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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充分利用地方品种固始鸡种质资源，通过杂交配套提高其生产性能。 ［方法］以固始鸡 Ｇ 系母鸡为母本，以固始鸡 Ｇ 系、
快大青胫黄麻羽 Ｓ１ 系、广西瑶鸡 Ｙ 系等公鸡为父本，分别进行杂交组合，杂交后代分别为 ＧＧ、Ｓ１Ｇ 和 ＹＧ。 通过对杂交后代生产性能、
屠宰性能及肉质性状进行测定，评价固始鸡的杂交利用效果。 ［结果］以 Ｓ１ 系为父本、以固始鸡为母本的杂交配套组合，可有效提高固
始鸡的生产性能和出肉率，提高肌内脂肪含量，从而改善固始鸡的肉品质。 ［结论］研究结果可为固始鸡种质资源特性的研究及保护利
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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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我国华东地区的消费者而言，一方面产品供不

应求，另一方面缺乏肉鸡专门化品种或配套系。 迄今为止，
我国通过审定的肉鸡配套系远不能满足华东市场需求，迫切

需要培育出口感、风味、外观等特征符合传统消费需求、生产

性能优良的优质肉鸡配套系。 固始鸡是我国著名的地方鸡

品种，其青胫、黄麻羽、肉质细嫩鲜美、皮下脂肪少等特点备

受消费者的青睐，符合传统消费习惯，市场前景好。 但是，由
于地方品种饲养量较少、生长速度缓慢、生产性能偏低，不能

满足专门化生产和市场需求，因此每年从保种群中扩繁出一

部分利用群，并通过杂交组合试验筛选出综合表现出色的配

套系，是开发利用地方鸡优质资源的有效途径，能够达到以

用促保，保用结合的效果。 笔者以固始鸡 Ｇ 系母鸡为母本，
以固始鸡 Ｇ 系快大青胫黄麻羽 Ｓ１ 系、广西瑶鸡 Ｙ 系等公鸡

为父本，进行杂交组合，杂交后代分别为 ＧＧ、Ｓ１Ｇ 和 ＹＧ。 通

过对杂交后代生产性能、屠宰性能及肉质等性状进行测定，
评价固始鸡的杂交利用效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动物　 以慢速型青胫固始鸡 Ｇ 系、快大麻羽青胫

黄麻羽 Ｓ１ 系和广西瑶鸡 Ｙ 系为试验素材，进行杂交配套组

合试验。 以固始鸡 Ｇ 系为母本，以固始鸡 Ｇ 系、快大青胫黄

麻羽 Ｓ１ 系、广西瑶鸡 Ｙ 系为父本，分别进行杂交组合试验。
杂交后代分别为 ＧＧ、Ｓ１Ｇ 和 ＹＧ，选择 １ 日龄杂交组合雏鸡

各 ２００ 只（公、母各半），带翅号标记，在相同饲养管理条件下

饲养至 １００ 日龄。 饲养方式采用立体三层笼养，全期自由采

食和饮水，并进行常规免疫。
１．２　 外貌特征观察　 １４ 周龄，对每只试验鸡观察并记录其

冠形、羽色、胫色、肤色等。
１．３　 生产性能测定　 每个配套组合的试验鸡出壳时，对每个

组合的每一只试验鸡带上翅号，并详细记录号段和初生重，
每隔 ２ 周对试验鸡进行体重测定，同时记录饲料消耗量。 最

后，计算出平均日增重、平均日耗料量、料重比等指标。
１．４　 屠宰性能测定　 饲养至 １４ 周龄，每个杂交组合随机抽

取公、母各 ６ 只鸡进行屠宰，禁食 １２ ｈ 后称量活体重，颈部放

血处死，湿拔毛法脱毛，共屠宰 ３６ 只。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业行业标准（２００４ 年）《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

计方法》 ［１］，测定活重、屠体重、半净膛重、全净膛重、胸肌重、
腿肌重、腹脂重、皮脂厚、肌间脂肪宽等指标，计算出屠宰率、
半净膛率、全净膛率、胸肌率、腿肌率和腹脂率。
１．５　 肉品质测定

