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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蛋黄比例研究综述 

刘  璐, 郑江霞, 徐桂云* 

(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畜禽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 农业部动物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93) 

摘  要: 蛋黄是鸡蛋的精华部分, 蛋黄比例是衡量鸡蛋营养价值的一项重要指标, 市场中不同消费群对鸡蛋中

蛋黄的含量需求有所不同。掌握蛋黄比例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产品质量和市场销售有重要的作用。本

文从蛋黄比例的相关概念、研究意义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 对蛋黄比例近几年相关研究结果进行了综述, 并提

出对蛋黄比例研究和育种的思考, 为今后相关的研究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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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researches on yolk percentage in chicken egg 

LIU Lu, ZHENG Jiang-Xia, XU Gui-Yun* 

(MOA Key Laboratory of Animal Genetics and Breeding, 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Animal Breeding,  
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 & Techn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Yolk is the essence of an egg, and yolk percentage is a key index to determine nutritional value of 

an egg. Different consumption groups demand for various amounts of yolk in an egg. Understanding the 

variation of yolk percentage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can be important to the products quality and market sales.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the definition, r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yolk percentage, and 

present some research results and current research progress on yolk percentage. Moreover, some thinking on the 

research and breeding of yolk percentage is put forward, which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research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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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作为廉价且营养丰富的动物性食品, 在人民饮

食中占据重要地位。而鸡蛋中营养含量最高的部分当属蛋

黄, 它是鸡蛋中的精华部分。蛋黄不仅在鸡胚发育过程中

提供主要营养需要, 其中的生物活性物质还被人们广泛用

于医药、化妆品、纺织等非食用方面[1]。蛋黄比例是衡量

鸡蛋营养的一项重要指标, 而市场上不同消费者对鸡蛋中

蛋黄含量的需求并不一致。因此面对不同的消费群体, 掌

握蛋黄比例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产品质量和市场

销售有着重要的作用, 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1  蛋黄比例的概念 

蛋黄比例(yolk percentage/proportion), 表示为(蛋黄重

/全蛋重)×100%, 即蛋黄占整个蛋重的百分比。调整的蛋

黄比例(adjusted percent yolk)可表示为[蛋黄重/(蛋重-干蛋

壳重)]×100%[2]。蛋黄比例有时也可用蛋黄蛋白比例表  

示[1], 即鸡蛋中蛋黄与蛋清的比例。鸡蛋的蛋黄比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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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33%左右[3, 4], 蛋黄蛋白比例或蛋黄比例影响了整

