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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氧对西藏地区蛋种鸡孵化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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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藏林芝地区，位于西藏东南部，由于海拔较高，一般在($’’.以上，氧分压低于)/,$(#’-01，在

常规孵化条件下，内地良种蛋鸡的孵化率极低，仅为*%2左右。通过对整个孵化期输氧，可使良种禽蛋

的孵化率提高到,%2以上。结果表明，高原缺氧对孵化中期（-!)/天）影响不大，但在孵化期的第)周

和第*周输氧能显著提高内地良种蛋鸡在西藏高原的孵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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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西藏林芝地区鸡的饲养品种单

一，多次引种因孵化率极低，均未成功，一般饲

养的为半野生藏鸡品种。在-’年代，西藏自治

区畜 牧 兽 医 科 学 研 究 所 通 过 对 藏 鸡（59MKN
OI9OSK?）和来航鸡（>K@I"P?）杂交，对其后代进

行选 育，培 育 出 新 品 种———拉 萨 白 鸡（>I1R1
UI9NKOI9OSK?），但生产性能仍然低于内地良种

蛋鸡。)$$\!)$$-年，我们对内地良种蛋鸡在

西藏的孵化效果进行了研究，发现在高海拔地

区的孵化率不仅和孵化温度、湿度、贮存位置及

蛋形指标有直接关系，而且还受到高寒、低氧等

自然环境的影响，其中缺氧是内地良种蛋鸡孵

化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美国]IP9RNK?RK?

等)$--年报道［)］，对火鸡孵化期全过程进行输

氧，可增加蛋壳的通透性，加强蛋壳的气体交换

能力，使胚胎的肝、心发育加快，从而克服了缺

氧对胚胎发育造成的影响，有助于胚胎成活。

本文观察了输氧对良种蛋鸡不同孵化阶段孵化

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实验、分析和统计，为提高

内地良种蛋鸡在高海拔地区的孵化率提供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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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实验种蛋鸡为拉萨白鸡和伊莎褐鸡（!"#
$%&’(），均饲养于西藏农牧学院实习牧场。

试验组：共入孵三次，每天收集拉萨白鸡蛋

和伊莎褐鸡蛋各)**枚，在一周内共收集各

+**枚蛋，贮存相对湿度为,-.，温度为)-/，

贮存位置以水平放置。两种蛋同时入孵一个孵

化器；隔一周收集同样多枚数的蛋，同第一次处

理方法入孵第二个孵化器；又收集+**枚蛋，同

上述两种方法入孵第三个孵化器。在整个孵化

期进行输氧，氧浓度通过测定控制在01.左

右，氧分压接近)23+-4#。

表" 伊莎褐鸡和拉萨白鸡鸡胚及雏鸡血液生理指标

测试项目 品种
测 定 期

孵化中期（)-天） 自破壳（0)天） 人工破壳（0)天） 雏鸡（0天）

567（)*+／889） 拉萨白鸡 ):2* 0:-3 0:1* 0:-*
红细胞计数 伊莎褐鸡 ):29 0:,1 0:+9 0:-,
;6（<／=>） 拉萨白鸡 )*:3 )*:- 2:3 2:*
血红蛋白含量 伊莎褐鸡 )*:0 )):* )0:0 2:+
47?（.） 拉萨白鸡 9-:0 1+:3 92:- 9+:9
红细胞压容积量 伊莎褐鸡 02:3 1,:* 1):* 93:*
@7?（!89） 拉萨白鸡 )3-:0 )3):1 )+1:+ )1-:0
平均红血球容积 伊莎褐鸡 )+0:3 ),):- ),9:, )1,:3
@7;（A<／BC>>） 拉萨白鸡 -:,* 1:*, 1:*3 9:+

平均红细胞血红素 伊莎褐鸡 -:-* 1:*) 9:33 9:,9

对照组：方法同试验组，收集蛋和对蛋进行

贮存处理，也入孵三次，在整个孵化期不输氧。

通过测定三个孵化器内氧的浓度，其平均值为

)2:+.，氧分压为)1+20:*34#。每周进行照

蛋，检出死胚，进行统计，并计算其胚胎死亡率

和孵化率。

" 结果与分析

"#! 孵化期第一周输氧对胚胎的影响 通过

在孵化期第一周输氧，能显著降低胚胎的死亡

率，由表)可知，高海拔地区在孵化期输氧，可

使拉 萨 白 鸡 胚 胎 早 期 死 亡 率 从 未 输 氧 的

)-:9.降低至)):*.，!D9:*2，!!!*:*)，""
*:*)，差异极显著，伊莎褐鸡胚胎早期死亡率从

9):-.降低到)2:,.，!D+:--2，!!!*:*)，"
"*:*)，差异极显著，在此阶段输氧对降低伊莎

褐鸡胚胎早期死亡较为明显。

表! 高海拔地区输氧对蛋鸡孵化效果的影响

品种
测定氧的

浓度（.）

胚胎死亡率（.）

)",天3")1天 )-"0)天

孵化率

（.）

健雏率

（.）

拉萨

白鸡

伊莎

褐鸡

)2:+（对照组）)-:9 +:) ,:3 ,*:3 32:*
01（试验组） )):* 1:, -:0 ,2:) 20:3

均值 )9:0 -:9 +:- ,-:* 2*:2
)2:+（对照组）9):- 9:+ 90:+ 90:9 2):*
01（试验组） )2:, 0:3 2:- +3:* 21:)