１．５．１　 胸肌、腿肌 ｐＨ 的测定。 屠宰 ４５ ｍｉｎ 后，使用 ＩＱ１５０ 型

便携式 ｐＨ 计进行 ｐＨ 测定，记录屠宰后 ４５ ｍｉｎ 胸肌、腿肌不

同部位的 ｐＨ（ｐＨ１）各 ３ 次，求其平均值。 ２４ ｈ 后再次测量并

记录胸肌、腿肌的 ｐＨ（ｐＨｕ）各 ３ 次，求平均值。 ２ 次测定 ｐＨ
的差值，记为 ｐＨ１～ｕ。
１．５．２　 剪切力测定。 使用 Ｃ－ＬＭＺ 型肌肉嫩度仪垂直肌纤维

方向切割 ３ 个点，记录读数，求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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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３　 滴水损失测定。 屠宰后分别剪取每只鸡长、宽、高分

别为 ５、３、１ ｃｍ 的右侧胸肌和腿肌，称量并记录其重量（Ｗ１），
随后用铁钩沿肌纤维方向垂直挂起，置于已标记的充气自封

袋中，使样品不接触自封袋，４ ℃悬挂 ２４ ｈ 后，用滤纸轻轻拭

去肉样表层汁液后记录其重量（Ｗ２），根据 ２ 次测定的重量，
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滴水损失（％）：滴水损失 ＝ ［（Ｗ２ －Ｗ１） ／
Ｗ１］×１００％。
１．５．４　 肌内脂肪含量的测定。 采用索氏抽提法测定左侧胸

肌和腿肌的肌内脂肪含量［２］。
１．６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使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整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多重比较（ＬＳＤ 法），并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法进行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均以平均值±标准

差（ｘ±ＳＤ）表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外貌特征与成活率　 ＧＧ 组合公鸡羽色呈深红色或者

黄色，梳羽鲜亮，尾型以佛手状尾为主，镰羽多带黑色而富有

青铜光泽，青胫占 １００％。 母鸡黄麻羽和黄羽色为主，尾型兼

有佛手尾和直尾，黄麻羽占 ９９％，黑麻羽占 １％，青胫占

９９％，白胫占 １％。 ＹＧ 组合公鸡羽色呈枣红色，梳羽为金黄

色，尾羽为佛手尾，青胫率 ９８％，青黄胫率 ２％。 母鸡黄麻羽

占 ９４％，黑麻羽占 ６％；青胫率 ９６％，青黄胫率 １％，白胫率

３％。 Ｓ１Ｇ 组合公鸡羽色为枣红色，梳羽金黄色，尾羽为佛手

尾，青胫占 ９９％，绿豆胫占 １％。 母鸡中黄麻羽占 ９６％，黑麻

羽占 ４％，青胫占 ９８％，青黄胫占 ２％。 由此可见，３ 个组合外

貌基本黄麻羽类鸡的要求，差异不明显。 公鸡 Ｓ１Ｇ、ＹＧ、固始

鸡的成活率分别为 ９７％、９６％和 ９５％，母鸡 Ｓ１Ｇ、ＹＧ、固始鸡

的成活率分别为 ９５％、９５％和 ９４％。 ３ 个组合中，ＧＧ 组合的

死亡率略高。
２．２　 各周龄平均体重　 固始鸡及其配套组合 ＹＧ、Ｓ１Ｇ ０～
１４ 周龄的平均体重见表 １ 和表 ２。 由表 １～２ 可知，固始鸡及

其配套组合 ＹＧ、Ｓ１Ｇ 公鸡的初生（０ 周龄）平均体重：ＹＧ 组

合 ０ 周龄平均体重最大（３０．５５ ｇ），其次为 Ｓ１Ｇ，而 ＧＧ 组合 ０
周龄平均体重最小；母鸡：Ｓ１Ｇ 组合 ０ 周龄平均体重最大

（３０．６０ ｇ），其次为 ＧＧ，ＹＧ 组合 ０ 周龄平均体重最小，但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 ２～１４ 周龄，Ｓ１Ｇ 组合各周龄平均体重均显

