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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U 舌

本标准代替LY/T 1290-1998《蓝狐饲养管理技术》。

本标准与LY/T 1290-1998相比主要的变化如下:

— 增加了引用文件GB 2708《牛肉、羊肉、兔肉卫生标准》、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914《生鲜牛乳收购标准)),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HJ/T 81((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

    技术规范》(见第2章);

— 修改了小室和产箱(1998年版的3.3.1.2;本版的3.3.1.2);

— 将表2“成年狐日代谢能需要量”、表3“幼狐生长期日代谢能、粗蛋白需要量”、表4“不同周龄

    狐对维生素、钙、磷的需要量”进行了修改并作为资料性附录(见附录C);

— 增加了人工授精设备(见第3章);

— 修改了饲料的加工(1998年版的5.1.1.1;本版的4.1.1.1);

— 增加了营养需要(见第5章);

— 增加了蓝狐饲养管理中饲喂的内容(见第5章);

— 修改了哺乳期母狐饲养管理(1998年版的6.1;本版的5.1.4.1);
— 增加了配种期小室和产仔期产箱的保温、增温的建议(见第5章);

— 增加了对产仔前期母狐驯化的建议〔见第5章);

— 增加了产仔期的饲养管理(见第5章);

— 将第6章“选种与选配”改为“繁殖”(见第6章);

— 增加了母狐发情测试仪的使用(见第6章);

— 增加了人工授精技术(见第6章);

— 删除了1998年版的表5“三种营养成分需要量的比例关系”;

— 删除了1998年版的5. 3.4.4中成年狐各月体重变化的内容;

— 删除了毛皮收购等级的确定(1998年版的8.2.3),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提出。

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科技司标准处归口。

本标准由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葛东宁、孙红瑜、张明海、靳玉文、朱立夫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LY/T 1290- 199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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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狐 饲 养 技 术 规 程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蓝狐饲养场的建设与设备、饲料加工与配制、饲养管理、繁殖、卫生防疫、毛皮初步加

工、贮存、包装及运输以及蓝狐各生物学时期的营养需要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国内蓝狐养殖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708 牛肉、羊肉、兔肉卫生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914 生鲜牛乳收购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HJ/T 81-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3 饲养场的建设及设备

3.1 场址选择

3.1.1 环 境

    应远离居民点1 000 m以上，僻静无噪音，无其他人为干扰，不污染居民生活环境和水源;应远离屠

宰场、牲畜市场、畜牧产品加工厂等污染源。

3. 1.2 地势

    应背风向阳，平坦干燥，地下水位低，排水良好。

3. 1.3 交通、水电

    交通便利，有良好的水源和可靠的电力、燃料供应。

3. 1.4 饲料来源

    饲养场应建在饲料来源充足、方便的地方，配置与饲养场的养殖规模相适应的冷冻或冷藏设备。

3.2 饲兼场 区建设

:，:.{
饲 养区

  面积

    按饲养规模为300只基础母狐计算，占地面积不小于5 000 m .̀

3.2. 1.2 围栏

    在饲养区四周设1. 6 m-2 m高的围栏，材料宜选用木板、石头、砖、瓦等。

3.2.1.3 饲养棚

    支柱可使用木、砖、角铁等，可不设四壁，仅设棚柱梁和顶盖，顶盖加盖石棉瓦或油毡纸;棚脊高

3m，棚檐高 1. 7 m;饲养棚宽4 m -̂S m，放置两排笼箱，中间为通道，通道宽度1. 2 m-1. 5 m;饲养棚

长度不限，因地势而定，间距3 m -̂4 m;饲养棚的方向为东北一西南走向，北方高寒地区在北侧设风障。

3.2.2 隔离饲养区

    占地面积不小于500 m,,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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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加工区

3.2.3.1 处死室、剥皮室

    房舍面积为30 m'-40 m' o

3.2.3.2 风干室

    面积为30 m'-v40 m2。

3.2.4 服务区

3.2.4. 1 办公室

    房舍面积为20 m'.

3.2.4.2 兽医室

    房舍面积为20 m'，内设药品室、处置室。

3.2.4.3 饲料加工间

    面积为30 m'-40 m'。
3.2.4.4 贮藏室

    面积为30 m'--40 m'
3.2.4.5 冷库

    容量为30 t-40 t,

3.3 笼舍和设备

3.3. 1 笼舍

3.3.1.1 孤 笼

    a) 种狐笼规格长X宽X高为(100̂-150) em X (70-S0) cm X (60̂ -70) cm;皮狐笼的规格长X宽

        X高为70 cm X70 cm X50 cm;狐笼距地面高40 cm-50 cm;

