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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水禽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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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湖北省水禽养殖、产业深加工技术、行业龙头企业发展等3个方面考察了湖北省水禽业发展现

状,认为湖北省水禽产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包括:水禽良种繁育体系不完善;饲养方式粗放落后;水禽深加工业相

对零散滞后;防疫难度大、水质堪忧;产业体系建设中基础性数据缺乏。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实行产业化经

营,推进水禽养殖方式转变;建立和完善水禽良种繁育体系,解决水禽种苗问题;强化肉蛋产品深加工,挖掘新的

经济增长点;加强养殖环境保护,综合防治疫病,确保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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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禽包括鸭、鹅、鸿雁、灰雁等以水面为生活环

境的禽类动物,其中,迁徙水鸟包括天鹅、雁鸭类、丹
顶鹤、白枕鹤和蓑羽鹤,本文所涉及水禽主要指鸭、
鹅两类。水禽业具有适合中国饲养和传统消费习

惯、产品品质高、生产性能较高、遗传多样性等特点。
在国际市场上,我国是世界水禽第一生产与消费大

国,水禽饲养量占世界总量的75%以上[1]。在国内

市场上,水禽肉和蛋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据有关资

料报道,2009年我国水禽业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
约占家禽业总产值的30%,已经成为我国畜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水禽肉及蛋价格为普通鸡肉

鸡蛋的1.3~1.5倍,经济效益显著,水禽业已经逐

渐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湖北是千湖之省,水面积多达46.6万hm2,

1km2以上的湖泊309个,6.6hm2 以上的湖泊200
多个,大、中、小水库6000多处,堰塘90多万处,全
省除长江、汉江外,另有100km 以上、径流每秒

5m3以上的河流24条,水资源极为丰富,且有悠久

的水禽养殖传统,适宜建成水禽产业带。2008年,
湖北省提出实施“亿只鸭产业工程”,以武汉为中心,

3年形成繁育、养殖、屠宰和深加工产业链,总产值

达100亿元以上。水禽龙头企业“汉口精武”携手英

国樱桃谷农场斥资5000万元在汉建立了全国最大

祖代种鸭厂,积极打造中国鸭业航母。根据现阶段

的发展状况,如何进一步发挥湖北资源优势,做大做

强种禽产业,使湖北水禽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全国

水禽产业发展提供示范,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大

课题。

  一、湖北省水禽业发展现状

1.湖北水禽养殖概况

湖北省地方蛋鸭品种主要有沔阳麻鸭、荆江麻

鸭、恩施麻鸭,饲养量约占全省养鸭的1/4。引进的

蛋鸭品种主要有绍兴鸭及其配套系(江南一号、江南

二号、青壳二号、白壳一号)、龙岩山麻鸭、金定鸭、缙
云鸭等[1]。快大型肉鸭品种主要有樱桃谷、奥白星、
北京鸭等,优质麻羽肉鸭主要为广西靖西大麻鸭。

2007年湖北鸭存栏0.51亿只,出笼0.98亿只,鸭
肉19.6万t。

湖北省的养鹅数量是南方省份中出笼最少的,
与国内养鹅较为发达的江苏省相比,湖北省出笼肉

鹅仅相当其1/13;湖北没有自己的鹅品种,主要引

进四川白鹅、皖西白鹅、朗德鹅、豁眼鹅,其次是太湖

鹅、莱茵鹅、长白鹅。2007年湖北鹅存栏558万只,
出笼989万只,鹅肉2.9万t。

图1为湖北省畜牧养殖小区家禽组成结构,从
图中可看出:(1)2005-2007年水禽养殖总量在湖

北省家禽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2.48%、26.42%、

24.51%,一方面说明湖北家禽业发展中水禽所占份

额相对较小,另一方面该比例连续3年几乎无波动,
表明家禽产业结构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变化;(2)湖北

水禽业发展呈现以下特征:鸭养殖数量远大于鹅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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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数量,肉鸭养殖规模远大于蛋鸭养殖规模,以上两

点特征与湖北的饮食习惯和水禽加工企业发展情况

密切相关。

图1 2005-2007年湖北省畜牧养殖小区家禽组成结构图[2]

