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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种畜禽饲养情况

河北冀禽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20 年，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主要承接河北金凯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太行鸡保种

任务，从事太行鸡保种、选育、推广、销售以及产品加工及

销售等工作，为河北省畜禽遗传资源（太行鸡）保种场。公

司总占地面积 260 亩，可饲养太行鸡 6 万只，目前太行鸡存

栏 2 万只，其中保种核心群 2000 只，选育群 8000 只，扩繁

群 10000 只，年太行鸡供种能力达到 240 万只。

2.现有设施、设备

基础设施：公司拥有太行鸡饲养 19 栋，总建筑面积 1.6

万多平方米，其中单笼保种鸡舍 3 栋，标准化选育鸡舍 1 栋，

扩繁鸡舍 6 栋，太行鸡良种繁育鸡舍 3 栋，育雏舍 6 栋，放

养区生态鸡舍 50 栋。另有孵化室 1 座，容量 2.2 万蛋的孵

化、出雏器 4 台，年可提供雏鸡 50 多万只。研发中心及河

北省农业创新驿站平台 1 个，建筑面积 2000 多平方米。

养殖设备：笼养鸡舍采用自动清粪，自动喂料，自动饮

水，湿帘降温，纵向通风，自动集蛋系统及自动光照控制系

统；生态鸡舍即太行鸡放养区以“养别墅鸡，产健康蛋”为

理念，太行鸡的生产提供了优异的环境环境。该基地采用公

司自主创建的“别墅式”鸡舍进行饲养，让太行鸡回归自然

传统养殖，可使太行鸡保证野性，防止基因丢失，做到原始



群体保护。该基地别墅式养殖基地并通过了中国和欧盟有机

食品双认证、中国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等一系列认证。

化验室设备：现有高速离心机2台、电子分析天平3 台、

可见分光光度计3台、电热恒温培养箱2台、超净工作台1 套、

微显水浴恒温振荡器2台、可调高速匀浆器2台、红外水份 测

定仪1套、箱式电阻炉1台、紫外检测仪1台、荧光显微镜2 台、

测氮仪2套、风速仪2套、照度计2台、气雾消毒设备3套。可

保证太行鸡性能测定、鸡舍环境、蛋肉品质、营养指标等的

分析测定。

3.技术条件

公司现有职工20人，其中高、中级技术以上职称12人，

大专以上学历15人，占员工总数的75%。公司坚持产学研发

展，依托冀中南（邢台）综合试验推广站，引进京津冀专家，

对接河北省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和京津冀专家，大力

培训提升太行鸡养殖技术人才，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北

农业大学、河北省畜牧兽医研究所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建

立了合作关系，取得了多项科技成果。

4.管理方式

现有鸡群采用多方式饲养管理，有密闭笼养、开放式笼

养、网床饲养、生态放养。

5.技术团队

按照《河北省种业振兴行动实施方案》和《河北省“十

四五”现代种业发展规划》的要求，公司组建一支以河北农

业大学臧素敏教授领衔的高层次专家技术团队。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学历 专业 单位 分工