个鸡蛋的固形物含量的大小[5]。 

2  研究蛋黄比例的意义 

市场中不同消费群对鸡蛋中蛋黄的含量需求有所不

同。然而, 近年来由于高血脂、冠心病发病率逐年上升, 以

及人们对于鸡蛋蛋黄中脂质的误解, 蛋黄比例较低的鸡蛋

反而愈发受到青睐。因此, 蛋黄比例的高低在一定意义上

影响着人们的消费习惯, 而消费倾向同时也主导着蛋黄比

例变化的趋势。 

2.1  提高蛋黄比例的意义 

2.1.1  蛋黄比例影响鸡蛋营养水平 

蛋黄比例是衡量鸡蛋营养的一项重要指标, 蛋黄比

例越大, 则鸡蛋的营养水平就越高[6]。与含有 88%的水分

的蛋清相比, 鸡蛋中的保健成分几乎全部存在于蛋黄中。

蛋黄包含了几乎所有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以及胆碱、甜菜

碱、类胡萝卜素、ω-3 脂肪酸等多不饱和脂肪酸成分, 蛋

黄中的胆碱、卵磷脂、DHA等成分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发

育; 类胡萝卜素在人体内转变成维生素 A, 具有抗氧化作

用; 磷和钙等无机盐成分, 有利于人体的骨骼发育, 防止

骨质疏松和软骨病等。蛋黄的营养物质对于处在生长发育

中的婴幼儿和青少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提高

蛋黄比例相当于提高了鸡蛋的整体营养水平。 

2.1.2  提高蛋黄比例可增加鸡蛋加工行业的产值 

对于蛋制品加工业, 尤其是以蛋黄作为原料加工的

蛋制品如蛋黄酱、蛋黄粉、蛋黄液等来说, 蛋黄含量的高

低影响着其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除此之外, 蛋黄中含有多

种生物活性物质, 其中一些已被用于医药、化妆品、纺织

等非食品方面。如蛋黄中的卵磷脂具有良好的乳化性能, 

因而被用于制药业注射用的脂乳剂[1]; 蛋黄中最为丰富的

磷脂具有高包被性和稳定性, 因此蛋黄脂质体被多次用作

模型膜以及在实验中用作药物的载体[1, 7-9]; 蛋黄中的高磷

蛋白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 能够抑制亚油酸的氧化[1, 10]; 

脂蛋白则可代替血清促进各种类型哺乳动物细胞的增生[1]; 

蛋黄中的唾液酸可被商业用于唾液酸酶抑制剂的生产以达

到抗病毒效应[1]。另外, 蛋黄中的 IgY 作为抗体能够抵抗

多种抗原, 在免疫反应分析、免疫亲和层析以及疾病预防

中代替昂贵的哺乳动物 IgG抗体[11]。鸡蛋蛋黄中生物活性

物质的开发和应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而提高蛋黄比例

符合鸡蛋加工业的需求, 不仅有助于增加鸡蛋的营养, 满

足社会上食品业的需求, 并且能够为非食品业的生产提供

更加优质的原料物质。 

2.1.3  高蛋黄比例可作为蛋鸡选育的主要指标 

罗曼公司的遗传学家 Anke Foster 从育种家的角度讨

论“食用蛋和蛋品的质量标准”(Egg quality criteria for table 

eggs and egg products)时, 列举了这方面的主要选育标准, 

包括最大产蛋量、可售蛋的重量、优良的饲料效率、高蛋

壳强度、可接受的鸡蛋内部质量(蛋白高度)、均一和典型

的蛋壳颜色、有竞争力的孵化率以及高蛋黄比例[11]。 

有研究表明, 蛋黄比例与鸡蛋中干物质含量的估计

遗传相关约为 0.91, 成强正相关关系 , 因此可将蛋黄比  

例作为蛋鸡育种指标, 通过提高蛋黄比例进而提高鸡蛋品

质[12]。 

可以看出, 提高鸡蛋中蛋黄的含量, 作为育种的指标, 

不仅有助于增加鸡蛋的营养, 满足社会上食品业的需求, 

并且能够作为商业蛋鸡品种的标志性特点。 

2.2  降低蛋黄比例的意义 

2.2.1  降低蛋黄比例能够降低鸡蛋中胆固醇的含量 

鸡蛋是人体摄入胆固醇的一个主要来源(动物的肝脏

和心脏中也含有大量的胆固醇)[13], 建议的胆固醇每天摄

入量不宜超过 300 mg[14, 15], 而每个鸡蛋中所含胆固醇有

250 mg[15, 16]。鸡蛋的高胆固醇含量往往会引起中老年消费

者的担忧。在美国, 消费者曾因担心胆固醇影响健康而减

少了蛋的食用量, 从而对鸡蛋的销售市场造成了较大的影

响。有文献证明, 鸡蛋中蛋黄比例最大时, 则胆固醇含量最

高[15, 17], 在保持蛋重的情况下, 减少相对蛋黄比例同时增

加蛋白能够降低鸡蛋中总胆固醇含量[18]。因此, 为适应部

分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要求, 降低胆固醇最直接的途径就是

降低蛋黄比例。 

2.2.2  降低蛋黄比例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 

选育蛋白品质好, 且蛋黄少而蛋重不变的鸡种具有

一定的实践意义。有研究表明鸡蛋组成是影响“剩余饲料消

耗”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为沉积单位重量的蛋黄比沉积单

位重量的蛋白多消耗 3~4倍的能量[19, 20], 因此在生产单位

重量蛋黄时所需的饲料比生产蛋白要高得多。因此, 若能

在蛋重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减少蛋黄含量, 则会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饲料报酬, 提高经济效益。 