  近10年湖北省水禽养殖企业发展呈现较为明

显的逐年增长趋势,为实现湖北省水禽产业化奠定

了较好的基础,如图2所示。

图2 1998-2007年湖北省水禽饲养厂

数量变化趋势图(年出栏100只以上)[3]

  如图2所示,湖北省年出栏100只以上的水禽

饲养 厂 个 数 在1999年 陡 然 减 少,从1998年 的

173631个减少为28019个,降幅高达83.86%,其
原因可能是1998年洪水灾害导致大量饲养户亏损,
降低了养殖户对水禽生产的经济效益的预期,最终

导致1999年水禽饲养厂数大量下降。随后的8年

时间里,则呈现非常稳健的顺势增长态势,从1999
年的28019个上升为2007年77938个,年均增长

15.79%。以上数据变动说明:一是这8年时间中湖

北省水禽企业发展较稳,呈现平稳上升趋势;二是企

业发展动力不足,主要体现在发展速度过慢,特别是

2003年后的四个年份,相较于前几年呈现缓慢发展

的态势;三是1998年之后的10年时间内湖北省水

禽养殖规模尚未恢复,与1998年的水平相去甚远,
由此,可以断定湖北省水禽养殖的资源空间是巨大

的。
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湖北省水禽存栏约占全

国总存栏量3%左右,肉鸭产量约占全国4%。2005
年全省肉鸭出栏量5500万只,为四川的1/8,肉鸭

产量9万t,全国排名第13;蛋鸭存栏量排名全国第

7,绝对总量达到1020万只,约为四川省1/2。统计

年鉴数据显示湖北省2000-2007年水禽年出栏量

分别 为 1736.07、1836、1738.16、1787.08、

2844.55、4834.68、4675.85、6921.59万只[3],年
际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图3 2000-2007年湖北省水禽出栏数[3]

  图3中,2000-2003年湖北省水禽出栏数的年

际间波动小。从2004年开始则呈现快速递增趋势,
其中以2004年、2005年和2007年尤为突出,仅
2006年较上年略有下降,四年来年均增长43.47%,

2007年全省水禽出栏数已经达到2003年的3.87
倍。基于此,2004-2007年可看作是湖北省水禽业

快速发展的一段时间。
结合图2、图3分析,由于2004-2007年全省

上规模的养殖厂数量变化小,但是同期全省水禽存

栏量却节节攀升,说明这四年时间里湖北省水禽养

殖厂的规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至少有一部分养殖

厂在规模养殖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从而实现了水禽

出栏量的迅速增长。
综上所述,湖北省水禽养殖表现出以下特点:湖

北水禽在家禽中所占比例较小;水禽养殖以肉鸭为

主,蛋鸭次之,鹅饲养规模最小;1999年后的十年时

间里,湖北省水禽养殖发展稳定,但速度较慢,尚处

于灾后恢复期,与1998年洪灾前的规模相去甚远,
从而可断定省内的养殖资源利用率低、发展空间巨

大;2004-2007年间湖北省水禽出栏数迅速攀升,
其间湖北省水禽养殖场的养殖规模发生了深刻变

化,为今后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产品深加工技术状况

湖北水禽产品加工生产历史悠久,传统加工产

品主要有皮盐蛋、板鸭、腊鸭、腊鹅等。全省鸭蛋的

再制蛋加工技术国内先进,不少外省再制蛋加工技

术人员是湖北人,全省从事鸭蛋加工企业270家,以
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仙桃九珠禽蛋公司为

代表的加工企业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其年加工鸭

蛋总量4亿枚,其中60%为皮蛋,40%为盐蛋,生产

量以每年20%速度增长,湖北省内鸭蛋仅能满足

70%,另外30%从邻近的江西、湖南、河南调入。仙

桃盛胜鹅业有限公司集朗德鹅养殖与加工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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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产鹅肥肝140t,生产规模居全国第二位[4]。
另近几年熟食加工企业逐步兴起,如武汉汉口

精武鸭脖、周黑鸭、富尔仕食品等都已经形成品牌优

势;民间多为烤鸭、卤鸭、卤鹅等,如公安县的卤鹅年

加工量超过20万只。

3.行业龙头企业发展状况

湖北省水禽龙头企业以传统的屠宰分割、蛋品

加工为主,新兴的企业主要从事肥肝生产和熟食加

工以及羽绒加工等。主要企业有:武汉市汉口精武

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水禽种苗繁育、新
品系培育、养殖、饲料加工、屠宰加工和水禽熟食制