著高于 ＹＧ 组合（Ｐ＜０．０５），ＹＧ 组合各周龄平均体重均显著高

于 ＧＧ 组合（Ｐ＜０．０５）。 １４周龄，Ｓ１Ｇ、ＹＧ、ＧＧ 组合公鸡的平均

体重分别为 １ ８５１．３８、１ ５７０．５６ 和 １ ４１５．５５ ｇ；Ｓ１Ｇ、ＹＧ、ＧＧ 组合

母鸡的平均体重分别为 １ ５８０．６９、１ ２９７．０４和 １ １０４．１２ ｇ。
２．３　 料重比　 从图１可以看出，ＧＧ、ＹＧ、Ｓ１Ｇ组合１４周龄

表 １　 各周龄试验公鸡的平均体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ｃｏｃｋ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ｅｋ ａｇｅｓ ｇ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ｓ

周龄 Ｗｅｅｋ⁃ａｇｅ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Ｓ１Ｇ ２９．９５±０．２１ １１４．８０±３．３６ ａ ２９４．４０±６．９２ ａ ６１１．７７±２１．４５ ａ ８６５．７４±１２６．１７ ａ １ ２６６．９０±１８４．９７ ａ １ ６３１．８０±１９２．４２ ａ １ ８５１．３８±２９２．４０ ａ
ＹＧ ３０．５５±０．４９ １０２．９７±１．３３ ｂ ２２８．６３±１４．１８ ｂ ４７４．８７±３０．５７ ｂ ７１０．９４±８１．６０ ｂ １ １１８．４７±１１８．６８ ｂ １ ２８２．６１±１８５．９４ ｂ １ ５７０．５６±２０５．８９ ｂ
ＧＧ ２９．８０±２．１２ ９０．１７±０．６８ ｃ ２１３．８０±１７．９５ ｂ ４４６．０３±１２．１７ ｂ ６１５．８７±９４．７６ ｃ ９３６．５３±１１５．４０ ｃ １ １７５．６７±１５３．３２ ｃ １ ４１５．５５±２０３．０９ ｃ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

表 ２　 各周龄试验母鸡的平均体重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ｅｎ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ｅｅｋ ａｇｅｓ ｇ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ｓ

周龄 Ｗｅｅｋ⁃ａｇｅ

０ ２ ４ ６ ８ １０ １２ １４

Ｓ１Ｇ ３０．６０±０．５７ １１３．９３±１．５１ ａ ２８４．３７±１３．６３ ａ ５１１．３０±１０．４６ ａ ７３７．０６±１２４．７２ ａ １ ０９６．６３±１３６．２１ ａ １ ３２９．５３±１１６．９６ ａ １ ５８０．６９±２４８．７４ ａ
ＹＧ ２８．８５±０．３５ １０４．９０±２．５１ ｂ ２３０．６７±９．３６ ｂ ４０９．６０±２．４３ ｂ ５８７．０７±７５．５５ ｂ ８４４．７７±９２．７１ ｂ １ ０３４．４５±１２０．８９ ｂ １ ２９７．０４±１６８．５５ ｂ
ＧＧ ２８．９５±１．２０ ８６．７３±１．６６ ｃ １９０．９０±１２．５０ ｃ ３６２．２７±８．９８ ｃ ５２５．８１±５５．２８ ｃ ７７４．９７±９３．５４ ｃ ９４９．９７±１１８．０５ ｃ １ １０４．１２±１４５．２０ ｃ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

公鸡料重比分别为 ３．３７、３．２５ 和 ３．１５，在全舍饲的条件下 Ｓ１Ｇ
的饲料报酬最高（３．１５），固始鸡的饲料报酬最低（３．３７）。
ＧＧ、ＹＧ、Ｓ１Ｇ 组合 １４ 周龄母鸡的料重比分别为 ３．８３、３．６７ 和

