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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骨鸡品种评定》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一）任务来源

根据《辽宁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下达 2018 年第一批辽宁省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

知》（辽质监函〔2018〕61 号），辽宁庄河大骨鸡原种场有限公司主持《大骨鸡品种评定》标准

的制定工作，项目编号 2018238。

（二）协助单位

根据《大骨鸡品种评定》标准编制需要，辽宁省现代农业生产基地建设工程中心为项目协助

单位，参与标准的起草及论证等工作。

（三）工作过程

项目下达后，按照项目任务的要求，我们组织技术骨干，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研究和制定

标准的编制工作方案和技术路线，认真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1.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启动标准项目。

标准项目下达后，联合协作单位，组织技术骨干,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制定工作计划，明

确任务分工与进度要求，启动编制工作。

2.开展试验测定及市场调研，整理各阶段生产数据，得出可靠数据，撰写标准初稿。

为更好地规范大骨鸡品种评定标准，标准编制单位于2018年6月～2020年2月，先后开展了饲

养测定、标准验证、历年孵化及生产记录收集整理等工作，同时查阅了相关的国内参考文献，力

求各项数据真实可靠，为标准的编写提供原始技术资料；2020年3月～5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当

前我省大骨鸡养殖过程中的各种技术资料、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及养殖效益等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分析，形成了《大骨鸡品种评定》初稿。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标准见表1。

表 1 参考的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代码 标准名称

1 NY/T 823-2004 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

2 辽宁省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志

3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家禽志）

3.召开标准起草工作研讨会，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年5月～6月，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辽宁庄河大骨鸡原种场有限公司就《大骨鸡品种评定》

（征求意见稿），通过辽宁省畜牧业协会网站(http://www.lnxmxxw.com)向国内各省区广泛征求

科研、教学、养殖生产等方面有关人员意见。

（四）标准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

根据标准编制工作实际需要，本标准共有8名主要起草人，分别为王占红、李长江、张晓鹰、

王廷英、孙鹏章、高景旭、刘欣、薛冰。其中，王占红负责标准起草框架设计及试验设计、标准

及编制说明的起草工作，李长江、张晓鹰负责标准试验的实施工作，王廷英负责标准校订工作，

孙鹏章、高景旭负责标准试验数据统计分析及市场调研工作，刘欣、薛冰负责文献资料查询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1.与有关法律法规相一致，并与现行有效标准相协调，同时符合国内家禽养殖环境与趋势。

2.编写格式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要求。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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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品种原产地、品种特征、等级评定、测定方法以

及资料性附录等7部分。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骨鸡的品种原产地、品种特征、等级评定以及测定方法等技术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大骨鸡的保种及开发利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1)条款及内容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NY/T 823-2004 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家禽志）

辽宁省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志

(2)主要引用情况

NY/T 823-2004（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按照该标准中的体重、体尺、

产蛋性能、蛋品质、肉用性能等技术指标的测定方法实施大骨鸡性能评定。

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家禽志）（中国农业出版社，北京：2011年）：引用大骨鸡章节中的

体型外貌特征。

辽宁省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沈阳：2009年）：引用大骨鸡章节中的

中心产区及分布。

3.品种原产地

引用《辽宁省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志》中描述，即：大骨鸡属于蛋肉兼用型鸡品种，原产于大

连市庄河市，中心产区包括庄河、普兰店、瓦房店以及岫岩、东港、凤城等县市。在大连、营口、

丹东、辽阳等辽南地区分布较多，外省市也有少量分布。

4.品种特征

4.1 外貌特征

引用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家禽志）中描述，即：骨架粗大，体躯敦实，头颈粗壮，胸深且

广，背宽而长，腹部丰满，腿高粗壮，结实有力。喙前端为黄色，基部为褐色。单冠，呈红色。

耳、肉髯呈红色。皮肤呈黄色。胫、趾呈黄色。

成年公鸡单冠直立，红润。颈羽、背羽、腹羽呈棕红色，主翼羽、副主翼羽呈黑色，尾羽呈

墨绿色。成年母鸡单冠，呈红色，具小齿。颈羽、背羽、腹羽呈黄色或黄麻色，主翼羽、副主翼

羽、尾羽呈黑色。雏鸡绒毛呈棕褐色，部分雏鸡背部有深色纵向条纹。

4.2 体重和体尺

2018 年 11 月，参考 NY/T 823-2004（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标准编制单