品研究、开发、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创新型民营企业,
是我国驰名的水禽深加工企业,具备年深加工5万t
水禽熟食制品的能力;武汉飘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年屠宰加工鸭3000万只;松滋天歌鹅业有限公司,
集种鹅饲养、加工为一体,年加工肉鹅100万只,目
前正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计划投资600万元,年生

产鹅肥肝60万t;武汉华发羽绒公司设计年加工能

力200t[4]。湖北省水禽龙头企业主要采用的模式

有:专业大户型;公司+农户型,如汉川市三星垸农

场野鸭场;协会带动型,如孝感市安陆、云梦等家禽

业协会组织;联合体型。这些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

企业,以其雄厚的资本优势,广泛地与科研单位结盟

合作,吸纳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带动广大农户从

事水禽生产,有力地推动了水禽产业的发展。

  二、湖北水禽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

  1.水禽良种繁育体系不完善

湖北省集约化的水禽业起步晚,投入少,水禽良

种场规模小,生产设施简陋,育种手段落后,导致供

种能力不足,生产性能不稳定。水禽育种和良种繁

育体系发展不均衡,也不完善,正规的和上规模的企

业数量少,造成品种在数量上不能满足生产需要,良
种的推广进度缓慢,严重阻碍了产业化的发展。以

武汉为例:目前,武汉市仅春江、精武两家种苗繁育

公司,两家的供苗能力仅占全市需求量的35%。大

多数种鸭场种鸭品种来源多样,一般对种鸭不进行

系统选育,鸭群自繁自养,高度近亲繁殖,鸭群整齐

度很差,体型外貌、生产性能各异。本品种选育、品
系选育和配套系杂交利用滞后,个体生产性能参差

不齐,遗传潜力尚未发挥,造成良种在数量上不能满

足生产上的快速发展的需求,良种推广工作进展缓

慢,严重地影响了水禽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效益的

提高。因此,迫切需要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生产性能水禽品种,以缓解专门化品种缺乏、良种

繁育体系不健全、良种供给不足而严重影响和制约

湖北省水禽业产业发展的矛盾。
2.饲养方式粗放落后

湖北省水禽养殖属于典型的粗放型养殖,简陋

的饲养条件,无序化的饲养占有很大的比重,规模化

养殖不到30%[5];养殖技术落后,水禽养殖过程中

对饲料的研究少,很多水禽饲养场用蛋鸡料和肉鸡

料饲养肉鸭,这不仅直接影响水禽生产效益,也与现

有的水禽饲养规模及技术规范要求不相适应。粗放

式的饲养不仅严重制约和阻碍了水禽产业的现代化

发展进程,而且还将对湖北省水资源与环境构成了

严重威胁。笔者通过调查分析认为,这种粗放式的

经营、传统的饲养方式和小规模大群体生产模式不

能保证现代产业化生产和消费的需要;规模、规范的

工厂化养殖基地比例较小,散养比重较大,极不利疫

病和产品质量的防控和管理;饲养管理和经营管理

水平不高,经济实力不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既
使经济效益相对较低,也使水禽产品产量在市场经

营条件下极不稳定。

3.水禽深加工业相对滞后

水禽深加工能将低价值的农业原料转化为高价

值的产品,为人类提供肉、蛋和羽绒。然而,湖北水

禽产品屠宰加工工艺和设备落后,产品品种单一,档
次低,大部分仍以传统的手工作坊式加工生产为主,
工业化程度低。从事板鸭、酱鸭、蛋品加工生产的私

人作坊很多,广大市民日常生活中食用的鸭鹅熟制

品,80%都是家庭作坊和小企业生产的,手工操

作[6]。湖北省水禽产品深加工企业零星分散,小企

业较多,规模普遍较小,屠宰加工工艺、技术和设备

相对滞后,加工产品类同,带动力弱。例如,荆门水

禽的所谓加工只是作坊式的生产风鹅、板鸭、咸鸭

蛋、松花蛋等。水禽产品加工以高温制品多,低温制

品少;整只加工产品多,分割加工产品少;初加工产

品多,深精加工产品少;国内消费多,产品出口少;产
品附加值不高,市场开拓能力不强,遏制了产业化发

展速度。
4.防疫难度大,水质堪忧

由于水禽饲养较为分散,饲养环境不能封闭隔

离。同一水域可能承载多群来源不同的禽群,极易

感染各种传染病。一旦发病,传播较快,损失严重。
近年来,水禽传染病的流行日趋复杂,表现为老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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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新病不断。某些老病(鸭病毒性肝炎、传染性浆

