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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冬季地面平养机械通风肉鸡舍微生物含量及分布特征(为构建地面平养肉鸡舍微生物环

境调控技术提供支持)*方法+以河南鹤壁某规模化肉鸡养殖场为研究对象(选取
B

日龄,

#B

日龄,

$B

日龄的肉鸡舍
E

栋(每栋鸡舍内分别在
%

(

#M

和
#"%>L

高度布设
#M

个采样点)采用平板自然沉降法对舍内空气微生物进行采样(采

用擦拭法采集设施表面微生物样品(采用梯度稀释法和划线法进行计数(利用专用培养基确定主要致病微生物种类(

分析舍内微生物含量与环境因子的相关性)*结果+随着日龄的增加(肉鸡舍内微生物含量呈现上升趋势(以
#B

日龄

肉鸡舍内的空气微生物含量最大(比
B

日龄肉鸡舍显著上升了
#<#E

倍!

!

"

%<%M

"(但与
$B

日龄肉鸡舍无著性差异

!

!

#

%<%M

")肉鸡舍内空气微生物含量均以进风口端最小(向排风口端呈现出逐渐升高趋势(其中
#E

个采样点空气

微生物含量超过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肉鸡舍设施表面微生物总菌落数由多到少依次为垫料
#

铁质料线
#

墙面
#

塑料水线
#

应急窗玻璃)金黄色葡萄球菌只在垫料中检出)舍内的空气细菌总菌落数与舍内温度,湿度以及粉尘,

/N

E

和
TG

$

含量呈极显著或显著正相关)*结论+冬季环境条件下(地面平养机械通风肉鸡舍内微生物含量存在超

标情况(部分病菌存在于鸡舍空气及垫料中(存在环境感染风险)因此(应做好保温与通风的管理工作(以控制肉鸡

舍环境中的微生物水平(降低环境风险)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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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平养'机械通风'肉鸡舍'微生物含量'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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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集约化规模化肉鸡养殖业的发展(鸡群高

度集中(各类疾病传播途径缩短(疾病流行出现了新

的规律(表现为鸡群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与鸡舍内致

病微生物数量和分布特征紧密相关%

#C$

&

)养殖环境

中存在大量致病微生物(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金

黄色葡萄球菌等(这些微生物附着于鸡舍空气中(极

易对饲料,饮水和养殖设施表面等造成污染(鸡群通

过采食和饮水等环节可感染致病菌(带菌鸡群通过

呼吸和排泄过程又会引起舍内微生物污染进一步加

重)目前(国内外对畜禽舍内微生物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舍内环境微生物的数量及其种类鉴定方面%

ECM

&

(

但对于肉鸡舍在饲养期间的舍内空气环境微生物数

量及其分布特征罕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

对肉鸡饲养期间舍内微生物数量进行检测(探讨分

析肉鸡舍主要致病微生物种类及其分布规律(从而

对肉鸡舍的环境状况做出客观评估(为集约化肉鸡

生产环境调控与疾病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鸡场概况

于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河南鹤壁

某规模化肉鸡养殖场内进行试验)试验鸡场距离公

路
M"%L

(周围
#%%%L

范围内无其他空气污染源)

场内有
E

栋鸡舍(均为全封闭无窗式结构(长
#E$

L

(宽
#&L

)采用地面垫料平养模式饲养白羽肉

鸡(垫料为稻壳(厚度
$%>L

(全自动料线水线(自由

采食(自由饮水)采用
Y?F

灯带采光(光照时间为

$E1

!光"$

#1

!暗")鸡舍为纵向机械通风(因是冬

季(故风机每
ML9+

为一个运转周期(

E

周龄前风机

运行
#L9+

(停
!L9+

'

E

周龄后风机运行
#<ML9+

(停

E<ML9+

)鸡舍屋檐下设有应急通风窗)

E

栋鸡舍

内均分别饲养
E

万只肉鸡)

#<$

!

试剂与仪器

#<$<#

!

主要试剂
!

营养琼脂!

/5

"和麦康凯培养基

!

