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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目前种草养鹅的实际，从种草养鹅概述、鹅的外貌特征及生物学特性、鹅的繁育和品种
选择、牧草的种植和加工利用、鹅的饲料及日粮配制、鹅场规划设计、鹅的饲养管理、鹅的保健和疫
病预防以及鹅的常见病防治九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介绍，并在书后附录了常用的饲料营养成分
。
本书密切结合生产实际，内容全面系统，重点突出，操作性强，适用于鹅场饲养人员、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也可以作为大、中专学校和农村函授及培训班的辅助教材和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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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头部 鹅头比其他家禽的头大，前额高大是鹅的主要特征。
鹅头部无冠、肉垂、耳叶，头的形状视鹅的品种而异，我国鹅种绝大多数是鸿雁的后代，在喙基部头
顶上方长有肉瘤，肉瘤随年龄增长而长高，一般老鹅的肉瘤比青年鹅大，公鹅的肉瘤比母鹅大。
喙扁而宽，前端窄后端宽，形成楔形，喙的相对宽度不如鸭。
且角质较软，表层覆盖有蜡膜。
喙的边缘有许多横脊，便于水中采食时将水滤出。
大多数中国鹅种肉瘤和喙的颜色基本一致，有橘黄和黑灰色两种。
有的品种因咽喉部皮肤松弛下垂，形似袋状，称为咽袋。
此外，眼和耳分别是鹅的视觉和听觉器官，非常灵敏，故在农村有养鹅护院的习惯。
对鹅头部外形的要求，除符合品种特征外，一般要求头小而短，眼大而明亮，反应灵活。
 二、颈部 颈部分颈背区、颈侧区（两侧）和颈腹区，各占1／4。
鹅颈比其他家禽粗而长，并弯曲，有利于采食各类牧草。
中国鹅的颈细长弯成弓形，欧洲鹅的颈粗短。
小型鹅颈细长是高产特征；大型鹅颈粗短，易肥育，适于生产肥肝。
公母比较，公鹅颈较粗，母鹅颈较细。
颈的粗细与体躯的宽深相关。
对于颈部外形，一般要求在符合品种特征的前提下，宜粗短些。
 三、躯体部 除头、颈、翼和后肢外，其余的都属于体躯部。
鹅的体躯比其他家禽长而宽，且紧凑、坚实。
躯体部又分为背区、腹区和左右两胁区。
鹅的体躯也因品种不同而有区别，一般大型鹅种体躯大，骨骼也大，肉质较粗；小型品种体躯较小，
骨骼也小，结构紧凑、肉质较细。
鹅的体躯长短及宽窄关系到个体的生产性能，体躯长而宽的个体，不仅产肉性能好，而且产羽绒量也
多。
背宽腹大的个体则产蛋性能较高。
有的品种母鹅的腹部皮肤有皱褶，俗称“蛋窝”，腹部逐步下垂，是母鹅临产的特征。
对鹅的体躯外形要求是，宽深丰满，呈长方形。
 四、翼部 翼部分肩区、臂区、前臂区和掌指区。
臂区和前臂区之间有一薄而宽的三角形皮肤褶，即前翼膜。
由长而窄的后翼膜连接前臂区和掌指区的后缘。
鹅的两翼宽大而厚实，且较长，常折叠于背上，有保持身体平衡的功能。
鹅不能飞翔（个别品种除外），但急行时两翼张开，有助于行走。
 五、腿部 鹅腿粗壮而有力，是支撑机体的支柱。
腿部分股区、小腿区、跖区和趾区。
各趾之间长着特殊的皮肤褶，称为蹼，鹅游泳时靠蹼划动前进。
跖部的长短及粗细是品种的重要特征之一，公鹅跖部较长，母鹅较短，狮头鹅长达12厘米，而广东江
鹅只有9～10厘米。
跖和蹼颜色相同，分橘红色和黑色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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