膜炎)又出现了新的病原或其病原出现了新的血清

型。再加上水禽不象生猪等已经形成了完备的疾病

防疫体系;也不像猪、牛、羊有较强的自然抗病力,它
的抵抗力相对较弱,死亡率常常在10%以上,有的

甚至是全军覆没。因此,一旦养殖的水禽发生疫情,
往往会给农户带来很大的损失,从而使农户养殖水

禽的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
目前,湖北省水资源存在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

水质堪忧。全省监测的25个湖泊中,水质为劣 V
类的有4个,分别是武汉的南湖、沙湖、南太子湖和

墨水湖,其水质也难以满足水禽产业发展的需要[7]。
5.产业体系建设中基础性数据缺乏

作为畜牧业的一个分支,水禽业的迅速发展相

较于其他涉农产业起步较晚,产业体系建设涉及的

相关数据相对匮乏,这对于建立完善的水禽养殖、加
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是极为不利的。主要表现

在:(1)缺乏基础性产业数据。受统计标准不统一、
统计面过窄、饲养分散等因素的影响,湖北省水禽数

据统计仍停留在较浅层面,没有系统的、专门的水禽

基础研究数据,导致无法进行产业成本效益分析,不
利于产业经济效益核算并指导产业发展。另外,现
有统计报告更多的将水禽列入家禽类,与蛋鸡、肉鸡

并在一起进行统计,尤其是将鸭蛋和鸡蛋合并为禽

蛋类,数 据 缺 乏 细 分,不 利 于 指 导 水 禽 业 发 展。
(2)缺乏技术效率评价,包括水禽防疫技术、水禽饲

养技术、饲料技术等。但是,相对于其他省份,湖北

省在水禽方面的统计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

  三、对策建议

1.实行产业化经营,推进水禽养殖方式转变

传统的粗放式水禽养殖方式破坏生态环境、不
利于水禽疾病防控、不利于增加农民经济效益、存在

水禽产品安全问题,应转变养殖观念,实行产业化经

营调整养殖模式,鼓励和扶持有基础的水禽企业向

规模化、集约化转变,通过政府统一规划,逐步向生

态型养殖小区建设过渡,走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水禽养殖企业要以规模化、规范化养殖为重点,

加快品种改良、科学饲养等技术的推广工作,提高水

禽产品质量。当地可围绕龙头企业建立水禽生产基

地,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或“龙头企业+农

户”的生产模式,实行定单生产,以加促产。
在水禽营养补给方面,应根据湖北水禽品种及

饲养条件,通过试验研究,尽快制定出肉鸭、蛋鸭和

鹅等不同品种不同饲养阶段、不同生产区域及环境

条件的营养标准,切实改变饲料营养学研究滞后与

水禽业快速发展相矛盾的局面。
2.建立和完善水禽良种繁育体系,解决水禽种

苗问题

湖北省鸭品种以荆江麻鸭、沔阳麻鸭等地方鸭

及其杂交鸭品种为主,生长慢,体型小,成年体重

1.3~1.6kg,年产蛋只有150~200枚。大部分地

方自繁自养,生产性能退化明显。湖北没有自己的

鹅品种,主要靠引进其它地区的鹅品种。
针对目前的水禽品种资源不足及退化现象,应

融合省内的科研单位和现有企业成立创新团队、设
立科研基金,加强水禽优良品种的选育、繁育、引进,
满足水禽业发展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需求。加快培育

“湖北白鹅”,提纯复壮荆江麻鸭、沔阳麻鸭等地方品

种,提高经济质量性能,争取早日推广应用。此外,
还应积极通过招商引资引进一批水禽良种繁育企

业,增强水禽种苗的市场自给能力。
3.强化肉蛋产品深加工,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水禽产品加工业应密切关注国际市场需求,定
位于经济效益高的点、面组织投资。一方面,产品深