    b) 制做狐笼的材料为14号铁线做成的点焊网，网孔2. 5 cm-3 cm;点焊网片固定在钢筋或木质

        框架上 。

3.3.1.2 小室和产箱

    小室和产箱用厚2. 5 cm的木板制成。小室内径长X宽X高为60 cm X 50 cm X 45 cm，产箱内径长

X宽X高为70 cm X 40 cm X 40 cm，在小室和产箱靠狐笼的一侧应留35 cmX35 cm的出人孔与狐笼相

联通 ，顶面设一活动盖板 。

3.3.1.3 工具

    主要有食盒、水槽、饲料容器及运送工具、脖侠子、运输笼、消毒用器具、清扫工具等。

3.3.2 设备

3.3.2. 1 饲料加工设备

    主要有谷物饲料膨化机、粉碎机、绞肉机、搅拌机、高压气罐或简易蒸锅等。

3.3.2.2 屠宰设备

    主要有电处死器、剥皮、刮油、洗皮设备和器具等。

3.3.2.3 毛皮烘干设备

    主要有干燥机、国际标准植板、加温和通风机及风干箱等。

3.3.2.4 人工授精设备

    主要有显微镜、水浴恒温箱、阴道开膛器、输精枪、套管、注射器、采精设备、消毒设备等。

3.3.2.5 兽医医疗防疫设备

    主要有灭菌器、消毒喷雾器及常规手术医疗器具等

  2



LY/T 1290-2005

4 饲料加工与配制

4.1 饲 料的加工

4.1.1 动物性饲料

4.1.1.1 鱼类饲料

    a) 新鲜、无污染 的海鱼应去泥土和杂质 ，用绞 肉机粉碎后生喂 ;

    b) 淡水鱼应锅蒸2h或水煮15 min-20 min后熟喂;

    c) 表面带有大量粘液的鱼应用热水浸烫或加2. 5%食盐搅拌，除去粘液后进行加工;

    d) 含盐量高的咸鱼在加工前应切成小块，再用淡水浸泡24 h，换水 3̂ 4次，待盐浸出后再加工

          处理 ;

    。) 自然晾晒的千鱼应用清水充分浸泡，软化后纹碎处理，与其他饲料混合调制生喂;

    f) 冷冻后的鱼应彻底缓冻后再进行加工处理;

    B) 鱼粉应经锅蒸20 min后熟喂;

    h) 变质腐败的鱼或有毒鱼类不能饲喂。

4. 1. 1.2 肉类饲料

    a) 经过检疫的畜、禽肉、头、蹄、内脏、骨架等应洗去泥土和杂质，粉碎后生喂;

    b) 痘猪肉、肉类加工废弃的碎肉以及血、肝、肺等应经高温或高压蒸煮后，再进行绞碎处理;

    c) 冷冻的肉类彻底缓冻后，再进行加工处理;

    d) 蚕蛹或蚕蛹粉可代替部分肉类饲料，应进行细菌学，霉菌学和毒物检查，去除几丁质，并经蒸

          煮处理 ;

    e) 死因不明或来源不明的畜、禽肉类饲料不能饲喂

4. 1门.3 乳类和蛋类饲料

    a) 健康牛或羊产的奶可直接生喂;

    b) 腐败的乳类不能饲喂;

    C 正常蛋类应用开水冲开后饲喂。

4. 1.2 植物性饲料

4.1.2.1 谷物饲料

    a) 籽实饲料应去掉粗糙的皮壳，经粉碎、膨化处理;

    b) 豆类可粉碎成豆粉或制成豆汁;

    c) 油饼类饲料要浸泡或粉碎成粉状，并不含棉籽酚。

4.1.2.2 果蔬饲料

    a) 蔬菜应去掉泥土、削去根和腐烂部分，洗净后切碎;

    b) 水果应洗净，去掉果核，捣碎后或挤出液汁后加人混合饲料中。

4.1.3 维生素饲料

4.1.3.1 酵 母

    a) 面包酵母、啤酒酵母等酵母饲料应先放人冷水中搅匀，然后加热至700C - 800C，保持10 min-

        15 min后加人棍合饲料;

    b) 药用酵母和饲料酵母可直接加人混合饲料中;

    c) 受潮或发霉变质的酵母不应饲喂。

4. 1. 3.2 麦芽

    麦芽应用纹肉机粉碎两遍后，拌人混合饲料中。

4.1.3.3 维生素制剂

    a) 高浓度的鱼肝油和维生素E油应用植物油稀释后加入混合饲料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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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胶丸鱼肝油需用植物油加热溶解后加人混合饲料中;

    。)水溶性维生素用水稀释后加人混合饲料中。
4. 1.4 食盐

    食盐用水稀释后加人混合饲料中。

4.2 日粮的配合

4.2.1 日粮配合的要求

    a) 根据蓝狐各生物学时期的营养需要量，按规定的供给量进行配制，同时应视狐群的状况和饲喂

        效果，进行适当调整;

    b) 尽量选用营养价值较高而价格较低的饲料，并注意多种饲料搭配;

    c) 注意饲料的适口性，尽量限制适口性差的饲料用量。

4.2.2 日粮配合的方法

    蓝孤日粮配合的方法参见附录A、附录B，计算结果填人饲料单(参见附录C中表C. 8).