３．５３，Ｓ１Ｇ 组合的饲料报酬最高（３．５３），ＧＧ 组合的饲料报酬

最低（３．８３）。 从性别来看，相同饲养条件下公鸡的饲料报酬

要比母鸡高。
２．４　 屠宰性状　 由表 ３～４ 可知，１００ 日龄 Ｓ１Ｇ 公鸡的活重、
屠体重、半净膛重、全净膛重、腹脂重、腹脂率、胸肌重和皮脂

厚均显著高于 ＹＧ 与 ＧＧ（Ｐ＜０．０５）。 ＧＧ 母鸡的活重、屠体

重、屠体率、半净膛重、胸肌重、全净膛重、腹脂重、腿肌重、皮
脂厚和肌间脂肪宽等均显著低于杂交鸡（Ｐ＜０．０５），即表现为

Ｓ１Ｇ＞ＹＧ＞ＧＧ。 其中，Ｓ１Ｇ 屠宰性能最佳。

图 １　 不同杂交组合 １４周龄公鸡和母鸡料重比的比较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ｅｅｄ⁃ｇａｉ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１４⁃ｗｅｅｋ⁃ａｇｅ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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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杂交组合公鸡屠宰性能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ｃｋ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ｓ

活重
Ｌ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屠体重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屠宰率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ｒａｔｅ
％

半净膛重
Ｓｅｍｉ⁃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ｇ

半净膛率
Ｓｅｍｉ⁃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ｒａｔｅ∥％

全净膛重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全净膛率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ｒａｔｅ
％

腹脂重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ｇ

Ｓ１Ｇ １ ８８１．６７±２１２．７７ ａ １ ５９７．２０±１６７．９２ ａ ８４．９４±１．４７ １ ４５８．８７±２１６．１２ ａ ７７．３７±５．６５ １ １２６．２２±１３５．３８ ａ ５９．８６±２．１７ ３３．２３±１２．７１ ａ
ＹＧ １ ６１１．３３±７８．５４ ｂ １ ３９２．０５±６３．３６ ｂ ８６．４１±０．７０ １ ２６６．２５±５８．６２ ｂ ７８．６２±２．０５ ９８８．７３±４８．６８ ｂ ６１．３６±０．４７ １２．４３±９．５２ ｂ
ＧＧ １ ５０１．８３±１０６．７３ ｂ １ ２５５．３０±１００．９９ ｂ ８３．６３±４．１４ １ １６７．９０±８４．１８ ｂ ７７．７８±１．８６ ８９４．７８±９２．４３ ｂ ５９．５２±３．２７ １４．６５±１３．１９ ｂ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ｓ

腹脂率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 ｒａｔｅ

％

胸肌重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ｇ

胸肌率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ａｔｅ∥％

腿肌重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ｇ

腿肌率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ａｔｅ
％

肌间脂肪宽
Ｉｎｔｅｒ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ｆａｔ ｗｉｄｔｈ
ｍｍ

皮脂厚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ｂｃｕ⁃

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ａｔ∥ｍｍ

Ｓ１Ｇ ２．８９±１．１０ ａ １８４．０８±３３．５２ ａ １６．２７±１．１１ ２５３．６８±６２．６５ ２２．５３±５．２１ １２．００±３．３３ ５．６５±１．１６ ａ
ＹＧ １．２５±０．９４ ｂ １５８．３７±１３．９３ ａｂ １６．０５±１．６５ ２５２．５５±１６．１１ ２５．５６±１．４１ ９．０２±２．７８ ４．３７±０．９６ ｂ
ＧＧ １．６７±１．６２ ａｂ １３５．７８±１７．３４ ｂ １５．１９±１．３５ ２１８．２５±２９．１５ ２４．３６±１．４１ ９．３２±２．４０ ４．４６±０．５８ ｂ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

表 ４　 不同杂交组合母鸡屠宰性能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活重
Ｌｉｖ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屠体重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屠宰率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