加工也是刺激水禽消费增长的重要举措,是家禽产

业化经营的核心。目前,湖北缺乏水禽深加工企业,
应鼓励企业在产品精深加工上加大科研投入,在稳

步发展传统蛋制品加工业的同时,大力开发蛋粉、液
体蛋等新型蛋制品,同时结合医药用途,合理利用禽

蛋中的壳膜、蛋壳、某些酶和其他成分,发展高蛋白

饮料,蛋黄酱等产品的深加工。另一方面,引导水禽

产品消费,纠正公众对禽产品的片面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使寻

找可替代能源再次成为各国科学家面临的重要课

题。目前,比较成功的当属玉米乙醇的推广。美国

的乙醇工业已经给广大的玉米种植户带来了更多的

市场机会。自1999年以来,乙醇行业的玉米用量逐

年增长,并在过去6年内提高了两倍。这对湖北省

水禽养殖业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在中国古代

的清朝就曾经用鸭脂肪提炼燃油供宫庭点灯照明之

用,但后来鸭脂肪的这一功能逐渐消失。可以效仿

玉米生产乙醇发展深加工,将水禽脂肪提炼成工业

用油,以增加对水禽类产品的需求量,从而提高水禽

的经济效益。这也可能成为水禽产业深加工发展的

一个方向。
另外,可以将中国传统风味酱、卤、烧、烤等水禽

肉制品的生产工艺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实现中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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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的工业化生产;发展可微波加热的冷冻、真空冷

冻干燥肉制品;改变传统水禽仅供餐桌消费的做法,
开发便于携带的超市产品、旅游产品、休闲产品等。

4.综合防治疫病,确保食品安全

禽病一直是制约我国家禽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专家测算,禽群规模每增加1倍,疫病发生率就升

高6倍。随着湖北省水禽养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禽病防控在产业建设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推进

水禽业产业化过程中应全面推广程序化、制度化的

防疫规范,按照免疫程序实施统一、强制免疫,确保

小鹅瘟、副粘病毒、禽霍乱等鹅重点疫病的免疫接

种[8]。逐步控制从外地嘌蛋的数量,同时,应借鉴荷

兰和日本等国家的经验,结合湖北省实际,采取干清

粪工艺,减少废水量,加强水禽的专业化小区和专业

化牧场的环境治理,对粪便、有害废弃物进行科学的

收集、存贮、处理和利用,坚持走水禽养殖生态化之

路,在保护水资源、优化水环境、净化场区周边环境

的同时,提高资源的再生利用率。
禽产品质量是禽产品的生命线,相对来说,也是

养殖经营者的生命线。水禽企业应按照国家规定的

相关标准,建立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监测控

制体系,管好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各个流程,着

重加强投入品的使用与管理,确保从“基地到餐桌”
的全程监控,确保产品质量提高和产业的健康发

展[9]。
(魏丹、王薇薇在本文资料搜集和处理过程中做

了大量工作,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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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FowlIndustyinHubeiProvince:StatusQuoandCountermeasures

WANGYa-peng
(CollegeofEconomics&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ispaperstudiedthestatusquoofwaterfowlindustryinHubeiprovincefromthefol-
lowingthreeaspects:briefintroductiontowaterfowlcultivationinHubeiprovince,technologicalcondi-
tionsofdeepprocessingofwaterfowlindustryanddevelopmentalconditionsofleadingenterprisesin
waterfowlindustry.TheresultsshowedthatthemainproblemsofwaterfowlindustryinHubeiprov-
inceincludeimperfectwaterfowlbreedingsystem,undevelopedfeedingmethodsanddeepprocessingof
waterfowl,difficultepidemicprevention,worryingwaterqualityandinsufficientbasicdatainthecont-
ructionofwaterfowlindustrysystem.Therefore,thispaperputforwardsomecorrespondingsugges-
tions,suchasimplementingindustrializationtopushforwardthetransformationofwaterfowlcultiva-
tionmethods,establishingandperfectingwaterfowlbreedingsystemtoworkouttheproblemofspecies
ofseedlingsforwaterfowl,strengtheningdeepprocessingofmeatandeggproductstofindoutthenew
economicgrowthpointandcomprehensivelypreventingepidemicdiseasesoastoensurethefoodsafe-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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