均值 0-:+ 9:0 0):) -*:0 20:+

"#" 孵化中期输氧对胚胎的影响 孵化中期

输氧对胚胎因缺氧引起死亡的影响不大，胚胎

死亡 率 经!#检 验，伊 莎 褐 鸡!D):*2-，!"
!*:*-，"!*:*-，差异不显著，对提高孵化效果

均无明显的作用。

"#$ 孵化期第三周输氧对胚胎的影响 在孵

化末期输氧可使拉萨白鸡的胚胎死亡率从不输

氧的,:3.降低至-:0.；!D0:-12，!!!*:*)，

""*:*)，差异极显著；伊莎褐鸡的胚胎死亡率

从不输氧的90:+.降低到2:-. ，!D)9:,-，!
!!*:*)，""*:*)，差异极显著，可见，输氧对这

一孵化阶段伊莎褐鸡胚胎健康发育有利。

"#% 伊莎褐鸡和拉萨白鸡鸡胚及雏鸡血液生

理指标分析 在孵化前期和中期（)")1天），

血红蛋白含量（;6）、红细胞压容积量（47?）、

平均红血球容积（@7?）、平均红细胞血红素

（@7;）等血液生理指标，拉萨白鸡鸡胚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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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褐鸡鸡胚（表!），这是由于拉萨白鸡蛋壳

薄（"#!$%!&），蛋重平均为’%#%"(，而伊莎褐

鸡壳厚（"#’)*!&），蛋重平均为*"#"+(，决定

了拉萨白鸡在胚胎发育期间耗氧量相对较少，

气体易进行交换，也易适应高原缺氧环境。而

红细胞计数（,-.）拉萨白鸡鸡胚低于伊莎褐鸡

鸡胚，这是由于伊莎褐鸡鸡胚缺氧，胚胎增强造

血功能而致。出壳后，伊莎褐鸡各项生理指标

又明显升高，是因为在孵化末期，缺氧刺激造血

系统，机体为了适应缺氧环境而发生功能性代

偿应答的结果。

! 讨 论

研究过程中发现，在高海拔地区伊莎褐鸡、

拉萨白鸡的胚胎死亡主要发生在孵化早期（/"
0天）和孵化晚期（/*"!/天），占整个孵化期死

亡的0"1"+"1左右，原因除了鸡胚在贮藏期

间，大部分的.2!因高原低压从蛋内逸出（经

测定蛋内34值上升超过%），形成低碳酸血症，

造成孵化早期死胎外，主要是由于氧分压低引

起胚胎死亡。

在孵化早期，胚胎细胞迅速分化，新陈代谢

旺盛，西 藏 林 芝 地 区 氧 分 压 只 占 海 平 面 的

0’#%1，满足不 了 胚 胎 每 天 所 需 的 氧 量（)$"
&5／天·枚）［!］。加之在此阶段胚胎尚未形成具

有一定功能的组织、器官，功能性抵抗缺氧的代

偿应答反应不健全，造成缺氧死亡。因此，此阶

段输氧可以降低胚胎大量死亡。在胚胎发育中

期，大部分的器官和系统均已形成，其功能性代

偿作用包括心脏、肝等功能加强，血液量、血红

蛋白、红细胞数等增多，对缺氧的环境不太敏

感，胚胎死亡也较少。在孵化后期，主要在孵化

第三周这一阶段，鸡胚基本发育成熟，新陈代谢

旺盛，需氧量增加，经我们测定气室氧分压只有

/"’*’#0%67，占海平面气室氧分压的0"#)1，

而绒毛尿囊内氧分压为%")*#%"67，占海平面

绒毛尿囊内氧分压的)+1，壳内外氧分压差仅

为’0)*#"/67，占海平面壳内外氧分压差的

0"#*1，这些因素增加了胚胎利用氧的难度，胚

胎死亡也明显增加。经尸体解剖，心脏体积增

大，心壁增厚，心肌苍白，心房聚积大量的血液，

肝脏体积增大，网织红细胞增多，这些都是由缺

氧引起的明显症状。若能度过这一缺氧期，则

出壳后能基本适应高原环境。

-7(589［’］等发现在孵化期进行输氧能促进

组织间糖原的贮存及糖原的合成，而缺氧则加

速其消耗，啄壳前组织内贮存一定的糖原是胚

胎成活所必须的，出雏期鸡心肌糖原消耗过度

会导致死亡。胚胎晚期大部分死亡是由心肌缺

氧而引起的，通过输氧可降低糖原的消耗，提高

良种蛋鸡的孵化率。

输氧对降低胚胎死亡伊莎褐鸡较拉萨白鸡

明显，一方面是由于伊莎褐鸡的蛋壳较厚，胚胎

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进行机体代偿性的应答

反应较差，如在孵化中期血红蛋白含量、红细胞

压容积量、平均红血球容积、平均红细胞血红素

拉萨白鸡均高于伊莎褐鸡。破壳后一段时间，

伊莎褐鸡为了适应机体对氧的需求，进行血液

等代偿性的应答，这一适应的结果使伊莎褐鸡

的各项血液生理指标又高于拉萨白鸡，以增强

对氧的携带能力。因此，输氧是提高内地良种

蛋鸡在高海拔地区孵化率的关键，尤其在孵化

早期和末期输氧，可使内地良种鸡的孵化率提

高’0#*1，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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