3  蛋黄比例的遗传参数 

3.1  遗传力 

研究表明 , 蛋黄比例的遗传力为中等 , 数值大约在

0.2~0.4之间。Jaffe通过对商品代白来航鸡研究, 得出蛋黄

比例遗传力约为 0.20[21]。Mennicken 研究得出蛋黄比例的

遗传力约为 0.50[22]。Hartmann利用白来航系蛋鸡对蛋黄比

例的大小进行了一代的双向选择, 同时对蛋黄比例的遗传

力进行了估计, 得出遗传力约为 0.38, 他提出蛋黄比例的

加性效应能够使其获得较大的遗传进展, 通过早期选择能

够持续提高产蛋期的蛋黄产量[23]。Hartmann再次利用白来

航系蛋鸡研究了母体对雏鸡重的遗传效应和鸡蛋组成的直

接遗传效应的相关关系, 对蛋黄比例的遗传力测算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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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约为 0.33, 证明了母鸡的遗传效应影响着鸡蛋蛋黄比例

的大小[24]。Icken 分别对白来航蛋鸡高低蛋黄比例组进行

选择, 估计出蛋黄比例的遗传力大小约为 0.44, 并提出可

通过蛋黄比例间接选择鸡蛋干物质含量[12]。 

蛋黄比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直接选择的育种手

段进行提高[1]。 

3.2  蛋黄比例与其他性状的遗传相关 

3.2.1  蛋黄比例与蛋黄重 

白来航的研究中, 蛋黄比例与蛋黄重的遗传相关约

为 0.52[23]。乌骨鸡研究中, 蛋黄比例与蛋黄重的表型相关

约为 0.837, 属强正相关[25]; 说明蛋黄越重其占全蛋重量

的比例也越大, 这也与蛋黄比例的表达式一致。 

3.2.2   蛋黄比例与蛋重 

在日龄等相同条件下, 蛋黄比例与蛋重呈负相关关

系。Rodda 对加拿大农业动物研究所的家禽群体的蛋黄比

例与蛋重的遗传相关估计结果在0.28 到0.1 之间 [26]; 