ｒａｔｅ
％

半净膛重
Ｓｅｍｉ⁃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ｇ

半净膛率
Ｓｅｍｉ⁃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ｒａｔｅ∥％

全净膛重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ｇ

全净膛率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

ｒａｔｅ
％

腹脂重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ｇ

Ｓ１Ｇ １ ５８９．００±８６．１５ ａ １ ４０４．４３±７１．５７ ａ ８８．４１±１．５２ ａ １ ２９６．４７±６７．４８ ａ ８１．６１±１．５３ ａ １ ０２９．１７±５０．０２ ａ ６４．８０±１．３７ ５４．７８±１４．７１ ａ
ＹＧ １ ３２４．３３±９０．２９ ｂ １ １５０．８７±８４．６４ ｂ ８６．９０±２．０８ ａ １ ０２８．７２±９６．５６ ｂ ７７．６４±４．００ ｂ ８４７．００±８６．９５ ｂ ６３．８５±２．３４ ３６．６２±１６．６７ ｂ
ＧＧ １ ０８０．３３±２４．６８ ｃ ９０６．８２±１９．３９ ｃ ８３．９７±２．４５ ｂ ８４９．９３±３２．３７ ｃ ７８．６８±２．４８ ａｂ ６７７．４８±４２．４８ ｃ ６２．６９±３．１６ １７．６７±６．７６ ｃ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腹脂率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ｆａｔ ｒａｔｅ

％

胸肌重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ｇ

胸肌率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ａｔｅ∥％

腿肌重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ｗｅｉｇｈｔ
ｇ

腿肌率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ａｔｅ
％

肌间脂肪宽
Ｉｎｔｅｒ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ｆａｔ ｗｉｄｔｈ
ｍｍ

皮脂厚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ｂｃｕ⁃
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ａｔ

ｍｍ
Ｓ１Ｇ ５．０２±１．２０ ａ １８４．１８±１３．６３ ａ １７．９１±１．３０ ２２３．１７±１９．５４ ａ ２１．６６±１．０６ ｂ １６．３５±１．５４ ａ ６．８０±０．７３ ａ
ＹＧ ４．１１±１．７０ ａｂ １４０．９０±１８．２６ ｂ １６．７２±２．１９ １９３．５５±１９．８１ ｂ ２２．８７±１．０６ ａｂ １３．８８±２．６３ ｂ ５．５２±０．７３ ｂ
ＧＧ ２．５７±１．０２ ｂ １１３．８５±１３．５９ ｃ １６．８３±１．９７ １５６．８５±９．５３ ｃ ２３．１８±１．２０ ａ ７．６４±０．９０ ｃ ４．２１±０．６５ ｃ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

２．５　 肉质性状　 固始鸡及其配套组合 ＹＧ、Ｓ１Ｇ 肉品质测定

结果见表 ５～８。 无论在胸肌中还是在腿肌中，ｐＨ１ 普遍高于

ｐＨｕ，ＧＧ 的 ｐＨ 下降速度偏小。 由表 ５ 可知，Ｓ１Ｇ 公鸡胸肌的

肌内脂肪含量显著高于 ＹＧ 和 ＧＧ（Ｐ＜０．０５），ＹＧ 与 ＧＧ 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ｐＨ１、ｐＨｕ、 ｐＨ１～ｕ、剪切力、滴水损失、干物

质含量、水分含量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由表 ６ 可知，ＧＧ 公

鸡腿肌剪切力显著高于 Ｓ１Ｇ（Ｐ＜０．０５）；ＧＧ 的干物质含量显

著高于 ＹＧ（Ｐ＜０．０５），但与 Ｓ１Ｇ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３ 个杂

交组合 ｐＨ１、ｐＨｕ、ｐＨ１～ｕ、滴水损失和肌内脂肪含量均无显著

差异（Ｐ＞０．０５）。

表 ５　 不同杂交组合公鸡胸肌肉品质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ｆ ｃｏｃｋ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Ｈ１ ｐＨｕ ｐＨ１～ｕ