1 臧素敏 女 教授 硕士 太行鸡育种 河北农业大学 首席专家

2 刘华格 女 研究员 本科 畜牧兽医
河北省畜牧兽

医研究所
良种繁育

3 褚素乔 女 研究员 本科 畜牧兽医
石家庄畜牧技

术推广站

种质资源

保护

4 安胜英 女 副教授 博士 营养与饲料 河北农业大学
动物营养

与饲料

5 王振芳 男
高级兽

医师
本科 畜牧兽医

沙河市农业农

村局
科技创新

6 李春红 女
高级兽

医师
本科 畜牧兽医

沙河市农业农

村局

动物疫病

防治

7 侯伟革 男 研究员 硕士
动物营养与

饲料科学
沙河市畜牧站

动物营养

与饲料

8 徐尚彬 男
高级兽

医师
本科 畜牧兽医

沙河市农业农

村局
疫病防治

9 王鹏超 男 兽医师 本科 动物医学
沙河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

生产管理

10 杨永涛 男 兽医师 本科 畜牧兽医 河北冀禽牧业 生产管理

11 刘超 男 兽医师 本科 畜牧兽医 河北冀禽牧业 选育



6.种质资源保护工作成效

我市目前遗传资源有太行鸡1个品种，主要采取的是活

体原产地保种。1985年收录《河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于

2003年开始保护，2009年列入《河北省家畜家禽品种志》，

命名为“太行鸡”，2015年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鉴

定，正式命名为太行鸡，列入国家太行鸡畜禽资源名录。2016

年10获得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证书。2019年被河北省农业农

村厅批准创建了“河北省太行鸡创新驿站”，2021年省科技

厅批准建立“太行鸡产业四个一基地”，并承担了河北省科

技厅十四五种业创新团队任务。依托太行鸡保种场河北冀禽

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立原地保种和异地保种群，笼养

保种和散养保种群。常年保有含有100个家系，建立起一个

由至少3000只种鸡组成的隐性白羽太行粉壳蛋鸡新群体1个。

可饲养太行鸡6万只，目前太行鸡存栏2万只，其中保种核心

群2000只，选育群8000只，扩繁群10000只，年太行鸡供种

能力达到240万只。

7.项目储备必要性

畜禽遗传资源是畜牧业发展的基因库，是国家重要的战

略资源。目前太行鸡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取得一定成效，但品

种主要采取的是活体原产地保种，保种投入较大，而且受疫

病和外界环境的影响较大，存在较大的风险，仍存在保种水

平较低、种质资源开发不足、技术和人才匮乏等问题。在我

国畜禽品种逐步单一化、部分品种被国外严重“卡脖子”的

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对现有地方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对端