位辽宁庄河大骨鸡原种场有限公司对 300 日龄公母鸡各 30 只进行了体重及体尺的测量。本标准

测定数据与《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家禽志）》、《辽宁省家畜家禽品种资源志》差异不显著，种

质体重体尺特性没有变化。详见表 2。

表 2 300 日龄体重和体尺

性别
体重

g

体斜长

cm

胸宽

cm

胸深

cm

龙骨长

cm

胫长

cm

公 3150 21.3 8.5 13.1 12.6 12.8

母 2450 20.0 7.9 10.8 11.1 10.0

4.3 繁殖性能与蛋品质

繁殖性能：根据2016～2019年标准编制单位的产蛋及孵化记录及市场调研结果统计而来。即：

达5 %产蛋率日龄为167 d，最早见蛋日龄为136 d。72周龄产蛋数，笼养的平均为167.2枚，散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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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120枚～140枚，平养的为140枚～160枚。300日龄蛋重，笼养平均为63.5 g，散养的为65 g

以上。平养公母比例为1:8～1:10，笼养为1:20～1:25。不同饲养方式下产蛋性能见表3。

表 3 不同饲养方式下产蛋性能

鸡群周龄

周

总产蛋率

%
受精率

%

入孵卵孵化率

%
笼养 散养

24 5 － － －

26 20 5 86 77

28 45 18 90 81

30 65 40 91 82

32 69 58 94 85

34 70 60 94 85

36 68 60 93 84

38 66 59 93 84

40 64 58 92 82

42 61 56 91 80

44 59 55 91 80

46 56 53 90 78

48 53 51 90 78

50 50 48 89 77

52 49 45 88 76

54 47 42 － －

56 45 － － －

58 44 － － －

60 42 － － －

62 41 － － －

蛋品质：参考NY/T 823-2004（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随机抽取44周龄

日产蛋量达到2%时的散养及笼养模式下鸡蛋各30枚测定蛋重，产蛋24 h内测定蛋品质。具体见表

4。

表 4 不同饲养方式下蛋品质

饲养

方式

蛋重

g

蛋壳

厚度

mm

蛋壳

强度

kg/cm
2

鸡蛋

比重

级

蛋黄

色泽

级

哈氏

单位

蛋黄

比率

%

散养 64.2 0.46 3.98 1.09 9.2 77.90 31.1

笼养 63.5 0.40 3.65 1.07 7.8 76.70 29.0

4.4 肉用性能与肌肉品质

生长发育性能测定：参考NY/T 823-2004（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随机

抽测公母鸡各200只，测定不同日龄体重，详见表5。

表 5 不同日龄平均体重

单位：g

性别 初生重 30 日龄 60 日龄 90 日龄 120日龄 150 日龄 180 日龄 210 日龄

公鸡 43 569 1239 1447 2037 2816 3353 3750



4

母鸡 41 420 891 1169 1496 1746 2500 2750

300日龄屠宰性能测定：参考NY/T 823-2004（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随

机抽测公母鸡各50只，12 h禁食后进行屠宰性能测定，详见表6。

详见表6。

表 6 300 日龄屠宰性能

性别
宰前活重

g

屠宰率

%

半净膛率

%

全净膛率

%

胸肌率

%

腿肌率

%

腹脂率

%

公鸡 3063～3449 88.1～88.2 75.6～81.1 75.6～77.3 15.0～17.9 20.9～21.4 0.5～0.9

母鸡 2247～2731 91.9～93.2 81.8～86.0 74.8～76.9 20.1～22.5 16.5～17.9 4.7～4.9

5 等级评定

标准编制单位辽宁庄河大骨鸡原种场有限公司结合10年的保种选育经验，提出四个时段选种

评级标准，按此方法选种，可保证大骨鸡外貌整齐一致，符合《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禽志）》