剪切力
Ｓｈ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
ｋｇ ／ ｃｍ２

滴水损失
Ｄｒｉｐ ｌｏｓｓ

％

ＩＭＦ 含量
ＩＭ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

干物质含量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水分含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１Ｇ ５．７２±０．１０ ５．５７±０．１２ ０．１５±０．１０ １．００±０．２４ ２．２１±０．１０ ４．０７±０．４９ ａ ２６．７０±０．４８ ７３．３０±０．４８
ＹＧ ５．７４±０．１７ ５．６２±０．１３ ０．１２±０．０３ １．３２±０．４７ ２．３４±０．２８ ２．８１±０．１５ ｂ ２７．２６±０．９３ ７２．７４±０．９３
ＧＧ ５．７６±０．１４ ５．６８±０．１５ ０．０９±０．０８ １．３２±０．４７ ２．６８±１．４２ ２．８７±０．１４ ｂ ２６．９４±０．７４ ７３．０７±０．７４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４７ 　 　 　 　 　 　 　 　 　 　 安徽农业科学　 　 　 　 　 　 　 　 　 　 　 　 　 　 　 　 　 　 　 　 　 　 　 　 　 ２０１８ 年



表 ６　 不同杂交组合公鸡腿肌肉品质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ｆ ｃｏｃｋ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Ｈ１ ｐＨｕ ｐＨ１⁃ｕ

剪切力
Ｓｈ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
ｋｇ ／ ｃｍ２

滴水损失
Ｄｒｉｐ ｌｏｓｓ

％

ＩＭＦ 含量
ＩＭ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

干物质含量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水分含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１Ｇ ６．１５±０．２０ ６．０１±０．１７ ０．１４±０．０４ １．２８±０．１７ ｂ １．４１±０．３２ ７．５１±１．１２ ２４．０５±０．２５ ａ ７５．９５±０．２５ ｂ
ＹＧ ６．２９±０．１３ ６．１１±０．０９ ０．１９±０．０７ １．４０±０．２１ ａｂ １．４２±０．１７ ７．１７±０．９９ ２３．５０±０．４０ ｂ ７６．５０±０．４０ ａ
ＧＧ ６．１１±０．１３ ６．０２±０．０８ ０．１０±０．０７ １．６２±０．０７ ａ １．９１±０．５８ ６．５９±０．２０ ２４．１０±０．３５ ａ ７５．９０±０．３５ ｂ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

　 　 由表 ７ 和 ８ 可知， Ｓ１Ｇ 母鸡胸肌剪切力大于 ＧＧ
（Ｐ＜０．０５），但与 ＹＧ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ＹＧ 干物质含量

显著高于ＧＧ（Ｐ＜０．０５），但与 Ｓ１Ｇ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 ＹＧ
腿肌的肌内脂肪含量显著高于 Ｓ１Ｇ（Ｐ＜０．０５），而 Ｓ１Ｇ 腿肌的

肌内脂肪含量显著高于 ＧＧ（Ｐ＜０．０５）。 ３ 个杂交组合胸肌

ｐＨ１、ｐＨｕ、ｐＨ１～ｕ、滴水损失、肌内脂肪含量这些肉品质指标均

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３ 个杂交组合腿肌 ｐＨ１、ｐＨｕ、ｐＨ１～ｕ、
剪切力、滴水损失、干物质含量和水分含量均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３ 个杂交组合胸肌 ｐＨ 低于腿肌，腿肌肌内脂肪含

量高于胸肌。

表 ７　 不同组合母鸡胸肌肉品质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ｆ ｈｅ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Ｈ１ ｐＨｕ ｐＨ１～ｕ

