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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养鸭历史悠久，有丰富的饲养经验。
近20年来，养鸭生产发展迅速，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肉鸭和蛋鸭生产第一大国，肉鸭饲养量约占世界
饲养总量的74%，鸭蛋量约占我国禽蛋生产总量的1/4。
　　目前我国肉鸭和蛋鸭生产以农户家庭散养为主，散养量约占饲养总量的70%～80%。
养鸭业一方面能为农村闲散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可以因地制宜地把农户自
产的玉米、小麦、稻谷、麸皮和米糠等有效地转化为禽蛋产品，提高当地饲料资源的利用程度。
为此，我们以科学自配饲料养鸭为宗旨，在总结各地养殖经验基础上，把鸭的营养和饲料相关科学知
识及先进的饲料配制技术和应用技术结合起来，编著此书。
　　全书包括鸭的品种、鸭的主要饲养方式、鸭的营养需要、饲料的组成成分、鸭常用饲料原料、鸭
常用饲料添加剂、饲料配制基本原理和方法、鸭饲料的配方示例、自配饲料饲养效果评价九部分内容
。
全书尽量考虑内容的科学性和叙述的通俗性，目的是做到传授实用技术与基础知识相结合，使广大读
者易学易懂，且能因地制宜地加以应用；在理论联系实践的同时，强调实用性，力求使本书对广大中
小型养殖场、小型饲料厂和广大农户及农科推广人员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水平所限，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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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鸭的品种，鸭的主要饲养方式，鸭的营养需要，饲料的组成成分严鸭常用饲料添加剂，饲
料配制基本原理和方法，鸭饲料的配方示例和自配饲料饲养效果评价等内容。
全书理论联系实践，强调实用性，力求对广大中小型养殖场、中小型饲料厂和广大养殖户及农技推广
人员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著名动物营养和饲料专家倾囊相授，手把手教您如何科学自配畜禽饲料、如何提
高养殖效益⋯⋯     您看到的定是您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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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鸭的品种是人类按照一定的经济目的，经过长期的驯化和选择培育而成，它既要具备稳定的遗传
性，保持本品种的特征，显著区别于其他群体，又要具备相当的数量（2万只以上）。
我国是世界上养鸭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我国劳动人民精心培育的地方优良鸭品种达40个之多。
　　我国的地方鸭品种原产地及饲料产区主要分布在大兴安岭、太行山、河南和湖北西部、～贵州西
部一线以东的低海拔地区，以及安宁河流域及其以东的四川大部分地区和云南东部地区，以长江、珠
江流域及沿海地区分布最集中，这一地区内的鸭品种占全国的68％。
这些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农业发达，饲料饲粮充裕，天然饲料来源广。
例如，高邮鸭、巢湖鸭、荆江麻鸭和绍兴鸭的产区，均处于农业高产区，并具有富饶的湖区放牧条件
；金定鸭、莆田黑鸭享有水生动物性饲料丰富的水域，多分布于原产地及邻近地区。
经高强度选育而成、饲养条件要求高的品种，如北京鸭几乎遍及全国，在大城市及沿海地区较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对肉食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一些对禽肉消费有传统
习惯的地区肉鸭业发展迅速。
近年来，由于鸭蛋的需求量剧增，蛋鸭的饲养量也得到了快速增长。
　　鸭的品种按照经济用途分为肉用型、蛋用型和兼用型3种类型，下面介绍几种饲养量相对较大的
品种，养殖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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