4.3 饲料的调制

    a) 按饲料单准备好各种饲料，分别对鱼肉类、果蔬类饲料进行粉碎，对谷物类饲料进行膨化，然后

        依次加人维生素、抗菌素和食盐水等，进行充分搅拌 调制后的混合饲料应迅速按量分发到各

          狐群 ;

    b) 维生素、抗菌素不应加人温度较高的熟制饲料中;骨粉、肉骨粉、鱼粉、蚕蛹粉不应与水溶性维

        生素同时添加;

    f) 在调制过程中，不应将温差大的饲料混合在一起;水的添加量要适当，应先加少许水，视其调制

        程度逐渐增 添。

5 饲养管理

各生 物学 时期 的划分见表

表 1 蓝 狐各生物学时期的划分

群 别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成年公狐 准备配种后期 配种期 恢复期 准备配种前期

成年母狐 准备配种后期 配种期 妊娠哺乳期 恢复期 准备配种前期

幼龄狐 哺乳期 育成期 取皮

5.1 哺乳期母孤饲养管理

5.1.1 营养需要

    日粮代谢能3. 95 MJ -4. 55 MJ，可消化蛋白95 g-107 g，脂肪36 g-48 g,碳水化合物55 g-69 g

(参见附录A中表A.2).

5. 1.2 日粮配合

    哺乳期母狐日粮配合见表2(参见附录B),

                                    表 2 哺乳期母孤 日粮配合

饲料种类 日粮量

鱼肉类/9 410- 550

谷物/9 100̂  150

乳类/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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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饲料种类 日粮量

果蔬类/9 60 80

食盐/9 1.5-2

鲜碎骨/9 30

维生素 A/IU 800

维生素 D/IU 100

维生素E/mg 10- 20

维生素Bi /mg 20

维生素C/mg 30一 100

5. 1.3 饲喂

5.1.3.1 时间与次数

    每日饲喂三次，8:00时饲喂一次，12:00时饲喂一次，17:00时饲喂一次。

5. 1.3.2 饲 喂f

    早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30 %，午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20 ，晚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50沁

5. 1.4 饲养管理

    哺乳期母狐饲养管理:

    a) 应补加营养丰富的奶制品、鸡蛋等，饲料种类应多样化，并根据仔狐的多少增加饲料量;产后

        20日龄仔狐开始舔食母狐饲料，此时应保证饲料的精细、新鲜、优质，且易于消化和吸收;

    6) 缺硒地区在日粮中加亚硒酸纳VE0.2 g-0.4 g;

    C) 哺乳期内每天应开箱检查仔狐的哺乳情况，发现母狐无乳和患乳腺炎等异常问题及时解决;

    d) 保持产箱、笼内地面及环境清洁。

5.2 幼狐的饲养管理

5.2.， 营养需要

    幼狐的营养需要见表3(参见附录A中表A.1).

                                        表 3 幼狐营养需要

日10/d
日粮代谢能/

    M)

可消化蛋白/

        B

40̂ 50 1.88 40.4

50- 60 2.65 53. 8

60- 90 3.40 60.9

90 120 4.22 81.0

120- 150 5.02 100. 6

150-210 5. 19 94.8一102.4

210-240 5.12 92. 6̂ -100. 5

5.2.2 日粮 配合

    幼狐日粮配合见表4(参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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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幼狐 日粮配合

日Ai/d
鱼肉类/

    g ALA/g 瞥
果蔬类/

    B 弩 瞥
维生素 A/

    IU

维生素 D/

    IU

维生素B, /

      n,g

40- 50 140- 160 40 50̂ 70 25 0.5 4. 8 717 72 48

50- 60 170--230 40 60̂ 80 25 0. 5 4. 8 956 96 48

60- 90 280̂ 370 50 80--100 36 0.5 4. 8 956 96 72

90- 120 300̂ 400 50 80--100 40 0. 5 4. 8 956 96 72

120- 150 350̂ 450 50 100̂ -150 50 0. 5 4.8 956 120 48

150---210 320̂ -420 40 120- 200 60 0.5 4,8 956 120 48

210 240 300- 400 30 120- 200 60 0. 5 4.8 717 120 48

5.2.3 饲喂

5.2.3. 1 时间与次数

    a)  6月至9月每日饲喂三次，8:00时饲喂一次，12:00时饲喂一次，17:00时饲喂一次;

    b)  10月至11月每日饲喂二次，7:00时饲喂一次，17:00时饲喂一次;

    c)  12月每日16:00饲喂一次。
5.2.3.2 饲喂f

    日饲三次的，早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3000，午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20 %，晚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

50 %;日饲二次的，早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40 %，晚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60%0

5.2.4 饲养管理

    幼狐的饲养管理:

    a) 幼狐45日龄至50日龄时应断乳。断乳后两周至三周内，先在一个笼内饲养两只至三只仔狐，

        75日龄至90日龄后，逐渐分窝单笼饲养;

    b) 断乳后到九月底为幼狐育成期;

    c) 天气炎热时，不间断地供给清洁饮水，并注意防止中暑;

    d) 开食后仔狐每日应饲喂三次;

    e) 缺硒地区在日粮中加亚硒酸纳VE 0. 1 g-0. 3 g;

    f) 注意观察幼狐生长发育，定期测量体长和体重(参见附录C中表C.6).

