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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eat Performan ce of New Fast Growing Silk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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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Animal andTechnolcgy，SichuanAgnedtur~University，Yaan 625014，Sichuan，China) 

Abstract：By describing growing clJrve 0f body weight and average daily gain of the first an d second 

generation on silkies，the latter is found more steady and growing peaks is shortened by tWO weeks． 

The growth model is gaind through the logistic curve．It shows that the growt h point 0f inflection is at 

10．8 weeks．At 14 weeks，the body size is about lkg，the percentage of semieviscerasted and viscerast— 

ed yield is about 85％ ，79％ ；the percentage of chest meat and leg meat is 14％ ，18％ ．Means differ— 

ence 0f 9 carcass traits wi th t-test is analysed．And phenotypic correlation 0f these carcass traits is also 

an 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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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羽乌骨鸡新品系早期生长发育规律及肉用性能的研究’ 

李 琴，朱 庆 
(四川农业大学 动物科技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摘要：对丝羽鸟骨鸡肉用新品系第一世代和第二世代的体重累积生长曲线和 日增重曲线的比较表明：第二世代的 

生长曲线比第一世代的波动小，生长高峰提前了两周。用Logistic模型对两品系第二世代早期生长发育规律及 内 

用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其生长拐点为 1O．8周龄；14周龄体重为 1．O1【g，半净膛率均达到 85％以上，全净膛 

率均在 79％以上，胸肌率为14％，腿肌率为 18％左右。对第二世代两品系的屠宰性能进行了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及表型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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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羽乌骨鸡，其别名有绒毛鸡、竹丝鸡等。《中 

国家禽品种志》统一定名为“丝羽乌骨鸡”⋯，主要 

产 自江西 泰和县。近年来许 多学者研究也表 

明[2,3]，乌骨鸡含有多种营养成分：氨基酸含量高， 

种类多，还含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对乌骨鸡的黑 

色素研究H]表明，其黑色素具有滋补、抗衰老、抗疲 

劳、调节机体平衡及抑制流感病毒诱导细胞凋亡等 

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丝羽乌骨鸡生长缓慢，体重小 

而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肉用需求。利用现代家禽 

育种的理论和方法，选育生长快、体重大的新品系具 

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饲养管理、测定指标 

1．1．1 试验材料 

成都黄忠鸡场的丝羽乌骨鸡 KM、KF两个快大 

型新品系的一世代和二世代(即 Fl、F2)。Fl代共 

225只，F2代共 300只。对每只雏鸡进行编号，记录 

其生长发育性能。饲养方式为笼养，饲养期 自由采 

食，充分饮水，每日24 h光照。饲料的营养水平是： 

4周龄以内的雏鸡，饲料中粗蛋白质含量达20％，能 

量 12～13 kJ／kg；4周龄后，饲料中粗蛋白质含量达 

18％，能量 12．6 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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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生长发育 

在第 0、2、4、6、8、10、12、14周龄末用电子天平 

记录 F2代个体的空腹体重。 

1．1．3 屠宰性能 

14周龄末随机抽取 KM、KF公母各78只进行 

屠宰测定。测定的指标包括：宰前活重、半净膛重、 

全净膛重、胸肌重、腿肌重、半净膛率、全净膛率、胸 

肌率、腿肌率。 

1．2 数据处理 

采用 SAS及 ExCEL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利用 Logistic曲线模型【5】对 F2世代累积生长曲线 

进行拟合。 

2 结果与分析 

2．1 丝羽乌骨鸡肉用新品系两世代生长发育规律 

比较 

各周龄体重及 日增重测定结果见表 1。F1世代 

的日增重曲线(见图1、图2)在前 4周龄呈稳定增加 

趋势，4～12周龄曲线波折度大，约 12周龄达到生 

长高峰。这表明 F1世代在生长过程中尤其是在后 

期，群体的生长发育不规律。F2世代在 10周龄前 

日增重曲线呈稳定增加，在 10．8周龄达到生长高 

峰。说明经过一个世代的选育，丝羽乌骨鸡生长发 

育变得规律，且达到生长高峰的日龄提前了两周。 

表 1 丝羽乌骨鸡肉用新品系两世代0～l4周龄体重、13增重 

Table1 Bodyweight and averasedaily瓯 nof 

the fu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 of silkies 

2．2 对 F2世代拟合 Logistic生长曲线 

利用 Logistic曲线模型对累积生长曲线进行拟 

合。Logistic曲线方程为： 

Wt=A／[1+e-k(t-b)] 