Tawfik的估计结果为0.43[27]; Mennicken的估计结果约为

0.30[22]; Hartmann 在白来航的研究中, 对蛋黄比例与蛋

重的遗传相关估计结果约为0.51[23]。Icken 同样对白来航

蛋鸡估计蛋黄比例与蛋重的遗传相关约为0.76[12]。龚道清

对 42周龄肉鸡所产蛋物理组成分析, 研究表明蛋的大小主

要取决于蛋白重, 蛋愈大, 蛋白愈多, 蛋白比例愈大, 相

应蛋黄比例愈小[19]。关于丝羽乌骨鸡 300日龄鸡蛋品质研

究得出, 蛋重是影响蛋各部分组成的因素, 随着蛋重的增

加, 蛋白比例增大, 而蛋黄比例、蛋壳比例降低[28]。蛋黄

蛋白比例是确定整个鸡蛋固形物含量的重要指标, 显著地

受到鸡蛋大小的影响, 随着蛋重的增加蛋白增加, 而蛋黄

逐渐下降[5]。由此可以看出, 蛋黄比例和蛋重之间具有负

遗传相关, 一般而言, 蛋重越大, 蛋黄比例越小。而在对蛋

黄比例进行选择时, 会间接影响蛋重的大小, 从而影响孵

出小鸡的体重及成年后母鸡体重[29]。蛋黄比例随蛋重增加

而减少其主要原因由于蛋过大或过小是蛋白分泌的结果, 

同一周期连续所产蛋中, 蛋黄大小接近常数, 而蛋白的分泌

差异较大, 致使蛋重增加时, 蛋黄蛋白比例下降[30]。有研究

表明 , 过小或过大的鸡蛋其蛋白比例均高 , 蛋黄比例均  

低[31], 这主要由于产蛋初期或产蛋后期蛋重的影响大于产

蛋中期蛋重的影响[5]。 

3.2.3  蛋黄比例与产蛋等性状的关系 

一般来讲, 产蛋性状与蛋黄比例存在着一定的负遗

传相关关系。蛋黄比例和总产蛋重的遗传相关为0.3 

(Tawfik, Mennicken), 产蛋数与蛋黄比例的遗传相关约为

0.06 (Mennicken)[1,22,27]。Mennicken估计了蛋黄比例与母

鸡体重的遗传相关约为 0.21, 和采食量的遗传相关约为

0.16[1, 22]。Hartmann 估计了蛋黄比例与采食量的遗传相关

约为 0.64, 与料蛋比的遗传相关则为0.25; 而与母鸡初产

周龄的遗传相关为0.34, 与母鸡 20周、40周、60周体重

的遗传相关分别为 0.1、0.58和 0.52。这说明产较大蛋黄比

例的母鸡性成熟比产较小蛋黄比例的母鸡早。这样的鸡体

重较大, 采食量较多, 但是有较低的料蛋比[29]。 

蛋黄比例与蛋比重存在着负相关关系。黄炎坤估计了

这两性状在褐壳蛋和白壳蛋的相关系数, 褐壳蛋为0.035, 

白壳蛋为0.255, 呈弱负相关, 且关系不显著, 说明随着蛋

黄比例增加, 蛋的比重有减小趋势, 但不明显[32]。房兴堂在

对乌骨鸡种蛋的研究中同样估计了蛋黄比例与蛋比重的关

系, 相关系数约为0.538, 呈中等强度负相关, 且关系显 

著[25]。以上说明这种相关关系与鸡蛋品种是有一定关系的。 

4  影响蛋黄比例的因素 

4.1  鸡本身因素 

4.1.1  不同品种鸡的蛋黄比例不同 

不同品种的鸡其蛋黄比例存在遗传差异, 品种变异

度较大。海兰蛋鸡 32~40 周龄蛋黄蛋白比例(0.378~0.396)

低于 AA肉鸡 35~71周龄蛋黄蛋白比例(0.435~0.52)[17]。对

蛋鸡 4 个商业品种的蛋品质进行研究时得出, 蛋黄比例在

各品种中差异显著, 其中东乡绿壳鸡蛋(29.47%)＞粉壳鸡

蛋(26.03%)＞白壳鸡蛋(26.44%)＞褐壳鸡蛋(24.65%), 说明

同等重量的鸡蛋, 绿壳鸡蛋营养物质高于粉壳、白壳与褐

壳鸡蛋, 成为衡量鸡蛋食用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33]。在比

较研究了 32~36 周龄不同品种鸡蛋品质后发现, 淮南鸡、

闽中麻鸡的蛋黄比例显著高于罗曼褐鸡[34]。还有研究发现, 

40 周龄的尼克粉鸡和青壳蛋鸡与芳草鸡和苏禽黄鸡的蛋

黄比例存在极显著差异, 其中苏禽黄鸡蛋的蛋黄比例最大, 

尼克粉鸡蛋的蛋黄比率最小[35]。比较不同品种、不同周龄

鸡蛋营养成分研究发现, 初产蛋和 42周龄蛋中, 北京油鸡

的蛋黄比例最高, 白来航次之, 海兰褐最小[36]。在不同蛋

鸡品种对 30周龄蛋品质影响的分析中发现, 新杨绿壳蛋鸡

和淮南麻黄鸡蛋黄比例均高于海兰褐和海兰灰, 且差异极

显著[37]。藏鸡种蛋的蛋黄比例(34.44%)极显著高于科宝 500

肉鸡种蛋的蛋黄比例(29.29%), 表明藏鸡种蛋能够提供更

高的营养成分[38]。对贵妃鸡与文昌鸡鲜蛋品质研究得出, 

相同饲养条件和日龄的贵妃鸡蛋黄蛋白比例显著高于文昌

鸡, 两品种的遗传因素对其有显著影响[39]。非培育品种或

未经选择的鸡所产鸡蛋蛋黄占全蛋的比例较大[40, 41], 出现

这种差异主要原因在于选择反应的积累和杂种优势的作 

用[41]。一般来说, 地方品种鸡蛋的蛋黄比例高于高产商业

蛋鸡品系, 这主要是由于遗传的差异性引起的。 

杂种优势可以提高蛋黄比例。利用白来航六个近交系

进行了二元杂交和三元杂交实验的结果表明, 两种杂交方

式均使蛋黄比例显著提高, 而三元杂交和二元杂交之间没

有明显区别[42]。利用白来航的两个品系和洛岛红鸡的两个

品系进行 4×4 双列杂交, 其两两杂交后蛋黄比例的杂种优

势率达到了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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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日龄影响蛋黄比例 

