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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养方式被广泛推广以来一直是蛋鸡生产的主
要饲养模式， 由于欧盟一些国家认为传统笼养方式
下，蛋鸡的福利状况差，缺乏自由，因此欧盟在 1999
年提出了禁止蛋鸡笼养的通告（1999/74/EC）。欧洲这
一禁令的颁布促使一些蛋鸡笼养替代模式得到了发
展，出现了改良型鸡笼饲养（enriched cage system）、
大笼饲养（aviary system）、 自由散养（free-range
system）等替代模式。 这些不同饲养方式对鸡蛋品质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备受关注。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信息很少但是从没间断过， 近几年欧盟一些国家在
饲养方式对鸡蛋品质的影响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
金，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 为了较全面了解不同饲养
方式对鸡蛋品质的影响， 本文对国内外这方面的研

究进展进行了综述。

1 蛋鸡笼养替代模式

改良型鸡笼饲养（enriched cage system）主要是
从提高蛋鸡福利的角度出发， 在传统笼具的基础上
通过提高空间面积和增添一些设施或设备， 如产蛋
箱、栖架、垫料、沙浴池、磨爪棒等， 用来丰富蛋鸡的
生活环境， 满足其各种基本行为。

大笼饲养（aviary system）是一种类似动物园鸟类
饲养的大笼， 配置有栖架、台阶、休息巢等供鸡群休
息， 一般规定每只母鸡拥有较大的饲养面积。

自由散养（free-range system）指舍外自由散放饲
养， 这种模式需要有较好的房舍和大量的土地，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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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于种植一些饲草等供鸡啄食。 场址远离居民区、
公用道路和其他动物养殖场所， 在饲养区域周围用
高的铁丝网围住。 自由散养模式是欧洲有机鸡蛋的
主要生产模式。

2 鸡蛋外部品质

鸡蛋外部品质评定指标主要包括蛋重、 蛋壳完
整性、蛋壳强度、蛋壳颜色、蛋形指数、蛋壳厚度等。

2.1 蛋重
众所周知，蛋的大小与种蛋合格率、孵化率等有

关，种蛋的选择要考虑蛋的大小，大蛋和小蛋的孵化
效果均不如正常的种蛋， 蛋重还决定了鸡的总产蛋
量的大小， 因而在蛋鸡育种及肉鸡育种中都受到重
视。 蛋重大小主要是遗传选育的结果，也受饲养环境
（包括营养）和生理状态（包括应激）的影响。 因此品
种、母禽年龄、体重、开产日龄、连产位置、营养水平、
气温、光照时间、温度、疾病等因素都影响蛋重变化，
因此很难确定究竟是饲养方式的改变还是其他因素
或者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导致了蛋重的变化。

关于不同饲养方式对蛋重影响的实验结果存在
较大的差异。 鸡品种对蛋重有很大影响，不同的研究
实验采用蛋鸡品种不同， 就可能导致不同实验结果
之间存在很大变异。 同时大部分已经发表的研究成
果都是建立在小规模的试验群体及较小的饲养环境
上得到的， 在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中是否也能得出
同样的结论还不能确定。 Guesdon等[1]比较了褐壳蛋
鸡在改进型笼养和传统笼养这两种饲养模式下的产
蛋性能和鸡蛋品质， 结果表明这两种饲养模式下蛋
重没有差异， 但是蛋重会随着母鸡产蛋年龄的增加
而增重。 学者们对传统笼养与大笼饲养模式下的蛋
重进行了比较，Tananka等 [2]比较了 27周龄和 63周
龄母鸡两个年龄阶段所产的鸡蛋， 发现传统笼养与
大笼饲养模式下蛋重没有差异， 与之类似 ，
Abrahamsson等[3]通过实验发现传统笼养和大笼饲养
对鸡蛋的大小没有影响，然而 Abrahamsson等[4]在随
后的实验中发现传统笼养与大笼饲养下蛋重却有明
显的差异，传统笼养的鸡蛋要比大笼饲养的鸡蛋大。
Hidalgo等[5]对散养和笼养模式的蛋重进行了研究，发
现自由散养模式生产的鸡蛋平均重量要大于传统笼
养， 并认为这些差异可能是由于自由散养与笼养所
处的环境温度不同所导致。 Van Den Brand等[6]对散
养和笼养模式的蛋形指数变化进行了研究， 发现自
由散养鸡蛋的短径要比传统笼养的长，而石建州等[7]