式中：Wt为 t周龄时的体重，A 为极限体重参数， 

即最大体重；k为生长速率参数，b为达到生长拐点 

时的周龄。利用 SAS软件，计算参数估计值(表 2)。 

由表2可知，Logistic模型方程为： 

Wt=1426／[1+e-O-28o5(f一10．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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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I、F2日增重变化比较 
Fig 1 I pa si0n of daily lil1s between FI and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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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Fl、F2体重累积生长曲线比较 
Fig 2 Gxnrxarisi~ of bogistic cuⅣe between FI and F2 

表 2 bogistic曲线方程估计值和拟合度 
6『e 2 Estimate value and fitting degree 

ofLogistic eurvilinear equatkm 

2．3 曲线拟合度检验 

计算相关指数 尺2，以判定曲线估测可靠程度的 

高低。尺 愈接近 1，曲线拟合的愈好。 

R2_1一 

其中，W 为观测值， 为所有观测值的平均值， 

为拟合曲线估计体重值。 

由表 2、表3、图3及相关指数 R2=0．99可知： 

本试验所得Logistic模型方程能够很好的拟合丝羽 

乌骨鸡肉用新品系生长发育规律，为选育、生产提供 

可靠的科学依据。 

由图3可知，当 Wt=A／2，t=10．76时，为曲 

线的拐点(10．76，713)，即在生长发育过程中，10．8 

6 4 2 O 8 6 4 2 O 抛咖 咖 枷 伽 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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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为其生长拐点，即体重增加速度从越来越快变为 

越来越慢的转折点，在 10．8周龄以前，生长速度越 

来越快，此后，体重增加速度逐渐缓慢。10．8周龄 

生长达到最大。这与由图 1、图 2得到的结论是相 

吻合的。周海龙【6】测得该群体生长拐点为．10．5周 

龄，该结论与之差异不大。 

表 3 丝羽乌骨鸡肉用新品系体重实测值 

与拟合曲线估计值的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bodyweight between actual 

value and estimate value on meat type silkies 

2．4 丝羽乌骨鸡肉用新品系第二世代肉用性能 

2．4．1 丝羽乌骨鸡肉用新品系第二世代屠宰性能 

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 

第二世代 KM、KF品系在宰前活重、半净膛、全 

净膛、腿肌重、胸肌率、腿肌率间差异极显著，其他均 

不显著(表4)。即 KM 品系在宰前活重、半净膛、腿 

肌重、腿肌率方面优于 KF品系，而 KF在全净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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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测生长曲线与 Lo~tlc拟合曲线估计值的比较 

Fig 3 Comparisionof actl~ value and 
estimate value byLogistic curve 

胸肌率方面优于 KM。这提示在今后的选育工作 

中，应根据各个品系的特点进行育种工作。 

2．4．2 对丝羽鸟骨鸡肉用新品系第二世代屠宰性 

能的表型相关分析 

由表 5可以看出，丝羽乌骨鸡肉用新品系第二 

世代 KM、KF的屠宰性能，其宰前活重与半净膛重、 

全净膛重、胸肌重、腿肌重之间有极显著的正表型相 

关。半净膛重与全净膛重、胸肌重、腿肌重及胸肌率 

之间存在极显著的正表型相关。全净膛重和胸肌 

重、腿肌重、胸肌率之间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胸肌 

重与腿肌重之间存在极显著的正表型相关。胸肌 

率、腿肌率之间成极显著的正表型相关。胸肌率与 

宰前活重、半净膛重、全净膛重之间存在极显著的负 

的表型相关。 

表4 丝羽乌骨鸡肉用新品系第二世代屠宰性能显著性检验 
Table4 Carcasstraitsofthe second generationof silkies ne~P~st~sil'1witht-test 

注：表中标有a．b字母者为两者之间差异显著，未标者为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 5 丝羽乌骨鸡肉用新品系屠宰性状的表型相关分析 

Table 5 Phenotypic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aH traits of new fast 咄 silkies 

咖 瑚 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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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结 

本实验用体重累积生长曲线和日增重曲线研究 

肉用丝羽乌骨鸡新品系第一世代和第二世代的生长 

发育规律，结果表明，经过一个世代选育，肉用丝羽 

乌骨鸡新品系的日增重曲线波动小，在前 10周龄呈 

稳定增加趋势，说明第二世代鸡群生长发育均匀度 

有所提高；达到生长高峰的日龄提前了两周，这符合 

现代肉鸡育种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丝羽乌骨鸡在肉 

用性能方面有一定的选育潜力。通过 Logistic对第 

二世代的累积生长曲线进行拟合表明，10．8周龄为 

生长拐点，提示在生产中要根据其生长发育的规律 

进行饲养管理。对丝羽乌骨鸡新品系第二世代两个 

品系屠宰性能进行了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为今后 

的育种工作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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