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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指南目的是为哈伯德客户提供商品代肉鸡饲养管理和营养方面的关键信息的。
考虑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实际生产情况、原料经济性及原料来源方面的不一致性，营养成
分推荐是以每“1000 千卡代谢能”所需的克数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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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点

2. 育雏阶段
>>  第一周对于以后的生产性能至关重要。一周末体重增加至 1 日龄雏鸡重的 4.2 至 5 倍；7 日龄时体
重每多增加 10 克，40 日龄时体重能增加 50 到 60 克。

2.1. 1日龄雏鸡质量
>>  根据下表检查雏鸡质量（样本量至少 30 只雏鸡）。
>>  随机称取有代表性数量的雏鸡，得到准确的雏重和均匀度，根据抽检结果调整饲养管理。

 

>>  良好的雏鸡主要是通过它的活泼性，一些叫声，无呼吸道异常以及愈合良好的脐部来观察。

2.2. 环境因素  
>>  雏鸡不能完全调控它们自己的体温。

•	 确保鸡舍和地面环境良好且温暖（附录 1 – 第 10 页)。能使雏鸡感到舒适的温度范围是很窄的
(32 - 33 °C)。低于 32 °C，雏鸡则不能维持自身体温。高于 34 °C，雏鸡活动减少并有采食量降低的
风险。
•	 检查并记录温度、湿度、风速，并观察雏鸡行为（图5)：在鸡舍内的分布、叫声、姿势、采食
和饮水活动。

>> 雏鸡入舍前，准备好能做到有效地控制食盘、饮水器、加热设备、温控器和探头（温/湿度）、
地面温度和通风。
>> 最佳的育雏开端是雏鸡 7 日龄体重至少达到雏鸡初生重的 4.2 倍。
>> 在 7 到 14 日龄通过适合预计出栏体重的光照程序控制生长速度。目的是在长肉前使骨架能更好
的发育。
>> 良好的饲料原料质量，均衡的营养，良好饲料形态来获得最佳的采食量。

检查内容 特征

眼 干净，明亮
脐(图 1) 愈合良好，干净

喙 干净，无红点(图 2)，无畸形
脚  温暖，无畸形腿、趾，无关节红、肿(图 3)

活跃性(图 4) 将雏鸡背部反着放，它应该在3秒内翻过身来
绒毛和外观 清洁干燥

图1：脐部愈合不良 图2：喙上的红点 图3：红关节 图4：活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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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对雏鸡行为的观察调整设备。
•	 年轻种鸡生产的雏鸡较小，因此需要更高的育雏温度，第一周大约高 1 °C。
•	 如果雏鸡的脚发凉，把温度升高至 34 - 35 °C 并维持至少 4 - 6 小时。定时评估脚的温度，直到
其恢复正常后再降低鸡舍温度。
•	 肛门温度可以用精确且定期校准的数显温度计进行测量，不需要将雏鸡拿到育雏区域以外，以
确保测量没有偏差。肛门目标温度为 39.5 至 40.5 °C。

2.3. 饲料和饮水 
>> 早期饲喂能刺激雏鸡胃肠系统的发育，促进卵黄囊
的吸收。

•	 当雏鸡到达时，地面区域需要放置采食料位
(育雏纸，蛋托，料盘或料桶)。将鸡放在靠近饮水
器的位置，以便雏鸡能够直接找到干净新鲜的饮水 
(附录2 – 第 10 页)。
•	 建议在育雏纸上按每只雏鸡 40 到 60 克破碎料
或小颗粒饲料放置。40 - 50 % 的育雏区域（图6) 铺
设育雏纸。育雏纸如果不是可生物降解的，在雏鸡
入舍后的第 3 天应撤走。
•	 在最初的7到  10  日龄应该使用辅助采食盘或蛋托
(每 100 只雏鸡1个)，因为它们是成功过渡到料盘或
链式料线的关键。当鸡只能够站在料线料盘外吃到
料盘里的料，并且不再在料盘内睡觉后，移除补充
料盘或蛋托。
•	 根据雏鸡的大小，在最初的 3 - 5 日龄定时添换
料。

>>  鸡只的饮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根据鸡的日龄和饮水系统，鸡只的饮
水量可以是采食量的 1.6 到 2倍。