对地方品种固始鸡鸡蛋品质的研究表明， 笼养固始
鸡产的蛋比放养固始鸡产的蛋要重， 但是两种饲养
方式的蛋形指数没有明显差异。 不同的研究结果之
间的差异，可能与选用的品种、母鸡的产蛋年龄、测
定季节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2.2 蛋壳完整性
在美国鸡蛋市场上， 破壳蛋是不被消费者认可

的，只有完整的蛋才允许进入市场，美国农业部规定
有些蛋内容物没有外流的破壳蛋可以回收后进行巴
氏消毒制作成蛋粉， 而那些完全破损的蛋是不能进
行食用的，只能销毁。 我国蛋品市场以新鲜蛋为主，
而蛋品加工方面与欧美等国家相比， 加工处理鸡蛋
所占比例非常小，破损蛋的利用率低。 破壳蛋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蛋鸡生产的利润， 因此探索不同饲养方
式对蛋壳完整性的影响是很有必要的。

通过对不同饲养方式中破损蛋发生率的研究显
示， 饲养方式对破损蛋发生率的影响结果存在较大
的差异。 Abrahamsson等实验发现传统笼养的鸡蛋破
损率与其他改良型笼养方式相比要低一些， 与之类
似，Guesdon等发现改良型鸡笼中破损蛋的比例要比
传统笼养大， 但是如果只单纯比较改良型鸡笼产蛋
箱中的鸡蛋和普通笼养鸡蛋破损率的异同， 这两种
饲养方式则没有明显的差异， 如果改良型鸡笼中产
蛋箱的设计更好一些还可以进一步减少破损蛋的比
例。Hughes等[8]比较了传统笼养与自由散养两种饲养
方式下破损蛋的比例， 发现传统笼养的鸡蛋破损率
要较大些。 Tauson等[9]比较了大笼饲养、传统笼养和
地面散养三种饲养方式下破损蛋的情况， 结果表明
地面散养的鸡蛋破损率最小。 Mertens等[10]认为传统
笼养与改良型鸡笼饲养的鸡蛋破损率高， 而大笼饲
养和自由散养的相应要低一些。但是 Abrahamsson和
Tauson [11]指出大笼饲养生产的鸡蛋的统计数据可能
存在一定误差， 这种方式生产出的破损蛋可能有些
直接被鸡啄食，从而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 这种推测
同样可以应用到自由散养模式中产蛋数据的统计。

2.3 蛋壳清洁度
脏蛋的存在既会影响到美观还会影响到鸡蛋的

销售，因此脏蛋在进入市场前应该进行适当的清洗。
过脏的蛋一旦进入蛋品加工程序， 清洗将会更加困
难。 蛋壳上的污染物主要是灰尘、泥土、粪便、饲料以
及蛋的内容物， 这些成分都是鸡蛋生产过程中不可
避免的， 但是不同饲养方式对蛋壳的清洁度影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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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12]。
关于笼养方式和其他替代方式对鸡蛋清洁度的

研究。 Abrahamsson等（1995）发现传统笼养的脏蛋比
例要比改良型鸡笼的高，然而 Guesdon 和 Faure[13]却
报道了与之相反的结果。 Guesdon和 Faure（2004）表
示改良型鸡笼饲养增加了母鸡的活动面积， 相应增
加了鸡蛋与笼内污物接触的几率，脏蛋比例高，但是
如果改良型鸡笼中产蛋箱的设计更好的话， 脏蛋数
将会降低。Abrahamsson和 Tauson也指出改进改良型
鸡笼中产蛋箱的设计可以减少脏蛋的比例。 Wall和
Tauson[14]表明在改良型鸡笼中减少产蛋箱的数量，结
果导致产蛋箱的使用率下降、 脏蛋的比例增加。
Tauson等对现代四种饲养方式对鸡蛋清洁度的研究
表明，大笼饲养生产的脏蛋最多，其次是传统笼养和
改良型鸡笼饲养， 生产脏蛋最少的是传统的地面平
养。 同时， 脏蛋的比例与生产管理水平有很大的联
系， 良好的环境质量以及及时捡蛋都可以减少脏蛋
的比例。 在大笼饲养和改良型鸡笼饲养条件下，如果
在鸡笼中增加更多的产蛋箱并引导母鸡充分利用，
就可以适当提高鸡蛋的外部品质。

2.4 蛋壳品质
蛋壳强度、蛋壳厚度、蛋壳重量等均被认为是评

定蛋壳品质的参数。 蛋壳品质主要受饲养管理、营养
和生物学因素的影响， 然而从对现有的研究结果可
以看出， 不同饲养方式对蛋壳品质影响的研究结果
存在很大的差异。