剪切力
Ｓｈ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
ｋｇ ／ ｃｍ２

滴水损失
Ｄｒｉｐ ｌｏｓｓ

％

ＩＭＦ 含量
ＩＭ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

干物质含量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水分含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１Ｇ ５．６５±０．０８ ５．５０±０．０５ ０．１４±０．０８ １．３９±０．３２ ａ ２．０８±１．０１ ３．８５±０．３０ ２６．７６±０．４５ ａｂ ７３．２４±０．４５ ａｂ
ＹＧ ５．６７±０．００ ５．５３±０．０１ ０．１４±０．０１ １．３４±０．１６ ａｂ ０．６１±０．０５ ３．７１±０．２５ ２７．０８±０．４２ ａ ７２．９２±０．４２ ｂ
ＧＧ ５．７０±０．１０ ５．６５±０．１６ ０．０５±０．２３ ０．９８±０．０１ ｂ １．７０±０．８０ ３．８９±０．１２ ２６．４７±０．２９ ｂ ７３．５３±０．２９ ａ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

表 ８　 不同组合母鸡腿肌肉品质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ｈｅ ｍｅａ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ｌｅ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ｆ ｈｅ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杂交组合
Ｃｒｏｓｓｂｒ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Ｈ１ ｐＨｕ ｐＨ１～ｕ

剪切力
Ｓｈ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
ｋｇ ／ ｃｍ２

滴水损失
Ｄｒｉｐ ｌｏｓｓ

％

ＩＭＦ 含量
ＩＭ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

干物质含量
Ｄ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水分含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１Ｇ ６．００±０．０９ ５．９７±０．０７ ０．０７±０．１１ １．１９±０．３８ １．６５±０．３１ ７．６９±０．１２ ｂ ２４．４０±０．３７ ７５．６０±０．３７
ＹＧ ６．０１±０．０９ ５．９６±０．０２ ０．０５±０．０８ １．１７±０．０２ ２．２９±０．４８ １０．９７±０．１４ ａ ２４．６８±０．１８ ７５．３２±０．１８
ＧＧ ６．０９±０．１２ ６．０３±０．１２ ０．０６±０．２２ １．２４±０．０３ １．８２±０．９６ ７．１７±０．１６ ｃ ２４．２９±０．３９ ７５．７１±０．３９
　 注：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Ｐ＜０．０５ ）
　 Ｎｏ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ｕｍ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

３　 讨论

３．１　 外貌特征　 家禽的羽毛与家畜的被毛完全不同，它因品

种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图案，羽毛的图案主要取决于黑色素

与其他类胡萝卜素的平衡［３］，虽然杂交之后黄麻羽比例与纯

繁（ＧＧ）相比稍有降低，但 Ｓ１Ｇ 黄麻羽比例比 ＹＧ 高。 杂交

后代皮肤颜色没有出现分离，３ 个杂交组合的肤色都满足市

场需求。
３．２　 生产性能　 该研究结果表明，１４ 周龄，３ 个杂交组合试

验鸡的体重差异显著（Ｐ＜０．０５），无论是公鸡还是母鸡，从第

２ 周龄开始 Ｓ１Ｇ 的平均体重始终显著高于 ＹＧ（Ｐ＜０．０５），这
可能与培育品系 Ｓ１ 系导入快大基因有关，ＹＧ 的平均体重始

终显著高于 ＧＧ（Ｐ＜０．０５）。 这表明通过杂交可以提高固始鸡

的生长性能，而且不同的杂交方式对固始鸡的增重效果是不

同的。
料重比是衡量鸡群生长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 降低料

重比，能有效节省饲料成本。 该试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公鸡

还是母鸡，３ 个杂交组合同性别间料重比差异明显，这种差异

是由于种质特性的不同造成的，Ｓ１Ｇ 由于含有快速型肉鸡的

血缘，生长速度快，饲料利用率高。 母鸡料重比高于公鸡，导
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群体的整体均匀度有关，同时母鸡