5.3 成年孤的饲养管理

5.3. 1 准备配种期的饲养管理

5.3. 1. 1 营养需要

    日粮代谢能3.88 MJ-4. 30 MJ，可消化蛋白89 g-102 g(参见附录A中表A.2),

5.3.1.2 日粮配合

    准备配种期日粮配合见表5(参见附录B)e

                                      表 5 准备 配种期 日粮配合

饲料种类 日粮量

鱼肉类/9 350--500

谷物/9 80- 120

乳类/9 50

果蔬类/9 60 -80

食盐/9 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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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饲料 种类 日粮量

鲜碎骨/9 30

维生素A/IU 800

维生素D/IU 100

维生素 E/mg 20- 30

维生素 B} /mg 20

维生素C/mg 30- 100

5.3.1.3 饲 喂

5.3. 1.3. 1 时间与次数

    每日饲喂两次，7:00时饲喂一次，17;00时饲喂一次。

5.3. 1.3.2 饲喂f

    早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40 ，晚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60%0

5.3.1.4 饲养管理

    a) 应调整体况，防止过胖或过瘦.2月中旬时，公狐体况应保持中上等水平((9. 5 kg---11. 5 kg)母

        狐体况应保持中等水平((7.0 kg-8.5 kg);
    b) 增加肉、肝、乳、脑的供给量;

    c) 冬季北方地区小室内应加足够垫草防寒，可在小室外底部安装电加温防寒设施，保持小室清

        洁、干燥，防止潮湿、污染;

    d) 每年年末进行一次狐群状况统计(参见附录C中表C.7),

5. 3.2 配种期的饲养管理

5.3.2. 1 营养需要

    配种期营养需要按5. 3. 1. 1的规定

5. 3.2.2 日粮配合

    日粮配合按 5. 3. 1. 2的规定。

5. 3.2. 3 饲喂

5. 3.2.3. 1 时间与次数

    每日饲喂三次，8:00时饲喂一次，12:00时饲喂一次，17:00时饲喂一次。

5.3.2.3.2 饲喂f

    早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30%，午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20%，晚喂饲量占日粮总量的50 %

5.3.2.4 饲养管理

    a) 保证饲料种类多样化，增加肉、肝、乳、脑的供给量;

    b) 配种2h后应给公狐加饲一次，饲喂量占日粮的20%;

    c) 保持安静的环境。

5.3. 3 妊娠期的饲养 管理

5.3.3. 1 营养需要

    日粮代谢能:前期为3.82 MJ-4.32 MJ，后期为3. 93 MJ--4. 51 MJ，可消化蛋白95 g-110 g，脂

肪33. 4 g--35. 6 g,碳水化合物56 g-61. 6 g(参见附录A中表A.2).

5.3.3.2 日粮配合

    妊娠期日粮配合见表6(参见附录B).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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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妊娠期 日粮配合

饲料种类 妊娠前期 妊娠后期

鱼肉类/9 360- 480 410- 520

谷物/9 60--70 70--80

乳类/9 90- 98 105- 113

蔬菜类/9 60- 65 70--75

酵母/9 9.0- 9. 7 10. 5--11. 3

骨粉/9 9.0-9.7 10.5- 11

食盐/9 1. 5- 2 1. 5- 2

维生素A/IU 800--1 000 1 000- 1 200

维生素D/IU 80̂ -100 100- 120

维生素 E/mg 10--20 10 -̂20

维生素 B, /mg 10 10

维生素 Bz /mg 1一3 1̂ 3

维生素 C/mg 30 50 40- 60

5.3.3.3 饲喂

5.3.3.3. 1 时间与次数

    按5. 3. 2. 3. 1的规定。

5.3.3.3.2 饲喂f

    按5. 3. 2. 3. 2的规定

5.3.3.4 饲养管理

    a) 保证饲料质量，供给品质新鲜的饲料;

    b) 保证饲料种类多样化;

    C) 缺硒地区在日粮中加亚硒酸纳VEO. 2 g;

    d) 前期体况不应过胖，饲料量从前期到后期逐渐增加;

    e) 在北方寒冷地区应对母狐产箱进行保温、增温防寒;

    f) 进行妊娠诊断和观察，夜间常用手电照射并打开产箱箱盖检查，使母狐得到驯化;

    9) 临近产仔期应做好产仔前准备，产仔时做好产仔记录(参见附录c中表c.6).

