置，可以防止断水断料现

象发生，而且污水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做到干湿分离，

可有效预防疾病发生。
2 网床平养与笼养模式比较分析
2. 1 养殖效果比较

为了比较肉鸭网床平养和笼养的养殖效果，本研

究从成活率、料重比、出栏日龄和出栏体重等方面对

两种模式的养殖效果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肉鸭网床平养和笼养养殖效果比较

养殖方式 成活率 /% 料重比 出栏日龄 出栏体重 /g
网床平养 96. 9 1. 93 39. 2 2 985
笼养 99. 8 1. 85 38. 1 3 015

由表 1 可见: 网床平养和笼养肉鸭成活率均达到
96%以上，但肉鸭笼养的成活率较高; 网床平养的料

重比略高于笼养，说明网床平养的饲料报酬更低，而

笼养模式可节省饲料; 笼养肉鸭平均出栏日龄较网床

平养提前，可以节省较多资源，使设备、资金周转率提

高，降低养殖成本; 笼养的平均出栏体重高于网床平

养，这是因为笼养肉鸭群体小，有条件进行强弱分群，

避免争食等现象发生，有利于保证鸭群生长发育基本

平衡，所以笼养较网床平养增重快，出栏体重也高于

网床平养。综合比较，笼养的养殖效果整体优于网床

平养。
2. 2 经济效益比较

从养殖消耗的煤炭费、电费、人工费、折旧费和财

务费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结果见表 2。

表 2 肉鸭网床平养和笼养经济效益比较

项目
总费用 / ( 元·年)

平均费用 /
［元·( 只·年) －1］

网床平养 笼养 网床平养 笼养

煤炭费 1 920. 0 4 800. 0 0. 274 0. 160
电费 108. 0 1 556. 8 0. 015 0. 052
人工费 4 000. 0 4 000. 0 0. 571 0. 133
折旧费 16 700. 0 100 000. 0 0. 341 0. 417
财务费 8 000. 0 80 000. 0 0. 163 0. 333
合计 30 728. 0 190 356. 8 1. 364 1. 095

注: 网床平养单批养殖数量为 7 000 只，笼养单批养殖数
量为 30 000 只。

由表 2 可见: 笼养的煤炭费明显高于网床平养，

约为 2. 5 倍，但由于笼养的单批养殖数量较多，因此

平均费用低于网床平养; 笼养的总体电费支出较高，

经计算约为网床平养的 14 倍以上，平均费用是网床

平养的 3 倍以上，说明网床平养在电费开支方面较笼

养更节省; 两种养殖模式的人工费虽然总体相同，但

由于单批笼养的数量是网床平养的 4 倍以上，因此笼

养的平均人工费用约为网床平养的 1 /4; 肉鸭笼养的

设备折旧费较高，每年约为 10 万元，约为网床平养的
6 倍，因此尽管笼养养殖数量多，平均折旧费略高于

网床平养; 经计算，肉鸭笼养消耗的财务费约为网床

平养的 10 倍，平均财务费约为网床平养的 2 倍。
综合上述分析，虽然肉鸭笼养的总消耗费用高于

网床平养，但通过计算分析，肉鸭笼养平均费用低于

网床平养，因此笼养的经济效益优于网床平养。
2. 3 成本与收入比较

结果见表 3。

表 3 肉鸭网床平养和笼养成本与收入比较

项目 网床平养 笼养

单批养殖数量 /只 7 000 30 000
年养批次 /批 7 8
年总成本 /元 66 896. 0 262 854. 4
每只成本 /元 1. 364 1. 095
年出栏量 /只 47 481 239 520
年出栏总体重 /kg 20 895 241 200
肉鸭均价 / ( 元·kg－1 ) 8 8
年总收入 /元 167 160 1 929 600
年纯收入 /元 100 264 1 666 745. 6
成本收入比 0. 400 0. 136

由表 3 可见: 笼养单批养殖数量为 30 000 只，是

网床平养的 4 倍以上; 由于笼养的出栏日龄较网床平

养提前，因此笼养年饲养批次也较网床平养多 1 批;