\5T

"由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生产'

==

琼

脂培养基,血琼脂培养基!

_5Z

"和沙氏琼脂!

=F5

"

由北京三药技术开发公司生产)

#<$<$

!

主要仪器
!

W5=[9

Q

3*$%%%

型
/N

E

和
TG

$

便携式测量仪(深圳万安迪科技有限公司'

7Ỳ C

E]$M

型大气粉尘采样器(北京宏昌信仪器设备公

司'

YW]Ca=F$%

型温湿度记录仪(杭州路格科技有

限公司'

E%E5C!

型数显电热培养箱(上海荣丰科学

仪器有限公司)

#<E

!

试验方法

#<E<#

!

肉鸡舍环境参数测定
!

鸡舍内温度,湿度采

用
YW]Ca=F$%

型温湿度记录仪测定'

/N

E

和
TG

$

浓度采用
W5=[9

Q

3*$%%%

型便携式测量仪每
ML9+

测定记录一次(传感器布置在距地面
#M>L

处)粉

尘浓度利用
7Ỳ CE]$M

型大气粉尘采样器进行测

定(采样时间为
E%L9+

)

#<E<$

!

空气中微生物样品采集
!

在鸡舍内每个采

样高度上均匀布设
#M

个采样点(即沿鸡舍纵向布置

E

列采样点(左右两列采样点分别距离鸡舍两纵墙
#

L

(距离中间列采样点各为
"L

(每列分别均匀布置

M

个采样点(各点之间均相距
$$L

!图
#

")分别在

每个采样点处距垫料表面
%

(

#M

和
#"%>L

处以平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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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沉降法采集空气中微生物%

"

&

)在肉鸡
B

日龄,

#B

日龄和
$B

日龄采样(同时对鸡舍内温湿度和粉

尘,

/N

E

,

TG

$

含量进行监测记录)

图
#

!

本试验中鸡舍空气微生物采样点布设示意图

79

Q

<#

!

Y,

;

()0(.4,L

K

-9+

Q

49034(.03403@S*(9-3*1()43

#<E<E

!

设施表面微生物样品采集
!

采用擦拭法采

集铁质料线,墙面,塑料水线以及应急窗玻璃等设施

表面微生物%

B

&

(即戴上无菌手套用棉签蘸取生理盐

水后在上述采样设施表面来回擦拭
$%

次(将棉签头

折断放回试管内(浸没在生理盐水中(密封保存(带

回实验室备用)随机采集垫料表面样品!质量
$

#%

Q

"(装入无菌袋(封口保存(带回实验室备用)

#<E<!

!

样品处理菌落计数
!

将
#<E<$

节采集的空

气中微生物置于平板培养皿中
EBb

下倒置培养
$!

1

(对每个平板上的菌落进行计数(按下式计算空气

中微生物总菌落数!

T78

$

L

E

")

空气中微生物总菌落数
cM%%%%@

$

(d0

)

式中#

@

为每个培养皿内菌落数(

T78

'

(

为培养皿

面积(

>L

$

'

0

为采样时间(

L9+

)

将
#<E<E

节采集的微生物样品菌悬液用生理盐

水分别做
#%

倍梯度稀释(接种到平板计数琼脂

!

ZT5

"培养基上(置于
EBb

生化培养箱中倒置培养

$!1

(对每个平板上的菌落数进行人工计数)按下

式计算设施表面微生物总菌落数!

T78

$

>L

$

")

!cM%@#%

A

$

-

)

式中#

!

为设施表面微生物总菌落数(

T78

$

>L

$

'

@

为每个培养皿内菌落数(

T78

'

A

为稀释倍数'

-

为

采样面积(

>L

$

)

#<E<M

!

微生物种类鉴定
!

鸡舍内主要微生物菌群

及其专用培养基见表
#

)采用平板划线法和涂抹法

分别接种培养基(接种后的培养基倒置放在
EBb

恒

温箱培养
!&1

(分别取营养琼脂!

/5

",麦康凯琼脂

!

\5T

",

==

琼脂,血琼脂!

_5Z

"和沙氏琼脂!