•	 第一周，应该每天加水和清理饮水器（钟型或乳头饮水器）几次。
日龄较大时，应定期清理水线，尤其是经饮水方式给药后。
•	 使用钟型或水槽饮水器时，在前 24 到 72 小时要使用辅助饮水器。
•	 每天调整水线（饮水乳头）的高度和水压。

>>  接鸡 8 小时后，应有至少 80 % 的雏鸡嗉囊内充满饲料和水（图7)。接
鸡 24 小时后，嗉囊内充满饲料和水的雏鸡比例应达到 96 %。如果不是这
样，检查料盘的放置、水的供给以及育雏条件（温度、光照强度、雏鸡质
量……)。

图6：入雏时育雏纸上饲喂

图7：嗉囊饱满，柔软，浑圆

图5：育雏区域雏鸡分布的解读

           温度良好                                    太冷                                        太热                                        有贼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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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光照
>>  公司推荐光照程序如下：

 
•	 前 4 天，光照强度最强并采用短时间的熄灯控光，有利于刺激雏鸡在每次开灯后采食和饮水, 
并防止雏鸡在某些区域（例如：角落）长时间扎推和睡觉。
•	 4 天后，采用熄灯 1 次的光照程序。
•	 育雏区域的光照强度应强（大于 50 勒克斯)。
•	 在遮黑/密闭和半封闭鸡舍，在7到 12 日龄时，光照强度应逐渐降到 30 - 20 勒克斯。

3. 后续的生长和发育
从第二周开始，骨骼、器官和肌肉进一步生长发育。如果肉鸡生长过快，则可能导致骨骼质量较差、
代谢问题多、抵抗力较差（对疾病更易感)。减缓生长速度有助于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

3.1. 光照程序
>>   公司推荐光照程序如下：

•	 每天控光一次可有效减少死淘和腿部问题，以及改善料肉比。
•	 7到 21 日龄的控光对于肉鸡骨架坚固以及减少后期的腿部问题，尤为重要。
•	 最佳的控光时间依据：出栏体重，品种/品系，饲料形态和构成，以及该鸡场对代谢问题的易
感性。
•	 因为肉鸡的采食模式是在熄灯前采食和饮水，所以每天在同一时间熄灯是重要的。
•	 因为长时间的熄灯增加了肉鸡在开灯时的活泼性，易导致皮肤划痕和撕裂问题的发生。所以，
当已经存在皮肤损伤问题时，建议根据法则条例或者兽医的建议，在 21 天后熄灯时间不要超过 4
小时。
•	 对于来自于年轻种群的雏鸡，前 5 日龄的光照程序可以推迟延用 1 到 3 天。

3.2. 管理生长和采食量
>>   两个主要目标:

•	 提高骨骼质量，从而为肉鸡补偿性生长提供支持，改善料肉比，将死淘和次品率降到最低。
•	 减少猝死、后期死亡和腹水问题。

>>   不同体重下的均匀度（用变异系数表示）示例：

日龄 熄灯次数 控光时间（小时） 光照强度（勒克斯）

0 - 4 6 6 次，每次 30 分钟 = 3小时 > 50

5 1 4 40

6 1 4 30

日龄 上市体重目标（千克) 熄灯时间（小时) * 光照强度（勒克斯) *

7 - 14

< 1.6 4
从 30 勒克斯降至

10 - 20 勒克斯1.6 - 2.4 6 - 8

> 2.4 6 - 12

15 - 21 4 - 10

依据肉鸡行为和实际情
况调整

22 - 28 4 - 6

29 日龄 - 出栏前 2 天 4

出栏前 2 天 1

* 光照时间和最小光强度可能受当地必须遵守的法规的约束

体重 1.5 kg 2.8 kg

混合雏 变异系数
好 < 10 < 12

一般 11 - 14 12 - 16

差 > 14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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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雏鸡能够很容易的吃到料盘底部的料（通常 10 到 14 日龄），就要定期空料盘。打新料前应让
鸡几乎吃光料盘中所有的料，来减少料盘内积累粉料。
>>   从 20 日龄往后每日空料盘。为了方便空料盘，一个技巧是在熄灯前中断饲料供应。再次开灯后, 肉
鸡就会有足够的食欲来吃掉这些粉料。
>>   雏鸡到场后称重，然后每 7 天称重一次，以跟踪长势。