牢中国饭碗、实现种业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二）地方畜禽遗传资源场保护方案。

1.现有保种群情况

自2015年太行鸡品种鉴定以来，公司每年留有60-100个

家系、数量在1000只左右的保种群，采用三层阶梯式单笼饲

养，但是由于存在人为选择因素，个别特性有丢失现象，急

需组建原始太行鸡种群，进行提纯复壮。

2.保种规模

采用笼养和散养方式保种，每个保种群约100个家系，

保种效果的测定采用常规性能测定法，保种规模在2000只以

上。

3.保种方案

笼养保种群采用家系等量随机选配法保种，即按各家系

每世代选留的公母畜/禽数量相等，各家系内选留的公畜/禽

与母畜/禽数不等、但性别比例相同的方法留种，繁殖方式

采用随机交配。散养保种群采用群体随机交配方式。

技术路线：

成年鸡保种核心群（100 个家系，每个家系内 1 公：10 母）



人工授精，标记种蛋，系谱孵化



出雏选留（选留健雏，佩戴翅号）





第一次选留（6 周龄）各家系随机留 10 只公鸡，100 只母鸡



第二次选留（20 周龄）各家系随机留 5 只公鸡，50 只母鸡



第三次选留（公 30 周、母 43 周），各家系随机留 2 只公鸡，

20 只母鸡



重建保种核心群（各家系随机留1只公鸡，10只母鸡，

组建100个家系，1100只鸡的保种群）

4.保种方法

①组建家系：根据河北太行鸡的体型外貌和生产性能，

选择符合要求的 100 只公鸡、1000 只母鸡，组成 100 个家系

的保种核心群。

②配种方式：为避免家系内全同胞、半同胞交配，用 n

号家系的公鸡与 n+m（m 为世代数）号家系的母鸡人工授精

配种。

③种蛋收集：母鸡 43 周龄时开始收集种蛋，标记种蛋

的家系。

④系谱孵化：落盘时将同一母鸡的胚蛋放入同一出雏网

袋中，准备出雏。

⑤选留方法：按照各家系等量留种法，分别在 0 日龄、

6 周龄、20 周龄和产蛋期（公鸡 30 周龄、母鸡 43 周龄）选

留符合品种特征的个体。世代间隔为 1.5 年。

⑥雏鸡选留：每个家系选留健雏，佩戴翅号，建立核心



群。

⑦育成期第一次选留：6 周龄时测量体重和体尺性状，

评定外貌，随机选留符合品种特征的个体，同时进行鸡群的

白痢、支原体和白血病等疫病的净化工作。各家系随机留 10

只公鸡和 100 只母鸡。

⑧育成期第二次选留：20 周龄转入产蛋鸡舍时，通过外

貌特征选择，各家系随机留 5 只公鸡和 50 只母鸡。

⑨繁殖期选留：公鸡 30 周龄时通过精液品质测定，每

个家系选留 2 只；母鸡 300 日龄时通过蛋品质测定，每个家

系随机选留 20 只。

⑩组建新家系：每个家系随机留 1 只公鸡和 10 只母鸡

共组建 100 个家系繁殖后代，72 周龄时淘汰。

5.品种特性测定

太行体重及体尺、产蛋性能、繁殖性能、生长性能、饲

料报酬和生活力等指标的测定，按照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

和度量统计方法（NY/T 823-2004）执行。

6.近两年的工作进展和部分测定数据

（1）太行鸡保种：太行鸡散养区为本交保种群，随机

留种群，随机选留，保持其遗传多样性，尽可能地不使任何

基因丢失。

（2）太行鸡选育及开发利用：与中国农业大学、河北

农业大学、蛋肉鸡体系、试验站等机构的合作，对太行鸡选

育群再次进行了3个世代的品系选育和生产性能测定，在对

原有太行鸡提纯复壮，根据外貌淘汰与太行鸡不相适宜的个



体，使群体外貌基本达到整齐一致，建立了麻羽、黑羽和白

羽三个不同特征的品系。同时严格记录培育基础群的系谱记

录以及个体产蛋性能记录，对高产基础群进行系统选育。品

种选育期间进行鸡群的白痢、支原体和白血病等疫病的净化

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两个世代的净化，现在正进行第3个

世代的净化，使太行鸡生产性能、受精率、出雏率、死淘率

等改善效果明显。通过选育在保证原太行鸡特有的蛋肉品质

的基础上，平均达到 180 枚/年，且产蛋性能更加整齐一致。

二、项目建设内容和绩效目标

（一）项目实施地点、范围、申请资金额度和实施计划。

1．实施地点

项目实施地点：河北省綦村镇黑硇村

2.实施范围

河北冀禽牧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太行鸡保种基地。

3.申请资金额度

申请资金20万元。

4.实施计划

2024年1月一2024年12月：购买相关仪器设备。



资金概算表

序号 品名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合计

（万元）

1 冲洗消毒机 套 1 0.5 0.5

2 恒温水浴锅 台 3 0.1 0.3

3 防疫杀菌消毒箱 台 1 0.6 0.6

4 一次性防护服 套 400 0.006 2.4

5 饲料 吨 54 0.3 16.2

合计 20

（三）绩效评价

1.实现鸡舍带鸡消毒，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人工投入；

2.提高对生产实验器材的维护和消毒能力可对全场

2000只核心种群的生产实验器材进行消毒杀菌；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切实抓好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农业农村局负责督促指

导项目承担单位抓好政策落实和项目实施工作。项目下达后，

项目承担单位应立即成立项目组，法人代表任项目组组长。

严格按照项目申报书要求，建立项目资金使用台账，做到有

章可循、有据可查，并自觉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创新工作机制



一是通过科技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克服企业的

弊端，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共同

发展太行鸡保种事业。二是按保种技术要求，规范技术措施。

建立档案，搞好品系培育，同时制定严格的饲养技术操作规

程，保证太行鸡的生产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三是

加强企业管理。确定技术管理人员和职工的考核目标，并通

过竞争择优上岗，实行定岗不定人的动态管理，按岗定职、

定责、定酬，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和每个职工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使保种场的经营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三）强化科技支撑。

依托冀中南（邢台）综合试验推广站，引进京津冀专家，

对接河北省蛋鸡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和京津冀专家，大力

培训提升蛋鸡养殖技术人才 。成立沙河市蛋鸡科技集成创

新示范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和专家组，负责技术方案制定，组

织开展技术研究、成果示范、技术培训和标准制定工作，指

导企业开展技术研究、试验示范和技术推广。开展现场观摩、

专家巡回指导，落实技术措施。

（三）严格资金管理。

完善项目管理等相关制度，申报单位不得弄虚作假，套

取专项资金，确保项目资金使用安全、规范、有效。项目承

担单位要规范项目财务管理，不得挤占、挪用专项资金，改

变资金使用用途，确保专账管理、专款专用，资金使用要符

合支出范围，会计核算资料要规范、齐全，不得白条入账，

不得以旧充新、弄虚作假，不得有大额现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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