=F5

"

等
M

种培养基上的典型菌落(进行涂片(革兰氏染

色(镜检(进行微生物种类鉴定%

&C#$

&

)

#<!

!

数据处理

按照文献%

#E

&将试验所得的鸡舍空气中的微生

物浓度!

T78

$

L

E

"以及设施表面的微生物含量

!

T78

$

>L

$

"等数据进行对数转换!

-

Q

"(其他数据不

转换(采用
?R>3-$%%B

和
=Z==#D<%

进行方差分析

和多重比较(结果用-平均值
e

标准差.表示)采用

=Z==#D<%

对鸡舍内总菌落数与舍内各环境指标的

相关性进行分析)

表
#

!

鸡舍内微生物菌群及其专用培养基

[,S-3#

!

\9>*(S9,-

Q

*()

K

49+013>19>J3+S,*+,+@

43-3>03@>)-0)*3L3@9)L

菌群
\9>*(S3

Q

*()

K!!

培养基
T)-0)*3L3@9)L

!!

总菌落数

[(0,-S,>03*9,->()+0

营养琼脂!

/5

"

/)0*93+0,

Q

,*

大肠杆菌

4;.1%5*.1*,.#$*

麦康凯培养基!

\5T

"

\,>T(+J3

;

,

Q

,*

沙门氏菌

-,$+#)%$$,7

2?

1*+65*6+

==

琼脂培养基!

==5

"

=,-L(+3--,419

Q

3--,,

Q

,*

金黄色葡萄球菌

-7,

?

1

2

$#.#..6;,65%6;

血琼脂培养基!

_5Z

"

_-((@,

Q

,*

K

-,03

真菌
7)+

Q

9

沙氏琼脂!

=F5

"

=,S()*,)@@3R0*(43,

Q

,*

$

!

结果与分析

$<#

!

不同日龄肉鸡舍内空气中的微生物含量

不同日龄肉鸡舍空气中微生物总量检测结果见

表
$

)由表
$

可知(总体而言(随着日龄的增加(肉

鸡舍内微生物含量呈现上升趋势(以
#B

日龄肉鸡舍

内的空气微生物平均含量最高(显著高于
B

日龄肉

鸡舍!

!

"

%<%M

"(但与
$B

日龄肉鸡舍相比没有显著

性差异!

!

#

%<%M

")

#M>L

采样高度上各日龄肉鸡

舍空气微生物含量没有差异!

!

#

%<%M

"(平养地面

!

%>L

采样高度"及
#"%>L

采样高度舍内空气微生

物含量均以
#B

日龄时最高(显著高于
B

日龄!

!

"

%<%M

")

#"%>L

采样高度上(

$B

日龄肉鸡舍内微生

物含量比
B

日龄时显著升高!

!

"

%<%M

")

表
$

!

不同日龄肉鸡舍内空气中的微生物含量!

-

Q

"

[,S-3$

!

\9>*(S9,->(+03+04

!

-

Q

"

9+013,9*9+S*(9-3*

1()434,0@9..3*3+0,

Q

34

采样高度$
>L

=,L

K

-9+

Q

139

Q

10

B@ #B@ $B@

% E<"Be#<E",> !<E&e#<E$S E<D!e%<"BS>

#M !<$Me%<D&, E<B$e%<"M, !<$"e#<&#,

#"% $<B%e%<$$, E<B!e%<DMS E<EMe%<MDS

平均
5:3*,

Q

3 E<M$e#<$!,> E<DDe#<%"S E<&Me#<#ES>

!!

注#同行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

!

"

%<%M

")下

表同)

/(03

#

A,-)342901@9..3*3+04)

K

3*4>*9

K

041,:349

Q

+9.9>,+0@9..3*C

3+>3

!

!

"

%<%M

"

<[134,L3S3-(2<

不同日龄肉鸡舍各采样点空气微生物含量见表

E

)由表
E

可以看出(不同日龄肉鸡舍内各采样高度

上采样点的微生物含量(均为由鸡舍进风口
5C5f

断

面向出风口
?C?f

断面方向呈现增加趋势'各日龄鸡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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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进风口
5C5f

采样断面空气微生物含量均显著低

于鸡舍中部
TCTf

及其后端的各采样断面空气微生

物含量!