5.3.4 产仔期饲养管理

5.3.4. 1 营养需要

    日粮代谢能3. 93 MJ--4. 51 MJ，可消化蛋白95 8-110 g，脂肪33. 4 g-35. 6 g,碳水化合物56 ĝ-

61.6 g(参见附录A中表A.2),

5.3.4.2 日粮配合

    按5.3.3.2中妊娠后期日粮配合的规定。

5.3.4.3 饲喂

5. 3.4. 3. 1 时间与次数

    按5. 3.2. 3.1的规定

5.3. 4.3.2 饲喂1a

    按5. 3. 2. 3. 2的规定。

5.3.4.4 饲养管理

    a) 蓝狐的妊娠期为 52 d左右 ，健康母狐一般在 2h内可完成产仔 ;产仔 期内应进行监护并经常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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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产箱箱盖检查产仔情况，发现母狐难产可注射催产素 10 IU-20 IU催产，催产失败应实施

          剖腹产 ;

    b) 母狐无乳汁应进行催乳治疗;对患乳腺炎或子宫内膜炎的母狐应注射或口服抗生素，药物剂

        量为治疗量;

    c) 产仔后可给母狐注射或口服抗生素，预防乳腺炎和子宫内膜炎，药物剂量为预防量;

    d) 产仔后应给母狐充足的饮水，保持安静环境

5.3.5 恢复期饲养管理

5.3.5.1 营养需要

    恢复期第一个月的日粮营养需要按5.3.4.1的规定，以后逐渐降低。

5.3.5.2 日粮配合

    恢复期第一个月的日粮配合按5.3. 4. 2中妊娠前期日粮配合的规定，以后可降低饲料中蛋白质含

量;日粮中肉类占30%，谷物占40%,蔬菜占30%;供给足量维生素c，人秋后逐渐提高蛋白质水平。

5.3.5.3 饲喂

5.3.5.3. 1 时间与次数

    按5.3.1.3.1的规定。

5.3.5.3.2 饲喂f

    按5.3.1.3.2的规定。

5.3.5.4 饲养管理

    公狐从配种结束到性器官再次发育((4月下旬至9月初)的时期为恢复期;母狐从断乳分窝到性器

官再次发育((6月至9月初)的时期为恢复期;恢复期应经常观察狐群状况，定期称量。

6 份殖

6. 1 选种 与选配

6.1.1 选种

6.1.1.1 选种指标

6.1.1.1.1 体三、体长

    a) 幼狐出生早(在5月20日前出生)，生长发育快，体型大的个体;

    b) 体重要求:四月龄幼狐体重4. 5 kg-5. 5 kg;二月份成年公狐体重10. 0 kg以上;成年母狐体

        重7. 5 kg以上;

    c) 体长要求:四月龄幼狐体长60 cm以上;成年公狐体长72 cm以上;成年母狐体长67 cm以上。

6. 1. 1. 1.2 年龄

    种公狐年龄不超过六年，种母狐年龄不超过五年。凡年龄大、繁殖力下降、患慢性疾病、营养不良及

有恶癖者均应淘汰。

6. 1. 1. 1.3 毛被毛皮

    毛被应密集而富有弹性，尾呈圆柱形;背腹毛色一致，无杂毛;银色强度大，针毛稠密而光泽。

6. 1. 1. 1.4 遗传

    a) 幼狐具有清楚、完整谱系;双亲具有优良的遗传性状，遗传性稳定;

    b) 成年种狐应具有优良的遗传性状，可根据后裔的生产性能和遗传性状鉴定其遗传性状。

6. 1. 1.1.5 繁殖

    a) 公狐性欲旺盛，具有较强的配种能力，在整个配种期交配次数达15次以上，交配成功率80%

        以上;精子密度8亿/mL以上，精子活力。.8以上，年有效精子数30亿以上;

    b) 母狐产仔率高，胎产七只以上;母性强，泌乳力高，无恶癖;仔狐成活率80%以上(参见附

          录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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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1.2 选种方法

    a) 初选:在断乳分窝时根据谱系、双亲性状，生产性能以及出生日期、发育情况等进行选择;

    b) 复选:在12。日龄至135日龄时((9月中旬至 10月上旬)根据其生长发育情况进行选择;复选

        时种狐数量比年末留种计划多留2500̂ 3000，为下一步的精选打好基础;

    c) 精选:在取皮前(12月上中旬)根据毛被品质和近半年的实际观察、记录严格选种，并对选种的

        狐进行登记(参见附录C中表C. 1和表C. 2).

6. 1.2 选配

6. 1.2. 1 选配原则

    a) 公、母狐的选配比例:自然交配时，公 ，母=1:3.5，其最大比例不宜超过1:5;人工授精时，

        公:母=1，30以上;

    b) 根据公、母狐谱系登记卡选配，不应近亲交配;

    c) 公狐的各项性状指标应优于母狐，母狐应用同一级或高一级的公狐交配，即优公配优母，或优

        公配中母，或中公配中母;

    d) 性状有相同缺陷的公、母狐不应交配;

    e) 在选配过程中，应考虑狐的毛色遗传。

6.2 发情鉴定

6.21 公狐发情鉴定

    a) 情绪不安、食欲减退，时常发出“傲傲”高亢的叫声;

    b) 攀丸下垂增大、有弹性:尿频，颜色呈深黄或黄绿色。

6.2.2 母狐发情鉴定

    a) 情绪不安，常发出“嗽傲”高亢叫声;

    b) 外阴检查:外阴肿大、由硬变软、有分泌物、近似“。”型为发情旺期;

    。) 阴道涂片镜检:阴道涂片检查角化无核细胞超过70%为发情旺期;

    d) 放对试情:将母狐放人公狐笼中试情检查，如母狐兴奋摇尾，无敌意，发出“咕咕; pN声为母狐

          发情 旺期 ;

    e) 发情测试仪测试情:发情期内每天用母狐发情测试仪进行测试，记录母狐阴道内电阻抗值，没

        有发情的母狐阴道内电阻抗值在基础值以下，发情后逐渐升高，当电阻抗值达到最高值时为母

        狐发情旺期，当电阻抗值开始回落的次日即可放对交配或实施人工输精

6.2.3 发情记录

    做好种公、母狐发情记录(参见附录C中表C.3).