3.3. 关键点

记录关键点 每日操作/记录关键点

死淘（每天） 光照强度和周期
料量和饮水量（每天） 最低和最高湿度

最低和最高温度（每天） 垫料质量
体重（使用自动称重秤时每天称重；

人工称重时至少每7天称重) * 通风设置

免疫与用药 料位和饮水位

* 使用自动称重秤时，确保正确校准秤是很重要的。最好的做法也每7天人工称重一次鸡群的样本，以明确鸡群的体重
进展。

4. 通风
>>  通风管理应达到两个目标:

•			按照鸡只日龄，维持鸡舍内环境参数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
•			不论鸡只分布在舍内什么位置，都要确保新鲜空气良好分布，让所有鸡只都能获取新鲜空气。

>>  环境参数的推荐范围以及维持在该范围内所需的更新率表:

>>  一些环境参数相互依赖，因此改变一个参数就会影响其他参数。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温度、湿度和风
速与肉鸡真实体感温度的关系。前 3 周，风速 0.3 米/秒以上每增加 0.1 米/秒，肉鸡体感温度降低 0.4 
到 0.5 °C。同样，入雏时非常低的湿度也会显著降低肉鸡的体感温度（达 2 - 3 °C）。
>>  在很多地方都要应对高温的挑战， 尤其是在气候潮湿、 蒸发式降温效率很低的情况下。 在这些区
域，鸡舍产生高风速（达 3.5 米/秒）有助于缓解羽毛覆盖完全的鸡只的热应激。
>>  除了环境的平均参数，新鲜空气能够供给任何地方的肉鸡是良好通风的秘诀。在温度始终在 20 °C 
以上的地区，持久的隧道通风可以达到这一目标。然而，在大多数生产地区，舍外温度会降到 10 °C 
以下，需要鸡舍内小窗均匀开启。
>>  当外界温度低时，预防贼风打到鸡身上，需要一定的负压使新鲜空气在鸡舍天花板下面以较高速度
前进，并在落到肉鸡身上以前与舍内温暖空气混合。
>>  另一方面，当温度高于目标温度时，新鲜空气直接落在鸡身上时降温更有效。无论如何，当 4 周后
温度高于 30 - 32 °C 或 5 周后温度高于 28 - 29 °C 时，除了风速，蒸发式降温也是需要的。

参数 范围 需要的通风量
立方米/千克/小时 影响最佳水平和通风的因素

温度 34 - 18 °C 0.5 - 6 m3/kg/h 日龄和羽毛覆盖

湿度 40 - 70 % 0.5 - > 2 m3/kg/h 舍内和舍外环境

空气速度 0.1 - 3.5 米/秒 0.5 - 6 m3/kg/h 日龄，羽毛覆盖和温度

氨气 < 15 ppm 0.5 - 4 m3/kg/h 是否是新垫料，垫料湿度，垫料处理，
垫料温度

氧气 > 19.5 % 0.1 m3/kg/h 非限制因素

一氧化碳 < 50 ppm 燃气加热器的维护

二氧化碳 < 3 000 ppm (EU) 0.5 - 0.8 m3/kg/h 燃气加热器的数量，高供热需要，
肉鸡代谢

颗粒 未界定 低湿度，垫料材料，肉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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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风管理越来越依靠环控器和探头，如果能够设置好并定期校准，在没有人监测鸡群的情况下，环
控器和探头能 24 小时改善环境。温度探头反映的是鸡群感受到的状况，育雏时放置到接近地面的高
度，然后逐步升高，以防止读数受探头下方或周围的鸡只影响。
>> 数据记录仪和测量工具（烟雾发生器，风速仪等）对于了解确定鸡舍实际通风工作模式如何以及寻
找与之相适应的方案是非常有用的。

5. 营养和饲喂
采食量决定肉鸡生长速度。根据最终的出栏体重目标，刺激或减少采食量以帮助实现最佳生产性能。
主要的刺激因素是饲料形态和生长条件。

5.1. 饲料形态
>>   摄入量与链式或盘式料线中的破碎料、颗粒料（硬度和粉化率）或粉料（颗粒大小和均匀性）的质
量直接相关。

•	 给肉鸡提供质量稳定均匀的饲料，饲料粒径大小根据肉鸡的采食和吞咽能力调整，从而减少采食
时间和采食能量消耗。
•	 如果首先用筛过的破碎料或小颗粒的育雏料，之后再用适当粒径（直径和长度）的颗粒料，肉鸡
的生长速度和料肉比会更好 (见下表)。
•	 粉料过多、饲料形态差的饲料将会对肉鸡的饲料摄入量产生负面影响。出于本能，鸡只会挑吃大
些颗粒的饲料、而不吃细小的粉料，这会导致肉鸡营养摄入不均衡。因为细小的粉料内含有更高的
饲料添加剂、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	 如果颗粒料粒径对于该日龄的鸡及其喙的大小过大的话，从破碎料换成颗粒料常常有些困难并会
导致浪费。