的品种要求且遗传稳定。具体如下：

5.1 评定时间

大骨鸡分4次评级，分别在1日龄、60日龄、210日龄和330日龄。大骨鸡分为三级，分别为一

等、二等和三等，在保种生产留种时必须进行评定。

5.2 评级方法

5.2.1 1 日龄

见表7。一等适宜作为种鸡留种，二等适宜作为商品鸡养殖，三等淘汰。

表 7 1 日龄大骨鸡评级

等级 毛色 体重 健康状态

一等
体表绒毛覆盖完全，羽毛颜色为深

黄色或褐色，个别背部有条纹
≥40 g

叫声洪亮，奔跑稳健，活泼好动；眼睛圆亮，手触腹部平

坦柔软，脐带吸收良好，肛门干净

二等
体表绒毛覆盖完全，羽毛颜色为深

黄色或褐色，个别背部有条纹
≥40 g 能够站立、奔跑，脐带吸收良好，肛门干净

三等
体表羽毛覆盖不完全，羽毛颜色为

白色或黑色
＜40 g

叫声嘶哑，走路不稳，不能站立或呆立一旁，眼睛微闭，

手触腹部发硬，脐带吸收不良，身体畸形，肛门粘有粪便

5.2.2 60 日龄

见表8。一等适宜在核心群留种；二等适宜继续作为种鸡饲养；三等母鸡不宜做种鸡，可作

为商品蛋鸡饲养，三等公鸡淘汰。

表 8 60 日龄大骨鸡评级

等级
体重

其它
公鸡 母鸡

一等 1000 g ～1500 g 800 g～1300 g 羽毛覆盖齐全，无白色羽毛

二等 1000 g ～1500 g 800 g～1300 g 羽毛覆盖齐全，有少量白色羽毛

三等 ＜1000 g 或＞1500 g ＜800 g 或＞1300 g 羽毛覆盖不全，夹杂明显白色羽毛

5.2.3 210 日龄

见表9。一等适宜在核心群留种；二等适宜继续作为种鸡饲养；三等母鸡不宜做种鸡，可作

为商品蛋鸡饲养，三等公鸡淘汰。

表 9 210 日龄大骨鸡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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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公鸡 母鸡