6.3 配种方式

6.3. 1 自然交配

    a) 每日的清晨和傍晚(日落前)放对配种;

    b) 将母狐放人公狐笼中交配，观察人员在远处监护并观察记录;

    c)公狐一天内最多交配一次;
    d) 生产商品狐时，一只母狐可与数只公狐交配;生产种狐时，一只母狐应与同一优良种公狐交配;

    e) 一只母狐连续交配3d，每天交配一次，或连续交配2d，第一天交配一次，第二天交配两次。

6.3.2 人工授精

6. 3.2. 1 人工采精

    采用人工按摩采精法采精 ，采精后进行精液 品质检查

6.3.2.2 精 液稀释

    对品质检查合格的精液用蓝狐精液稀释液进行稀释，可稀释成五份，每份约。. 7 mL，最低含有效精

子数量7 000万以上，精子活力。.7以上，经稀释的精液在常温下保存时间不应超过3 h.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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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2. 3 人工输精

    用阴道开腔器套管插人母狐的阴道，将输精枪沿阴道开膛器套管插人母狐的子宫后注射精液，第二

天重复人工输精一次

6.4 精液检查

    在配种开始或进行中，对每只种公狐的精液应进行镜检和记录，检查有无精子、精子密度、精子活

力、精子形态，进行综合评价，合理选用种公狐。

6.5 配种记 录

    做好配种记录(参见附录C中表C.4),

7 卫生 防疫

7. 1 卫生要 求

7.1.1 环境

    a) 饲养场每年春、秋季应各进行一次大规模清扫、消毒;长年保持清洁，定期灭菌，消灭老鼠、苍

        蝇，处理好粪便，清除腐败污物;

    b) 饲养场门口及饲养区人口设消毒槽;

    C) 对有传染性疾病的狐应进行隔离;

    d) 定期对种狐及仔狐的粪便进行镜检，发现有棘球绦虫等寄生虫或虫卵时，应立即进行驱虫，并

        严格处理好粪便;

    e) 外来人员经消毒后准人;

    f) 工作人员工作服、鞋、靴应定期消毒;

    8) 死后的动物尸体经解剖后按HJ/T 81-2001中第9章执行。

7. 1.2 饲养笼、小室及产箱

    a) 产前、分窝前应对准备使用的饲养笼进行火焰消毒;

    b) 小室和产箱使用前应用强碱、火焰等消毒

7. 1.3 饲具

    夏季每顿刷洗，每3d用新洁而灭或百毒杀消毒一次。

7. 1.4 饲料加工间

a) 所有用具每天清洗干净，夏季每3d用新洁而灭或过氧乙酸消毒一次;

b) 无鼠、无蝇、无污物。

7.2 免疫接种

7.2. 1 种类

    犬瘟热、病毒性肠炎、狐脑炎、沙门氏菌病、狂犬病等

7.2.2 方法

    a) 大批接种前，先进行小群接种试验，确认安全后再大群接种;

    b) 按生物制品使用说明进行接种;

    C) 每年1月份(种狐),7月份(全群)进行犬瘟热、病毒性肠炎、狐脑炎接种预防。

8 毛皮 的初步加工 、贮存、包装及 运输

8. 1 初步加工

8.1.1 取 皮时间

    每年12月下旬至翌年1月中旬。

8. 1. 2 加 工要求

    a) 开后档 ，剥成 筒皮 ，皮型 完整，头 、耳 、须 、尾 、脚齐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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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爪去掉，尾、脚骨抽出，油脂除净;

毛朝外 ，按国际标 准植板风干 。

b)

c)

8.2 贮存

8.2.1 毛皮贮存库条件

    a) 建筑坚固，房基较高，房顶不漏雨;

    b) 地面为水泥抹面或铺以地板块;墙根、墙角无鼠洞和蚁穴，墙壁能隔热、防潮;

    c) 库内通风良好，亮度偏暗，避免阳光直射皮张;门窗玻璃以磨沙玻璃或有色玻璃为宜;

    d) 库内装有温度计、湿度计和通风器，根据实际情况增设吸湿器和空调器等。

8.2.2 毛皮贮存要求

    a) 贮存库内温度应在50C-250C，相对湿度应在60%^70%;

    b) 毛皮人库前应经过严格检查，湿皮和生虫毛皮不应人库，发现湿皮应及时晾晒，发现生虫皮应

        经杀虫处理后人库;