>>   饲料颗粒粒径的最佳分布取决于肉鸡的日龄和饲料形态：

日龄 饲料形态
标准筛直径

< 0.5 mm + 2 mm

0 - 10

过筛的破碎料 =< 10 % =< 30 %

粉料 =< 25 % =< 20 %

小颗粒料 直径 1.8-2 毫米, 长 4 毫米

11 - 20

破碎料 =< 5 % =< 50 %

粉料 =< 20 % =< 30 %

颗粒料 直径 2.8-3.0 毫米, 长 5.0-6.0 毫米

> 20 粉料 =< 15 % =< 40 %

21 - 30 颗粒料 直径 3.0-3.5 毫米, 长 6.0-7.0 毫米

> 30 颗粒料 直径 3.2-4.0 毫米, 长 7.0-8.0 毫米

图8：肉鸡育雏破碎料 图9：良好的颗粒料 图10：粗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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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营养推荐
>>  肉鸡营养推荐：每 1000 千卡代谢能所含克数：

>>  根据上表，营养师可以根据自己选择的能量水平或日龄来调整营养水平。参见附录 3 – 第 11 页中
的两个饲料规格示例。对于特殊情况，如粉料或炎热气候条件下的最佳选择，请随时联系您的哈伯德
公司代表。
>>  在一些国家，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推荐受到法律限制。如有要求，可提供最新推荐。

5.3. 出栏料
>>  为避免药残对屠宰时胴体的污染，当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时就要使用出栏料。 根据当地的法规来决
定使用出栏料的时间。

5.4. 补饲全粒性谷物
>>  如果添加全谷物饲料，要确保混合后的这种复合饲料维持在推荐的营养水平。
>> 谷物可在7到 10 日龄后添加。掺入率从1到 5 % 开始，中期料最高可掺入 10 %，后期料可掺入 30 % 
(大体重出栏肉鸡最高可混入 40 %）。掺入率取决于饲料组成。
>>  出栏前两天应停用全谷物饲料以避免屠宰时的胴体污染。

5.5. 禁食
>>  需要禁食至少8小时，以当地法规为准，以避免屠宰时排出粪便和嗉囊残留饲料对胴体的污染。
>>  出栏前都要一直保持水的供给。
>>  降低光照强度以避免鸡采食浪费在垫料中的饲料。

早期料 中期料 后期料 1 后期料 2

 出栏体重 1.8 - 2.2 千克 (日龄) 0 - 10 10 - 22 22 - 出栏 -

出栏体重 2.2 - 3 千克 (日龄) 0 - 10 10 - 22 22 - 38 38 - 出栏

代谢能
千卡每千克 2850 - 3000 2850 - 3050 2850 - 3200 2850 - 3200

兆焦每千克 11.9 - 12.6 11.9 - 12.6 11.9 - 13.4 11.9 - 12.6

最低氨基酸 总计 可消化 总计 可消化 总计 可消化 总计 可消化

赖氨酸 (克) 4.69 4.23 4.16 3.70 3.60 3.21 3.41 3.00

蛋氨酸 (克) 1.88 1.69 1.70 1.52 1.51 1.35 1.47 1.29

蛋氨酸 & 胱氨酸 (克) 3.56 3.17 3.20 2.81 2.81 2.47 2.66 2.34

缬氨酸 (克) 3.65 3.21 3.27 2.85 2.88 2.50 2.72 2.37

异亮氨酸 (克) 3.12 2.75 2.81 2.44 2.47 2.15 2.34 2.04

精氨酸 (克) 5.04 4.44 4.50 3.91 3.94 3.43 3.72 3.24

色氨酸 (克) 0.79 0.68 0.69 0.59 0.63 0.55 0.59 0.51

苏氨酸 (克) 3.16 2.75 2.81 2.44 2.47 2.15 2.34 2.04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粗蛋白* (克) 75.0 77.0 66.0 68.0 59.5 62.5 57.5 60.0