!

"

%<%M

")各日龄肉鸡舍不同采样高度上

的微生物含量均以
5C5f

采样断面最小(而在肉鸡舍

中部排风口处空气中微生物含量大都维持在较高水

平(部分采样点已明显高于/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0

!

/̀

$

[E&&O#DDD

"

%

#!

&中规定的肉鸡舍内空气微生

物含量标准值!

$<M%d#%

!

T78

$

L

E

(对数值为
!<!%

)

微生物含量最大值出现在
$B

日龄肉鸡舍的中部
#M

>L

的采样点(对数值达到了
M<DEe#<$E

(远远超出

标准值)从不同采样高度来看(呈现出距饲养地面

%

"

#M>L

内的空气中微生物较高(

#"%>L

高度的空

气中微生物较低的现象(其原因是近地面处!

%>L

"

沉积的粪便和饲料等固体污染物是空气中微生物的

主要来源'

#M>L

处是鸡群的呼吸线高度(鸡群的呼

吸产物和体表污染物都集中在这一高度带上'而

#"%>L

处即人类的主要呼吸区域内微生物含量则

明显降低)

表
E

!

不同日龄肉鸡舍各采样点空气中的微生物含量!

-

Q

"

[,S-3E

!

\9>*(S9,->(+03+04

!

-

Q

"

9+013,9*9+S*(9-3*1()434,0@9..3*3+0,

Q

34

日龄$
@

5

Q

39+@,

;

4

采样高度$
>L

=,L

K

-9+

Q

139

Q

10

5C5f _C_f TCTf FCFf ?C?f

B

% $<%Be%<%$, E<EBe%<"&S !<#Be%<%ES !<%%e%<EES> !<DMe%<ED>

#M $<D#e%<%$, E<"$e#<$ES M<#Me%<##> !<B$e%<$#S> !<&$e%<#$>

#"% $<E"e%<$M,> $<$Ee%<%E, $<&&e%<#%S $<D"e%<#%S E<%#e%<#&S

#B

% $<DBe%<%B, E<$%e%<#%, M<MEe%<B!S !<"&e%<#BS !<&&e%<%!S

#M $<&"e%<%D, $<&De%<#%, !<$De%<E&S !<%"e%<%!> !<!De%<%%S@

#"% $<M$e%<%#, E<%%e%<%%S !<#Be#<%!S> E<D&e%<"#S> !<B&e%<%E>

$B

% $<B%e%<!%, E<MMe%<$MS !<BEe%<%B> !<!!e%<E$>@ !<E%e%<%#@

#M $<E&e%<%E, E<&#e%<EES M<DEe#<$E> !<B"e%<##> !<$"e%<%ES@

#"% $<#!e%<%$, E<%De%<$BS E<&Be%<%&> E<&"e%<%&> E<&$e%<#ES>

$<$

!

肉鸡舍不同设施表面的微生物含量

肉鸡舍不同设施表面微生物含量检测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不同日龄肉鸡舍设施表面微生物总

菌落数对数值为!

$<DDe%<EB

"

"

!

&<EBe%<$$

"(各

种表面微生物总菌落数由多到少依次为垫料
#

铁质

料线
#

墙面
#

塑料水线
#

应急窗玻璃)其中(垫料

中微生物总菌落数最多(

B

日龄,

#B

日龄和
$B

日龄

鸡舍垫料中微生物总菌落数对数值分别为
B<#$e

%<#B

(

&<EBe%<$$

和
B<D&e%<!E

(应急窗玻璃表面

微生物总菌落数最少(对数值分别为
E<BBe%<$#

(

$<DDe%<EB

和
E<%%e%<M$

)这是因为垫料表面附

着有大量鸡粪,羽毛等污染物(因此微生物总菌落数

较多'而鸡舍内墙体附近鸡群活动较少(粪便等固体

污染物较少(因此微生物也相对较少'该鸡舍玻璃窗

主要为通风窗口(相对位置较高(接触粪便等固体污

染物的机会较少(因此表面微生物总菌落数相对最

少'铁质料线表面存在锈迹(显得凹凸不平(污染物

容易附着在上面(也不易清洗(这可能是铁质料线表

面微生物总菌落数较塑料水线多的原因之一)随着

肉鸡日龄的增加(肉鸡舍墙面,玻璃和塑料水线表面

微生物总菌落数没有显著变化!