但是，笼养的前期建设投资费用耗用资金较多，需要
100 万元左右，一般的小农户很难筹集资金建设厂

舍，而网床平养建设投资费用仅需 10 万元左右，因此

很多小农户会偏向于网床平养; 肉鸭笼养的年总成本

为 26 万元左右，是网床平养的 4 倍左右，但笼养的年

出栏量近 24 万只，是网床平养的 5 倍以上; 因此，笼

养年总收入、年纯收入均高于网床平养。综合比较，

笼养的成本收入比仅为网床平养的 1 /3 左右，对于有

资金的养殖户建议采用笼养模式。
3 讨论与小结

通过比较肉鸭网床平养和笼养的养殖效果和经

济效益，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 肉鸭笼养有利于疾病防疫、提高成活率和饲

料报酬。由于笼养完全在人工控制下进行，受外界应

激小，可有效预防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的发生。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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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肉鸭笼养使鸭群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活动，减少了

基础日粮的消耗，因此肉鸭笼养较网床平养的饲料报

酬更高。
2) 肉鸭笼养可提高鸭舍的利用率。与网床平养

比较，笼养采用三层重叠式结构，能充分利用鸭舍空

间，提高饲养密度，从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在保证

通风的情况下，一般每平方米饲养 60～65 只。
3) 肉鸭笼养可加快增重，提高出栏。肉鸭笼养

增重速度加快是由于群体小，有利于进行强弱分群，

避免争食等现象发生，从而保证鸭群生长发育基本平

衡，而且避免了清除粪便等骚扰鸭群现象，出栏体重

也高于网床平养。通过调查发现，笼养的肉鸭平均出

栏日龄较网床平养提前 1 d，可以节省饲料，提高鸭舍

利用率。此外，笼养减少了鸭的运动，有利于肉鸭的

快速生长。
4) 肉鸭笼养可提高整体经济效益。通过对网床

平养和笼养的煤炭费、电费、人工费、折旧费和财务费

进行分析，虽然肉鸭笼养的整体费用高于网床平养，

但平均每只肉鸭消耗费用低于网床平养，因此笼养的

经济效益更高。另外，笼养可减少禽舍和设备的多次

投资，虽然一次性投资较高，但相同面积的鸭舍养殖

量高于网床平养，并且可以减少部分清理工作，适合

采用机械化设备，从而降低劳动强度。
通过分析发现，笼养管理不方便，肉鸭生长速度

较快，入笼后不久就需要进行疏散并且需要经常转

笼，饲养管理技术要求较高。
4 对策与建议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水禽产业发

展转型升级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6］。养殖模式

上，传统养殖方式向网床平养与笼养模式过渡的过程

中存在一定的优势与不足，根据推广健康生态养殖技

术和实际生产养殖的需要，在扩大肉鸭笼养模式的前

提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 1 重视鸭苗的品种质量选择

选择合适的品种是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基础。
生产实践中发现，在肉鸭养殖密集区，尤其是一些中

小型规模的养鸭场，一旦发现某阶段养鸭的利润较高

就会盲目进苗，给后期饲养管理带来较大隐患。因

此，在购买鸭苗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建议到

大型的种鸭场购买鸭苗。

4. 2 注重饲料选购

许多肉鸭养殖场( 户) 认为，选择优质、全价饲料

价格高、投入多，与产出相比不划算。实际上，如果比

较投入和产出比还是选择优质的全价饲料更划算。
饲料成本占养鸭生产总成本的 65% ～70%，是值得慎

重考虑的事情。选择何种饲料直接关系到肉鸭饲养

的成败并影响经济效益。
4. 3 做好消毒与防疫工作

良好的养殖环境是肉鸭健康成长的关键，因此应

制订并严格执行适宜养殖场的免疫程序，适时进行禽

流感、病毒性肝炎等的免疫，同时做好对肉鸭大肠杆

菌病、浆膜炎等疾病的药物预防。合理的防疫程序能

保证肉鸭的健康成长［7－8］，可在 1 日龄注射小鸭病毒

性肝炎疫苗，7～10 日龄注射禽流感疫苗。
4. 4 加强饲养管理

日常生产过程中应经常观察鸭群的活动情况，及

时调节温度、湿度、通风、光照等条件，保证充足清洁

的饮水，冬季要加强防寒保暖和通风换气工作，夏季

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另外，还要严格控制养殖规

模，避免数量过多。
综上所述，从肉鸭网床平养和笼养养殖效果和经

济效益分析，肉鸭笼养的效果更好，但仍然要因需制

宜、因地制宜，采用适宜的养殖模式及饲养技术，以缓

解肉鸭养殖造成的环境污染，加快我国肉鸭养殖模式

的转变，从而提高肉鸭的健康水平，降低饲养成本，促

进肉鸭健康养殖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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