钙 (克) 3.27 3.43 2.85 3.05 2.49 2.67 2.28 2.46

有效磷 (克) 1.60 1.65 1.45 1.50 1.23 1.31 1.14 1.23

钠 (克) 0.52 0.75 0.50 0.65 0.48 0.57 0.48 0.57

氯化物 (克) 0.52 0.80 0.50 0.70 0.50 0.70 0.50 0.70

*  饲料配方应根据最低可消化氨基酸水平制定，将蛋白质过量控制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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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问题解决
问题 原因 改正措施

第一周成活率 < 99 %

雏鸡质量 与孵化场确认
饥饿 检查是否能采食到饲料以及饲料质量和光照
脱水 检查是否能喝到水以及饮水质量和光照
环境 检查鸡舍环境参数
疾病 死鸡剖检/兽医建议

后期生长过程死淘高
代谢病 检查鸡舍环境参数，光照程序（生长控制），饲料质量
腿部问题 见腿病部分
传染病 剖检死鸡/兽医建议

第一周生长差

雏鸡质量 与孵化场确认
环境 检查环境参数，光照程序（光照时长）
营养 检查开口料采食情况和质量
饮水 检查是否能喝到水以及饮水质量，调整水线高度，每个乳头的鸡数
疾病 死鸡剖检/兽医建议

后期生长差

环境 通风设置
营养 检查能否吃到饲料及饲料的质量
饮水 检查能否喝到水以及水的质量，以及乳头水流速
疾病 死鸡剖检/兽医建议

均匀度差

进鸡时的均匀度 与孵化场确认
鸡群密度 鸡群密度不要太大
采食量 检查能否吃到料以及饲料质量
饮水量 检查水位和饮水质量
环境 检查鸡舍环境
疾病 兽医建议

料比差

生长差 见生长差部分
饲料消化差 剖检检查肠道病变
采食差

检查饲料质量，饲料形态和料盘
饲料浪费

腿病
营养 检查饲料中钙、磷、维生素 D3、氯化物的含量
早期生长快 通过光照程序和限饲减缓生长速度

羽毛覆盖差
环境 检查鸡舍温度是否太高
营养 检查蛋氨酸和半胱氨酸的含量

垫料质量差

环境

垫料来源
检查鸡群密度是否太高
检查通风是否充足、分布良好
检查是否漏水

营养
检查饲料蛋白含量是否太高
检查饲料盐含量是否太高

疾病 兽医关于传染病的建议

胴体质量

胸部囊肿 检查后期垫料质量
脓疱 检查早期垫料质量
擦伤

检查处理和管理程序皮肤撕裂
骨折

肥胖
检查饲料营养平衡
检查鸡舍温度是否太高

刮痕
降低光照强度
检查是否能喝到水吃到料
检查抓鸡人的操作（行走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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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最佳鸡舍环境

 

附录2 ：设备和鸡群密度

>>   良好的饮用水水质需要在养殖期和空舍期不断努力。这是因为生物膜在暴露
于微生物生长的最佳温度下, 在水线中能够迅速形成。此外，饮水中的添加剂经
常给生物膜提供养分。
>>    高效的清洁程序，随后在空期间消毒，然后持续的水处理, 使用可饮用剂量

的有机酸/过氧化氢和定期的水线冲洗是良好水质和最佳肠道健康的基础。
>>  关于水质管理的更多细节，您可以参考哈伯德公司网站的技术公告 “种鸡和肉鸡的水质管理” 或
联系您的哈伯德公司联系人。

日龄

温度 (°C)

相对湿度 
(%)

风速 
(米/秒)

通风
(m3/千克活重

/小时)