体重 外貌 体重 外貌

一等 3.4 kg～4.0 kg

脸毛细小，大部分脸皮赤裸，

呈鲜红色；单冠直立，色泽

鲜红，冠齿 7 个～9个；喙短

粗，稍弯曲，喙前端为黄色、

基部为褐色；颈羽、背羽、

鞍羽、腹羽均为金红色或火

红色，主翼羽、副主翼羽均

为黑色，尾羽黑色并呈现出

绿色光泽，镰羽上翘弯曲；

胫部多呈黄色，个别呈绿色

2.4 kg～3.2 kg

脸毛细小，大部分脸皮赤裸，

呈鲜红色；单冠直立，冠齿

7个～9个，冠及髯较小并呈

红色；喙前端为黄色，基部

为褐色，虹彩为黄色或金黄

色；颈羽、背羽、腹羽均为

草黄色，颈部羽色较深，腹

部羽色略浅，部分有黑斑点

或条纹；胫、趾多呈黄色，

个别呈绿色，体型呈元宝形

二等 3.2 kg～4.0 kg

基本符合一等外貌特征，胫

部有少量绒毛覆盖 2.4 kg～3.2 kg

基本符合一等外貌特征，夹

杂有少量白色羽毛，胫部有

少量绒毛覆盖

三等 ＜3.2 kg 或＞4.0 g

非单冠，脸和胫部绒毛覆盖

较多，胫部呈黑色，全身夹

杂有白色羽毛

＜2.4 kg 或＞3.2 g

非单冠，脸和胫部绒毛覆盖

较多，胫部呈黑色，全身夹

杂有大量白色或褐色羽毛

5.2.4 330 日龄评定

见表10。一等适宜在核心群留种；二等母鸡适宜继续作为种鸡饲养，二等公鸡淘汰；三等母

鸡不宜做种鸡，可做为商品蛋鸡饲养，三等公鸡淘汰。

表 10 330 日龄大骨鸡评级

等级
生产性能 体尺

公鸡 母鸡 公鸡 母鸡

一等

产蛋期未发病，每隔

2～3 天可以采精 1

次，每次采精量平均

≥0.9 ml

产蛋量≥98枚，

蛋 壳 厚 度 ≥

0.39 mm

体斜长 21.2 cm～24.1 cm，

龙骨长 12.1 cm～13.7 cm，

胫长 12.0 cm～14.2 cm

体斜长 19.8 cm～21.5 cm，

龙骨长 11.0 cm～12.3 cm,

胫长 10.0 cm～11.0 cm

二等

产蛋期未发病，每隔

2～3 天可以采精 1

次，每次采精量平均

≥0.6 ml

产蛋量≥90枚，

蛋 壳 厚 度 ≥

0.39 mm

体斜长、龙骨长或胫长指标

中，有任一一项不符合一等

标准

体斜长、龙骨长或胫长指

标中，有任一一项不符合

一等标准

三等

产蛋期未发病，每隔

2～3 天可以采精 1

次，每次采精量平均

≤0.6 ml

产蛋量≤90枚，

蛋 壳 厚 度 ＜

0.39 mm

体斜长、龙骨长或胫长指标

中，有任一两项不符合一等

标准

体斜长、龙骨长或胫长指

标中，有任一两项不符合

一等标准

6 测定方法

目前，家禽体形外貌仍采用测法，无标准可依；体重、体尺、繁殖性能和肉用性能测定均按

照NY/T 823-2004的规定执行。

7 资料性附录（大骨鸡公母鸡照片）

本图片拍摄日期为 2019 年 10 月 20 日，拍摄地点在辽宁庄河大骨鸡原种场有限公司，拍摄

个体年龄均为 300 日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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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骨鸡公鸡照片

图 2 大骨鸡母鸡照片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和预期的经济效果

2018 年 11 月中旬至 2019 年 12 月，依据本文件规定的技术规程，标准起草单位进行了 4 批

次的应用试验表明，一是大骨鸡保种核心群体型外貌基本一致，体重体尺、繁殖性能及肉用性能

与本文件规定的相应数据差异不显著。二是经济效益显著。按平均每只鸡可产生经济效益 100

元计算， 1 万只大骨鸡场可产生经济效益 100 万元，三年累计推广大骨鸡养殖 30 万只蛋鸡，可

为社会产生经济效益 3000 万元，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本标准对可效提升大骨鸡的养殖水平。2019 年以来，分别在大连、丹东、营口、鞍山等辽

南市区推广应用，并对 20 余个规模养殖场（户）进行了养殖科技和管理理念的培训，提高了养

殖管理技术水平，种群质量有效提升，通过“公司＋农户”的契约养殖方式，产品安全质量得到

保证，“露鸟”产品品牌效应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社会效益明显。

本标准对大骨鸡的体型外貌、体重体尺、产蛋性能、肉用性能以及品种等级评定进行了规范，

将对提高大骨鸡群种质量、促进品种选育与开发、推进林下生态养殖等具有重大意义，其社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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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十分显著。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我国有 116 个地方鸡种列入《中国畜禽遗传资源志（禽志）》，大骨鸡位列第 4 位，以体大蛋

大而著称。通过资料检索，未见国内外有大骨鸡等级评定方面的相关报道；在国内，地方鸡种等

级评定还少有报道，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空白。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新起草标准，遵循现行的法律、法规，无其他标准被替代或者废止，与其他的强制

性标准无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地方标准发布实施。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气候条件、植被、经济发展、人文条件等存在较大差别，所以在推广

本规范标准时要注意实施效果和反馈意见，建议通过印发技术资料等方式进行宣传和培训，以获

得更好的养殖效果。

八、废行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它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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