    c) 毛皮应按不同等级，分别放人木架或箱柜内，并在其上标明等级和数量;

    d) 经常观察库内温度和湿度变化情况，经常检查毛皮是否生霉或发生虫害、鼠害等情况。

8.2.3 毛皮虫害、鼠害防治方法

8.2.3. 1 虫害

    将生虫皮张拿到库外，在远离库房处用竹杆或藤条敲打皮张，使虫落地，然后逐张喷洒杀虫剂。

8.2.3.2 鼠害

    发现鼠害和鼠洞，应用水泥拌玻璃片将鼠洞封堵，用毒饵、灭鼠药或鼠饮等器具灭鼠。

8.3 包装与运输

8.3. 1 包装

    包装时应按等级分别包装，每20张捆成一捆，每捆两道绳，装人木箱或洁净的麻袋中，喷撒适量的

防虫剂;在包装物上注明品种、等级和数量。

8.3.2 运输

    公路运输时，应备有防雨、防雪设备，长途运输的皮张，应检疫、消毒后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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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 附录 )

蓝狐 日代谢能

A. 1 幼狐生长期日代谢能、粗蛋白需要量见表A.1.

                            表 A. 1 幼狐生长期 日代谢能 、粗蛋 白需要f

周龄 1#rl/kg
日代谢能需要量/

        Ml

每 kg体重需要量/

        MJ

日粗蛋白需要量/

          B

7---11 1.5一 2. 4 1.88- 3.11 1. 25- 1. 30 40. 4̂ -60. 9

11一 15 2.4- 3. 5 3. 11- 4. 16 1.30- 1.19 60.9-80.1

15--19 3. 5- 5. 0 4. 16- 4. 87 1. 19-0. 97 80.1一 100. 6

19一 23 5. 0- 7. 3 4.87--5. 09 0. 97--0. 70 100. 6 - 102. 4

A. 2 成年狐日代谢能需要量见表A.2.

                                表A.2 成年孤日代谢能需要f

月 份

母 狐 公 狐

活体 重/

  kg

日代谢 能需要量/

        MJ
活体重/

  kg

日代谢能需要量/

        M1

每只需要量 每kg体重需要量每 只需 要量 每kg体重需要量

1- 2 7.84 4. 05 0. 517 11. 08 4. 64 0.419

3- 4 7.69 4.24 0. 551 10. 64 4. 71 0.442

5- 7 4.32 10. 01 4. 07 0.407

7- 8 7. 25 3. 68 0.508 9.55 4.03 0. 422

9 -̂10 7.70 3.94 0. 512 10. 83 4.88 0.451

11- 12 8. 02 4.11 0. 512 11. 12 4. 92 0.442

A. 3 不同周龄狐对维生素的需要量见表A. 3o

                        表 A. 3 幼狐对维生素、钙、磷的需要f

营养成分 需要量

维生素 A/IU 2 440

维生素 D/IU 240

维生素B/mg 1.0

维生素B, /mg 3. 7

泛酸/mg 7. 4

维生素Bs /.g 1.8

叶酸/mg 0.2

烟酸/mg 9.6

钙(Ca)/(%) 0. 6

磷(P)/(%) 0.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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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

热t法 日粮计算方法

以配制妊娠期成年母狐的日粮为例，计算步骤如下:

a) 根据蓝狐各生物学时期的营养需要量，确定其日代谢能。妊娠期日代谢能:前期为3. 82 MJ-

    4. 32 MJ，后期为3. 93 MJ-4. 51 M;，故确定每头母狐代谢能为4.2 MJ

b) 根据饲养场现有饲料的库存情况，确定其热量比。假定某饲养场现有饲料种类和库存情况:

    大量的海杂鱼、痘猪肉、玉米面、大白菜;一定量的鸡蛋、大豆面、小麦粉以及少量的猪肝和鸡

    头 故拟定日粮中各种饲料的组成比例为:海杂鱼2500;碎牛肉15%;猪肝5%;鸡头5%;牛
    奶10%;玉米面20%;大豆面5%;小麦粉 5%，大白菜 5%。各种饲料相应的代谢能(热

    量)为 :

    海杂鱼4.2 MJX28%=1. 18 Mj

    碎牛肉4.2 MJX15%=0.63 MJ

    猪 肝4.2 MJX5%=0.21 Mj

    鸡 蛋4.2 MJX5%=0.21 Mj

    鸡 头4.2 MJX5%=0.21 MJ

    牛 奶4.2 MJX7%=0.29 Mj

    玉米面4.2 MJX20%=0.84 Mj

    大豆面4.2 MJX5%=0.21 Mj

    小麦粉4.2 MJX5%二0. 21 MJ

    胡萝卜4.2 MJX5%=0.21 MJ

    合 计4.20 MJ.

c) 查找饲料成分表，计算各种饲料相应的需要量:

    海杂鱼4.2 MJX0.28X1000 g/4. 1二286. 8 g

    碎牛肉4.2 MJX0.15X1 000 g/6.4=98.4 g

    猪 肝4.2 MJX0.05X1 000 g/5.4=38.9 g

    鸡 蛋4. 2 Mj X 0. 05 X 1 000 g/7. 3=28. 8 8

    鸡 头4.2 MJX0.05X1 000 g/5.0=42.0 g

    牛 奶4.2 MJX0.07X1 000 g/2.9=101.4 g

    玉米面4.2 MJX0.2X1 000 g/14.8二56. 8 g

    大豆面4.2 MJX0.05X1 000 g/20.6=10.2 g

    小麦粉4.2 MJX0,05X1 000 g/14.9=14.1 g

    胡萝卜4.2 MJX0.03X1 000 g/1.5=140.0 g

    合 计817.4 g

    注:实际工作中应查找最新版本饲料手册进行计算

d) 计算各种饲料中可消化蛋白质的量:

    海杂鱼 0. 162X286. 8 g=46. 5 8

    碎牛肉 0. 190X98.4 g=18.7 g

    猪 肝 0. 201X38.9 g=7. 8 g

    鸡 蛋 0. 119X28.8 g=3.4 g

    鸡 头 0.121X42.0 g=5. 1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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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奶 0.100X101.4 g=10.1 g

玉米面 0.084X56.8 g=4.8 g

大豆面 0. 324X 10. 2 g=3. 3 9

小麦粉 0.090X14.1 g=1.3 g

胡萝卜 0. 010 X 140. 0 g=1. 4 g

合 计 102.4 g

对照该期蓝狐营养需要量，核查所配合的日粮中的可消化蛋白质是否达到所规定的标准。若

未达到或超过其标准，应调整各种饲料的热量比，并重作计算，直至达到标准为止。在本例中，

该期每只母狐的可消化蛋白质为95 g-110 g。故认为上述的日粮配合符合标准要求。

每种饲料按早饲喂40%，晚饲喂 60 (日饲三次的，按早饲喂30%，午饲喂 20%，晚饲喂

50%)，计算出全群每顿的量。如该场饲养 1 000只狐则上述每种饲料的相应量乘以1 000即

为全群的饲喂量(参见附录C中表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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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狐场常用记录表

表C. 1至表C. S为狐场常用记录表格样式:

                                裹C.1 种公狐登记卡

孤号 等级 人场 时间 来源

出生 日期 父本

祖父

祖母

产仔数 量 母本

外祖父

外祖母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受配母狐 配种 日期 产仔数 量

表CZ 种母狐登记卡

狐号 等级 人 场时间 来源

出生 日期 父本

祖父

祖母

产仔数 量 母 本

外祖父

外祖母

年度 配种 日期 产仔 日期 产仔数量 哺乳数 断乳数 哺乳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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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3 种公、母孤发情记录表

狐 号

2月 3月 4月

1 2 3 I 2 3 1 2 3

注:用“+”号表示发情程度，“+++”表示发情高潮期，用“V'，号表示交配成功

表 C. 4 配种记 录

母狐号 第一次 第 二次 第三次

公 号 公号 公号

时间 时间 时间

公 号 公号 公号

时 间 时间 时间

公号 公号 公号

时 间 时间 时间

表C. 5 产仔记录表

序 号 母孤号
产仔

日期

产仔 数量

备注

公 母 死亡 成活

表C. 6 仔、幼m体长和体重测f记录表

日龄 初生 10 20 30 4s 60 90 120 150

孤号

性别

体重/9

体长/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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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 7 种狐群年度统计表

年平均数 配种情况 产仔情况 年末存栏数量

公

狐

母

狐

合

计

参

配

公

狐

公

狐

利

用

率

受

配

母

狐

母

狐

受

配

率

母

狐

发

情

数

产

胎

数

量

产

胎

率

产

仔

数

胎
平
均
产
仔
数

群
平
均
产
仔
数

合计 成狐 幼狐

公

狐

母

狐

总

计

公

狐

母

狐

△
口

计

公

狐

母

孤

合

计

表 C.8 饲料单

饲料种类
重量配 比/

  (%)
咒

全群量/

  kg

日量 蛋白质 早饲 中饲 晚饲 t.计

合计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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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资料性 附录)

狐场 常用统计公式

D. 1 受配率

受配率(%)= 受配母狐数
参加配种母狐数

X 100 ··.·。·。·······.···。。。二(D. 1)

D 2 产仔 率

产仔率(%)=
产仔母狐数

受配母狐数
又 100 ........................ (D.2)

D. 3 胎 平均产 仔数

胎平均产仔数(%)=
仔狐总数

产仔母狐数
X 100 ···.·.................. (D. 3)

D. 4 群平均产 仔数

群平均 产仔数 _ 仔狐总数
一配种期母狐存栏总数

........................ (D. 4)

D.5 成活率

成活率(%)一 成活仔数
产仔总数

X 100 ........................ (D.5)

D. 6 年增殖率

年增值率(%)= 年末只数 一 年初只数
年初 只数

X 100    ........................ (D. 6)

D. 7 死亡率

死 亡率(%)= 年死亡只数

年初种狐只数 +产仔只数
X 100 ........................ (D.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