一般情况下, 蛋黄比例随周龄的增加而增大。对鸡蛋

组成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得出鸡蛋调整的蛋黄比例在 29~62

周龄中由 27.64%提高至 31.44%, 并提出蛋黄产量大小对

于食用蛋生产加工厂商更加重要[2]。在强制换羽之前, 相

同蛋重条件下, 较大周龄母鸡所产鸡蛋含有相对更多蛋黄, 

更少蛋清和蛋壳[41]。在周龄对海兰蛋鸡(32~58 周)和 AA

肉鸡(35~71 周)鸡蛋蛋黄蛋白比例的影响研究中得出, 两

种鸡蛋蛋黄蛋白比例均随着周龄的增加而变大[17]。在单冠

白来航的周龄对鸡蛋中固形物含量的研究中得出, 蛋黄蛋

白比例在 28周龄时最低, 而在 55和 78周龄时最高, 在 97

周龄时又有所下降。蛋重对蛋黄蛋白比例的影响 28 和 97

周龄时大于 55 和 78 周龄[5], 说明蛋重过大过小时对蛋黄

蛋白比例的影响更大。在对鸡蛋蛋黄大小进行双向选择时

发现两种选择方向的蛋黄比例都随年龄增加而增大[23]。研

究白来航、海兰褐以及北京油鸡的不同周龄鸡蛋营养成分

得出, 北京油鸡初产蛋的蛋黄比例极显著低于 42 周龄蛋, 

与 70周龄差异不显著; 白来航、海兰褐初产蛋的蛋黄比例

极显著低于产蛋中期和末期。这种差异主要由于不同时  

期鸡蛋蛋重差别造成的, 初产蛋蛋重较产蛋中期和末期  

小[36]。对东乡绿壳蛋鸡不同饲养方式和不同周龄的鸡蛋品

质进行研究中得出, 无论是散养还是笼养, 蛋黄比例始终

随周龄增加而逐渐增大[44]。蛋黄比例随母鸡周龄增加而增

大主要因产蛋后期蛋重增加[36], 并且鸡蛋蛋黄量增大而蛋

白量相对减少而导致的[17]。蛋鸡初产的蛋黄较小, 而随着

周龄增长, 蛋鸡脂质的沉积能力逐渐增强, 使蛋黄增加; 