使用育雏伞 *
全舍加温

育雏伞下 雏鸡活动区
边缘

0 35-38 31 33 40-60
0.1-0.3

最小通风量
 1.5-0.8

3 34 30 31-32 40-65
7 32 29 30 50-65

14 29 28 28 50-65
0.3-2.0

21 27 25 25-26 50-65
28 22 22-23 50-70

0.5-3.0
>35 20 20 50-70

* 对于伞型/传统育雏器，温度计距离垫料高度 10 cm，与育雏伞边缘距离 30 cm。
放雏鸡时，地面温度至少29 °C。

出栏体重
（千克）

出栏体重千克/平方米

寒冷气候和温和气候 炎热气候

鸡群密度

1.2 35 32

1.4 36 33

1.8 39 34

2.2 41 35

2.7 42 36

3.2 42 37

如果上述情况与当地法规不符，则遵循当地法规。
鸡群密度太大后降低了后期生长速度，均匀度变差，并增加了料肉比、死
亡、淘汰及残次鸡，从而影响了鸡群最佳性能的发挥。

水位

钟型饮水器 每 100 只鸡一个 

槽式饮水器 每只鸡 2 厘米

饮水乳头 10-15 只鸡每个

乳头水线：确保水线各处水压相同。
水中无消毒剂残留，乳头不堵。
出水速度：侧边出水大于 40 毫升/分钟，底部出水大于 60-80 毫升/分钟。

料位 料盘 60-70 只鸡/个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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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营养推荐

>>  30 至 34  天出栏、出栏体重 1.8 到 2 千克的肉鸡饲料规格举例：

 
>>  39 至 45 天出栏、出栏体重 2.5 到 3 千克的肉鸡饲料规格举例：

>>  在一些国家，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推荐受到法律限制。如有要求，可提供最新推荐。

早期料 中期料 后期料

日龄 (天) 0  - 10 10 - 22 22 - 出栏

代谢能
千卡每千克 3000 3100 3200

兆焦每千克 12.6 13.0 13.4

最低氨基酸 总计 可消化 总计 可消化 总计 可消化

赖氨酸 (%) 1.41 1.27 1.29 1.15 1.15 1.03

蛋氨酸 (%) 0.56 0.51 0.53 0.47 0.48 0.43

蛋氨酸 & 胱氨酸 (%) 1.07 0.95 0.99 0.87 0.90 0.79

缬氨酸 (%) 1.10 0.96 1.01 0.88 0.92 0.80

异亮氨酸 (%) 0.94 0.83 0.87 0.76 0.79 0.69

精氨酸 (%) 1.51 1.33 1.40 1.21 1.26 1.10

色氨酸 (%) 0.24 0.20 0.21 0.18 0.20 0.18

苏氨酸 (%) 0.95 0.83 0.87 0.76 0.79 0.69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粗蛋白 (%) 22.50 23.10 20.50 21.10 19.04 20.00

钙 (%) 0.98 1.03 0.88 0.95 0.80 0.85

有效磷 (%) 0.48 0.50 0.45 0.47 0.39 0.42

钠 (%) 0.16 0.23 0.16 0.20 0.15 0.18

氯化物 (%) 0.16 0.24 0.16 0.22 0.16 0.22

早期料 中期料 后期料 1 后期料 2

日龄 (天) 0 - 10 10 - 22 22 - 38 38 - 出栏

代谢能
千卡每千克 3000 3100 3150 3200

兆焦每千克 12.6 13.0 13.2 13.4

最低氨基酸 总计 可消化 总计 可消化 总计 可消化 总计 可消化

赖氨酸 (%) 1.41 1.27 1.29 1.15 1.13 1.01 1.09 0.96

蛋氨酸 (%) 0.56 0.51 0.53 0.47 0.48 0.42 0.47 0.41

蛋氨酸 & 胱氨酸 (%) 1.07 0.95 0.99 0.87 0.89 0.78 0.85 0.75

缬氨酸 (%) 1.10 0.96 1.01 0.88 0.91 0.79 0.87 0.76

异亮氨酸 (%) 0.94 0.83 0.87 0.76 0.78 0.68 0.75 0.65

精氨酸 (%) 1.51 1.33 1.40 1.21 1.24 1.08 1.19 1.04

色氨酸 (%) 0.24 0.20 0.21 0.18 0.20 0.17 0.19 0.16

苏氨酸 (%) 0.95 0.83 0.87 0.76 0.78 0.68 0.75 0.65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粗蛋白 (%) 22.50 23.10 20.50 21.10 18.74 19.69 18.4 19.2

钙 (%) 0.98 1.03 0.88 0.95 0.78 0.84 0.73 0.79

有效磷 (%) 0.48 0.50 0.45 0.47 0.39 0.41 0.36 0.39

钠 (%) 0.16 0.23 0.16 0.20 0.15 0.18 0.15 0.18

氯化物 (%) 0.16 0.24 0.16 0.22 0.16 0.22 0.16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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