Abrahamsson等的研究表明， 与传统笼养相比，
大笼饲养模式生产的鸡蛋具有蛋壳厚、蛋壳重、蛋壳
比例大等特性。 Hidalgo等的报道表明传统笼养鸡蛋
的蛋壳比例和蛋壳强度都要比自由散养的要大。
Guesdon 和 Faure 发现改良型鸡笼与传统笼养饲养
的鸡蛋蛋壳强度没有明显的差异。 Van Den Brand等
比较对照了传统笼养和自由散养两种饲养方式对蛋
壳品质的影响， 发现传统笼养鸡蛋的蛋壳品质随母
鸡年龄的增加而下降， 而自由散养的鸡蛋蛋壳品质
随母鸡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或保持不变；Hughes等指
出自由散养的鸡蛋比传统笼养的鸡蛋的蛋壳厚度、
蛋壳强度都要大； 石建州等实验结果也表明放养固
始鸡的蛋壳比笼养的要厚， 且蛋壳厚度随鸡蛋比重
的增加而增加。 Mertens等调查了传统笼养、改良型
鸡笼饲养、大笼饲养和自由散养鸡蛋的品质，发现大
笼饲养的鸡蛋蛋壳强度最大，而自由散养的最小。 总
之，关于四种饲养方式对蛋壳品质的影响，不同的研

究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还不能得出一致性的结论。

3 鸡蛋内部品质

鸡蛋内部品质包括蛋黄品质（包括卵黄膜的强
度、蛋黄指标和蛋黄颜色）、蛋白品质（包括哈氏单
位、蛋白高度、蛋白粘度）。 通常认为光照、营养、环境
温度等对鸡蛋品质有较大影响。 目前对传统笼养鸡
蛋内部品质的研究已经较完善， 但是一些笼养替代
系统对鸡蛋内部品质影响的认识尚不全面。

Abrahamsson和 Tauson研究表明传统笼养和大
笼饲养下的鸡蛋内部品质没有差异， 经过了五个生
产周期的实验都验证了这个结论。 Van Den Brand等
比较了传统笼养和自由散养鸡蛋的蛋品质， 发现笼
养的母鸡产蛋期要比散养早三周， 而蛋黄颜色要比
散养浅。 石建州等（2006）报道了散养鸡蛋的哈氏单
位比笼养鸡蛋的要好。赵超等[15]研究表明放养鸡蛋的
蛋黄颜色显著高于笼养鸡蛋， 但不同饲养方式对鸡
蛋哈氏单位影响不显著。 Varguez-Montero等[16]研究
表明蛋白重、蛋黄重受饲养方式的影响较大，而蛋白
高度、哈氏单位、蛋壳重在各饲养方式中则差异不明
显。 许多人认为，自由散养鸡蛋的内部品质好于普通
笼养鸡蛋， 自由散养鸡蛋的市场价格也一直高于普
通笼养鸡蛋。 由于不同研究采用的鸡种不同，饲养环
境以及采食饲料种类和数量存在差异， 同样的饲养
模式也往往有着不同的结论， 另外鸡蛋品质随母鸡
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作者认为需要进一
步的深入了解， 究竟是哪些因素在自由散养鸡蛋的
品质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对于不同饲养方式对
鸡蛋内部品质影响的研究还较少， 具体的影响因素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实验探索。

4 结论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综合阐述了传统笼养、改
良型鸡笼饲养、 大笼饲养和自由散养四种饲养方式
对鸡蛋品质的影响。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这四种饲
养方式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缺陷， 从食品安全
和蛋品质量考虑， 现在还没有一种看上去比其他更
好的饲养模式。 更重要的是许多不确定因素间的相
互作用， 导致很难去确定令人满意的饲养方式。 气
候、鸡的品种、疾病、外来生物的侵害以及生产设备
使用时间长短等都对鸡蛋品质存在影响， 这些影响
因素中的部分或全部的相互作用， 都会给这方面的
研究增加困难[17]。

阶梯或层叠式笼养是目前我国蛋鸡饲养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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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我国有关不同饲养方式对鸡蛋品质影响的研
究相对较少，大部分信息来自于欧盟和美国。 开展不
同饲养方式对鸡蛋品质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分析、总
结目前我国集约化蛋鸡生产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重
新审视现代蛋鸡集约化生产的利弊， 根据我国蛋鸡
生产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 积极探索一种既
能满足蛋鸡福利、 又能保证鸡蛋品质和食品安全的
新的饲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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