当进入产蛋后期, 随着周龄增加, 产蛋率逐渐下降, 卵黄

的形成也发生了一定变化[30], 推测产蛋率下降导致了卵黄

过量沉积, 使蛋黄比例增大。 

4.2  饲料因素 

4.2.1  饲料蛋白水平 

增加饲料的蛋白水平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蛋黄比例。

关于日粮粗蛋白水平对淮南麻黄鸡种鸡产蛋性能影响的研

究中发现, 17.0% CP 组的蛋黄比例显著高于 15.0% CP   

组[45]。Akbar 的研究得出, 大蛋重组(56.8~63.7 g)的蛋黄比

例在高蛋白日粮组 (19%)比正常蛋白日粮组(15%)提高了

0.49%, 且差异显著; 但是对于中等蛋重组(49.7~56.7 g)和

极大蛋重组(63.7 g以上)则没有影响[41]。在日粮中添加 1%、

2%、3%的蚂蚁粉均能少量提高蛋黄比例, 但未达到显著水

平[46]。日粮中过量的蛋白可能会使蛋重增加并且使鸡产生

更多的能量[47], 但是多余的饲料蛋白不会对鸡蛋的组成性

状产生影响[48]。因为饲料中蛋白水平使蛋重较蛋黄重增加

得更为明显, 因此蛋黄比例提高不明显。 

4.2.2  饲料矿物质水平 

饲料中不同矿物质的添加水平对蛋黄比例的影响不

同。含有亚麻籽的饲料中添加过量 Ca 使 DeKalb Delta 品

种鸡所产鸡蛋蛋白比例增加, 蛋黄比例降低; 而使海兰蛋

鸡蛋蛋白比例降低, 蛋黄比例增加[18]。高铁和高硒的日粮

使罗曼蛋鸡蛋蛋黄比例有所下降, 而蛋重基本相同。其原

因可能由于高铁高硒影响了蛋黄在卵泡内的沉积, 使蛋白

品质提高[49]。 

4.2.3  饲料中亚麻籽等不饱和脂肪酸的添加水平 

亚麻籽中含有多不饱和脂肪酸, 有研究表明, 饲料中

添加亚麻籽或其他多不饱和脂肪酸能够提高鸡蛋蛋白比例, 

降低蛋黄比例, 但不会降低蛋重[18, 50-52]。另外, 当蛋鸡日

粮中的脂质来源分别为棕榈油、大豆油、亚麻籽油时, 由

于棕榈油中含有较低含量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而亚麻籽油

中含有大量的 ω-3 脂肪酸, 因此棕榈油组的蛋黄比例显著

高于亚麻籽油组[53]。其原因可能为 ω-3脂肪酸使生成肝脏

脂肪的必需物质雌二醇降低, 从而导致蛋黄形成受阻[18]。

也有研究提出, ω-3 脂肪酸使三酰甘油降低[54], 使卵黄沉

积所需亲脂性物质降低, 从而限制了卵黄的形成[52]。 

4.2.4  其他添加物 
在苏禽青壳蛋鸡饲料中添加 7%的桑叶粉时, 其蛋黄

比例与其他添加量相比最高, 蛋白比例最低, 蛋白嫩度最

佳[55]。对矮小型蛋鸡添加 2.5%~10%桑饲料的研究中, 各

组蛋黄比例与对照组相比略有下降, 但差异不显著[56]。 

对罗曼褐商品蛋鸡饲料中添加 1%陈皮, 发现与对照

组相比, 蛋黄比例降低了 9%,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陈皮中的

陈皮苷影响了机体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同时对脂肪和胆固醇

的吸收进行了干扰[57]。 

在日粮中添加少量花椒粉(0.1%~0.3%)可提高蛋白比

例, 降低蛋黄比例。其原因可能由于花椒粉提高了蛋鸡蛋

白质与氨基酸的利用率, 增加了机体蛋白质的合成代谢, 

从而使鸡蛋蛋白比例提高[58]。 

矮小型蛋鸡日粮中胱氨酸低于或高于正常需要水平

时, 蛋黄比例均会显著降低, 这可能与鸡蛋脂质合成与代

谢有关[59]。 

在日粮中添加蛋氨酸微量元素螯合物的研究中发现, 

20%的替代组可显著提高蛋黄比例, 主要由于蛋氨酸微量

元素螯合物在动物体内易于吸收, 提高了饲料利用率, 使

蛋鸡对铁、铜、锌的储备和利用有效提高[60]。 

日粮中添加复合微生物制剂能够提高蛋黄比例, 促

进脂肪等物质向蛋黄中积累[61]。在日粮中添加不同含量

(5~25 mg/kg)的芽孢杆菌制剂, 发现其蛋黄比例均有不同

程度的提高, 说明了芽孢杆菌制剂能够提高蛋鸡对脂类物

质的利用率, 增加了脂类物质在蛋中的含量[62]。 

日粮中添加 1%的杜仲素饲料后, 芦花鸡所产蛋的蛋

黄比例有所增加, 表明杜仲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鸡蛋

营养, 提高鸡蛋品质[63]。 

饲料使蛋黄比例下降的原因多在于促进了机体对蛋

白质的吸收和利用, 从而提高了蛋白比例; 或阻碍了卵黄



2564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5卷 
 
 
 
 
 

 