!

#

%<%M

"(而
B

日

龄时垫料,铁质料线的微生物菌落数显著低于其他

两栋鸡舍!

!

"

%<%M

"(这可能与肉鸡日龄小(鸡群活

动量小,排泄物少等因素有关)

表
!

!

不同日龄肉鸡舍各类设施表面的微生物总量!

-

Q

"

[,S-3!

!

\9>*(S9,->(+03+04

!

-

Q

"

(+0134)*.,>3(.013.,>9-90

;

9+S*(9-3*1()434

采样位置

=,L

K

-9+

Q

-(>,09(+

B@ #B@ $B@

垫料
]((404 B<#$e%<#B, &<EBe%<$$S B<D&e%<!ES

墙面
a,-- !<MDe%<$B, M<%&e%<%!, M<MEe%<EB,

应急窗玻璃
W-,4434 E<BBe%<$#, $<DDe%<EB, E<%%e%<M$,

铁质料线
H*(+

K

9

K

3-9+3 "<$Ee%<#%, B<BEe%<MMS B<B&e%<E$S

塑料水线
Z-,409>

K

9

K

3-9+3 !<B&e%<MM, !<BDe%<"!, M<#Be%<BD,

$<E

!

肉鸡舍内主要致病微生物的分布特征

肉鸡舍内主要致病微生物种类和数量见表
M

)

由表
M

可知(鸡场主要致病性微生物如大肠杆菌,沙

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实验鸡舍中均有检出(

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只在垫料中检出(空气中未检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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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M

!

肉鸡舍内主要致病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

[,S-3M

!

[

;K

34,+@

^

),+090934(.L,

I

(*

K

,01(

Q

3+9>L9>*((*

Q

,+94L49+S*(9-3*1()434

菌群

\9>*(S3

Q

*()

K

4

微生物数量
\9>*((*

Q

,+94L4

^

),+090

;

空气$!

T78

1

L

OE

"

59*

垫料$!

T78

1

>L

O$

"

]((404

大肠杆菌
4;.1%5*.1*,.#$* #E%<$e#D<B $#D%<%eB&<D

沙门氏菌
-,$+#)%$$,7

2?

1*+65*6+ #&%<%e$#<D ##&<De$$<%

金黄色葡萄球菌
-7,

?

1

2

$#.#..6;,65%6;

未检出
/(0@303>03@ #$%<Me#B<&

$<!

!

肉鸡舍环境对舍内主要致病微生物总量的

影响

试验期间(肉鸡舍内空气中温度,湿度及粉尘,

TG

$

和
/N

E

检测结果见表
"

)由表
"

可知(试验期

间(肉鸡舍内各环境指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变化)

微生物含量与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B

)

由表
B

可知(鸡舍内总菌落数与舍内温度,湿度,粉

尘和
TG

$

含量呈极显著相关!

!

"

%<%#

"(与
/N

E

含

量呈显著相关!

!

"

%<%M

"'大肠杆菌数量与舍内温,

湿度呈极显著相关!

!

"

%<%#

"(与粉尘和
/N

E

含量

呈显著相关!

!

"

%<%M

"'沙门氏菌数量受温度和有

害气体含量影响极为显著!

!

"

%<%#

"'金黄色葡萄

球菌数量受温,湿度和
TG

$

含量影响极显著!

!

"

%<%#

"(受
/N

E

含量影响显著!

!

"

%<%M

"'真菌数量

与舍内温,湿度呈极显著相关!

!

"

%<%#

"(与粉尘,

TG

$

和
/N

E

含量无明显相关性)

表
"

!