体内的脂肪含量显著高于公鸡，导致每天的能量消耗显著高

于公鸡，这再次证实了鸡群公母分开饲养的重要性。
３．３　 屠宰性状　 家禽的屠宰性能受到品种、饲养管理状况和

营养状况等因素的影响［４］。 屠宰性能是衡量产肉经济性能

的重要指标，通常将屠宰率在 ８０％以上、全净膛率在 ６０％以

上作为优质鸡的标准［５－７］。 该试验中 ３ 个杂交组合公母鸡的

屠宰率均超过 ８３％，母鸡的半净膛率均超过 ６２％，属于优质

鸡，产肉性能良好。 固始鸡通过与其他品系杂交，屠体重、半
净膛重、全净膛重、腿肌重和胸肌重等重要经济性状均得到

了改善。

５７４６ 卷 ２０ 期　 　 　 　 　 　 　 　 　 　 　 　 　 　 　 　 曹明月等　 固始鸡与青胫黄麻羽鸡杂交利用研究



３．４　 肉质性状　 肉品质受到多个评价指标的影响，主要包括

ｐＨ、嫩度、滴水损失等［８］。 ｐＨ 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改善肌肉

嫩度，它直接影响肉的贮藏性、烹煮损失等。 该试验结果表

明，１４ 周龄 ３ 个杂交组合的胸肌、腿肌的 ｐＨ 差异均不显著

（Ｐ＞０．０５），表明不同品种对肌肉 ｐＨ 的影响较小，这与徐幸

莲等［９］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嫩度是评判肉质性状的感官指

标，是对肌肉口感满意程度的重要指标。 测定肌肉嫩度时，
通常用剪切力来反映嫩度的大小，剪切力越小，表示肉质越

嫩，反之则嫩度越差［１０－１１］。 该研究通过杂交组合，使固始鸡

公鸡腿肌的嫩度有所改善，但母鸡的胸肌嫩度却有所下降。
滴水损失的大小也是影响肌肉品质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肌肉的系水力越低时，滴水损失越大，从而导致营养成分

的流失，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系水力低时肌肉会出现发白，
甚至还会影响包装的美观［１２－１３］。 该研究中 ３ 个杂交组合公

鸡胸肌的滴水损失均大于腿肌，且胸肌 ｐＨ 均低于腿肌。
肌内脂肪含量对肉品质的影响较大，肌内脂肪含量直接

影响了食用口感，这与肉的多汁性与嫩度息息相关。 该研究

中 ３ 个杂交组合腿肌的肌内脂肪含量普遍高于胸肌，这可能

是由于鸡在运动中主要靠腿部支撑身体的重量，以致于腿部

需要更多的能量，腿肌中脂肪含量比胸肌高，腿肌因多汁性

和较好的风味优于胸肌。 通过杂交组合，Ｓ１Ｇ 组合公鸡胸肌

和 ＹＧ 组合母鸡腿肌中的肌内脂肪含量均显著高于 ＧＧ 组

合，从而改善其肉质。
４　 结论

比较 ３ 个杂交组合的生产性能、屠宰性能和肉质性状，
结果表明 Ｓ１Ｇ 组合具有与固始鸡纯系相近的体型外貌特征，
符合黄羽肉鸡的要求，成活率高，料重比低，生产性能最好。

从屠宰性能来看，Ｓ１Ｇ 组合的产肉量最高，母鸡的出肉率最

高，但腹脂率也显著高于其他组合；Ｓ１Ｇ 组合公鸡具有较高

的肌内脂肪含量和较低的剪切力，其他指标各组间差异不显

著。 综合来看，以 Ｓ１ 系为父本、固始鸡为母本杂交配套可以

有效提高固始鸡的生产性能和出肉率，提高肌内脂肪含量，
从而改善固始鸡的肉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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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写作规范———数字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计数和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 年份不能简写，如 １９９０ 年不能写成 ９０ 年，文中避

免出现“去年”“今年”等写法。 小于 １ 的小数点前的零不能省略，如 ０．２４５ ６ 不能写成．２４５ ６。 小数点前或后超过 ４ 位数（含
４ 位数），从小数点向左右每 ３ 位空半格，不用“，”隔开。 如 １８ ０７２．２３５ ７１。 尾数多的数字（５ 位以上）和小数点后位数多的

小数，宜采用×１０ｎ（ｎ 为正负整数）的写法。 数字应正确地写出有效数字，任何一个数字，只允许最后一位存在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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