肉鸡舍内环境指标检测结果

[,S-3"

!

?+:9*(+L3+0,-

K

,*,L303*49+S*(9-3*1()434

指标
!!!

H+@3R

!!!

温度$
b

[3L

K

3*,0)*3

湿度$
g

N)L9@90

;

粉尘$!

L

Q

1

L

OE

"

F)40

TG

$

$!

L

Q

1

L

OE

"

/N

E

$!

L

Q

1

L

OE

"

最大观测值

\,R9L)L(S43*:,09(+:,-)3

#B<$& !&<#% #E<$E &!%<EE #B<!D

最小观测值

\9+9L)L(S43*:,09(+:,-)3

$M<$M &$<!% %<"B #$EE<%% %<BB

平均值

\3,+

$$<EMe#<B$ "#<M!eMB<!B M<MEeE<$& #%E$<!Be#E&<%$ #%<$Ee"<BD

表
B

!

空气中微生物含量与环境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S-3B

!

T(**3-,09(+,+,-

;

494(.L9>*(S9,->(+>3+0*,09(+,+@3+:9*(+L3+0,-.,>0(*49+013,9*

指标
!!

H+@3R

!!

总菌落数

[(0,-S,>03*9,->()+0

大肠杆菌

4;.1%5*.1*,$.#$*

沙门氏菌

-,$+#)%$$,7

2?

1*+65*6+

金黄色葡萄球菌

-7,

?

1

2

$#.#..6;,65%6;

真菌

7)+

Q

9

温度
[3L

K

3*,0)*3

%<DD&

%%

%<DEB

%%

%<D"&

%%

%<D$"

%%

%<DDM

%%

湿度
N)L9@90

;

%<DBD

%%

%<DM$

%%

%<&&E

%<D!#

%%

%<D&M

%%

粉尘
F)40

%<DDB

%%

%<D$B

%

%<&D! %<&B% %<&ME

TG

$

%<D&D

%%

%<&&B

%<DE"

%%

%<DEM

%%

%<"&D

/N

E

%<&B"

%

%<D##

%

%<DE&

%%

%<D%&

%

%<BB&

!!

注#

%

表示相关系数在
%<%M

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

表示相关系数在
%<%#

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

)

/(03

#

%

9+@9>,034>(**3-,09(+49

Q

+9.9>,+0,0013%<%M-3:3-

!

$C0,9-3@

"

<

%%

9+@9>,034>(**3-,09(+3R0*L3-

;

49

Q

+9.9>,+0,0013%<%#-3:3-

!

$C

0,9-3@

"

<

E

!

讨
!

论

空气环境及养殖设施表面的微生物数量是畜禽

舍环境质量状况的重要评价指标之一%

$

&

)世界卫生

组织指出(当空气中的细菌浓度达到
B%%

"

#&%%

T78

$

>L

E 时可以引发明显的空气感染现象(但当空

气中的细菌浓度小于
#&%T78

$

>L

E 时(则不会有明

显的引发感染情况)本研究表明(不同日龄的地面

平养机械通风肉鸡舍内微生物含量随着肉鸡日龄的

增加而呈现逐渐升高趋势(其浓度在!

%<M%d#%

E

"

"

!

$<!%d#%

!

"

T78

$

>L

E

(对数值为!

$<B%e%<$$

"

"

!

!<E&e#<E$

"'除
B

日龄肉鸡舍
#"%>L

高度外(其

余采样点均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空气细菌浓度

的安全界限范围(但均未超出/畜禽场环境质量标

准0!

/̀

$

[E&&O#DDD

"

%

#!

&中规定的肉鸡舍内空气

微生物含量标准值!

$M%%%T78

$

L

E

")另外(从分

布特征上看(肉鸡舍内微生物平均浓度呈现出低部

!肉鸡活动区域从地面到地面上
#M>L

"远大于上部

!

#"%>L

"(进风口端小于鸡舍中部与排风口端的现

象)其原因是这一范围内近地面处堆积的粪便与垫

料等固体物以及鸡群的呼吸和体表污染物可能是空

气中微生物的主要来源)本研究结果还表明(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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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龄越大(越接近通风路径中后部(空气中微生物含

量越高(如空气微生物浓度最大值出现在
$B

日龄肉

鸡舍的中部
#M>L

的采样点(达到了
&<M#d#%

M

T78

$

L

E

!对数值为
M<DEe#<$E

"(超出标准值
EE<%!

倍)不同设施表面微生物数量差别较大(均不同程

度超出了/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0的规定标准)说明

在冬季状态下(即使机械通风(肉鸡舍的空气环境也

存在着极大的细菌感染风险(但其发病程度与细菌

致病性的关系(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微生物种类方面(本试验在肉鸡舍内检测出

了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虽然金黄

色葡萄球菌只在垫料中检出(笔者认为依然存在感

染风险)同时垫料中含有大量的大肠杆菌(说明作

为一种厌氧型细菌(大肠杆菌在鸡舍空气环境下不

易存活)本研究结果表明(冬季肉鸡舍内空气细菌

总菌落数与舍内温度,湿度,粉尘以及
TG

$

含量呈

极显著正相关!

!

"

%<%#

"(说明肉鸡舍内各环境因

素对空气中的微生物含量有显著影响)实际生产

中(冬季肉鸡舍常常由于保温需要而致通风不良(温

度,湿度增大(促使垫料及空气中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加速(从而增加了空气微生物的含量(这与张鹤

平%

#M

&

-冬季鸡舍空气细菌含量最高.的研究结果一

致)

有研究表明(鸡舍内空气环境中
TG

$

与
/N

E

浓度严重超标(氧气含量不足(以及各环境因子与病

原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导致鸡群发病的主

要原因%

#"

&

)鸡场发生的疫病中(多数为气源性传染

病(如禽流感,新城疫等)一些有害微生物可能会通

过气体交换不断向外界排放(致使一些病原微生物

随着废气排到舍外(造成大气环境微生物污染(给人

畜健康带来威胁%

#B

&

)因此(在规模化肉鸡养殖中(

不仅要保证养殖环境良好(还要通过鸡舍建筑的合

理选型设计,舍内温度控制以及科学的通风设

计%

M

(

#&

&

(控制肉鸡舍环境中的微生物水平(从而在提

高肉鸡健康水平,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对周围环境

的污染)

!

!

结
!

论

本研究发现(冬季地面平养机械通风模式的不

同日龄肉鸡舍内空气微生物总量为!

%<M%d#%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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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

T78

$

L

E

!对数值为!

!<!De%<%%

"

"

!

M<DEe#<$E

""(以
#B

日龄肉鸡舍内的空气微生物

含量最大)舍内微生物含量以进风口端最低(向排

风口端呈现逐渐升高趋势(其中有
#E

个采样点空气

微生物数量超过了/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0!

/̀

$

[

E&&O#DDD

"的规定浓度)从不同采样高度来看(距

饲养地面
%

"

#M>L

内的空气中微生物含量明显高

于
#"%>L

处的微生物含量)肉鸡舍内设施表面单

位面积的总微生物含量则在!

%<D&d#%

E

"

"

!

$<E!d

#%

&

"

T78

$

>L

$

!对数值为!

$<DDe%<E!

"

"

!

&<EBe

%<$$

""(总菌落数由多到少依次为垫料
#

铁质料

线
#

墙面
#

塑料水线
#

应急窗玻璃)在致病菌种类

方面(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以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有

检出(但金黄色葡萄球菌只存在于垫料中(而大肠杆

菌和沙门氏菌则在垫料与空气中均有)同时(舍内

的空气细菌总菌落数随着舍内温度,湿度的升高以

及粉尘,

/N

E

和
TG

$

浓度的升高而增加)说明冬季

地面平养机械通风肉鸡舍内微生物含量存在超标情

况(部分病菌存在于鸡舍空气及垫料中(存在环境感

染风险)由此可见(冬季应做好保温与通风管理工

作(以控制肉鸡舍环境中的微生物水平(降低环境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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