或卵黄中物质的形成, 影响了蛋黄重量。饲料使蛋黄比例

提高的原因多在于促进了机体对于蛋黄中特有物质如脂质

或矿物质等的利用率, 从而使蛋黄沉积提高。尽管不同种

类饲料对蛋黄比例的影响各有不同, 但与品种及周龄因素

相比, 饲料对于蛋黄比例的改变和影响较小。 

4.3  相关基因及分子标记 

张龙超发现, 影响卵黄沉积的关键基因 CTSD基因

外显子 3 同义突变位点 CTSD-exon3-T240C 显著影响蛋

黄重和蛋重, 说明 CTSD 基因可能是影响蛋黄重和蛋重

的主效基因之一, 为对蛋品质性状进行标记辅助选择打

下基础[64]。 
在矮小鸡群体中发现了低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家族

中 SORL1 基因的 SNP(A5466G)与蛋黄比例有一定关系, 

该 SNP的 GG基因型蛋黄比例显著高于 AA型, 但矮小鸡

膨大部 SORL1基因的表达量在该 SNP的 3个基因型之间

无显著差异。说明该 SNP 不直接影响 SORL1 基因的表达

量 , 推测 SNP(A5466G)可能位于造成显著相关“真正的

SNP”附近或与之高度连锁, 间接影响蛋品质性状。因此, 

SORL1 基因可作为调控蛋品质性状的候选基因进行进一

步研究[65]。 

在对丝羽乌骨鸡微卫星位点多态性与蛋品质性状相

关分析的研究中发现, 微卫星标记 MCW0289E 中, HH 基

因型的蛋黄比例均值低于其他基因型 , 而微卫星标记

MCW0258 中 JO 基因型的蛋黄比例均值高于其他基因型, 

且差异显著。因此这两种基因型有望作为蛋黄比例高低的

早期辅助选择标记[66]。 

4.4  其他因素 

4.4.1  饲养方式 

多数研究表明, 笼养鸡所产蛋蛋黄比例高于散养鸡。

对伊沙褐蛋鸡进行传统笼养和厚垫草养殖的研究发现 , 

笼养的蛋黄比例最高[67]。对 30周龄四种蛋鸡(海兰褐、

海兰灰、新杨绿壳蛋鸡、淮南麻黄鸡)分别进行笼养和散

养实验, 结果也发现四个品种笼养蛋黄比例均高于散养, 

且新杨绿壳蛋鸡差异极显著[37]。周华侨在比较二郎山山

地鸡散养和笼养方式下的蛋品质差异得出, 散养条件下

的蛋黄比例极显著高于笼养条件[68]。Mohammed的研究

发现洛岛红鸡在半舍饲条件下, 其蛋黄比例与室内饲养

相比有所下降 [69]。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由于散

养鸡相对于笼养鸡运动量较大 , 机体能量消耗较多 [44], 

使蛋黄沉积减少所致。 

4.4.2  光  照 

减少日照时间可以降低蛋重, 从而提高蛋黄比例, 但

日照长短对蛋黄重的大小是没有影响的[1, 70]。若将日照时间

缩短至产蛋初期水平对蛋黄比例的影响不显著[1, 71]。也有文

章提到, 初春时的蛋黄较多, 而晚春时则有所下降[72]。 

4.4.3  储存时间 

对于一定时间内常温储存的鸡蛋, 蛋黄比例随放置

时间增加而增大[73]。海兰褐鸡蛋存放天数 0~60 d中, 蛋黄

比例由 25.8%增至 30.0%[74]。对罗曼鸡蛋的研究得出鸡蛋

在 29 ℃条件下储存 0~10 d过程中, 蛋黄比例随储存天数

增加而变大[75]。其原因可解释为, 随着存放时间的增加, 

虽然蛋黄与蛋清中的水分不断蒸发, 但是蛋黄中水分较少, 

蒸发后变化大, 为保持平衡, 蛋清中的水分更多渗入蛋黄, 

蛋清变薄, 使蛋黄更接近蛋壳, 蛋黄比例增大[73]。 

5  总结与思考 

蛋黄作为鸡蛋中的精华部分, 无论是丰富的营养物

质还是用于加工产业开发的生物活性物质, 对人类都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市场上蛋黄的需求量因消费群的不同而具

有很大的差异。因此, 对于不同蛋黄比例鸡蛋的选择则显

得尤为重要。蛋黄比例则代表着蛋黄在整个鸡蛋中所占据

的重要作用。影响蛋黄比例最重要的因素仍然是遗传因素, 

其次是周龄大小的影响, 然而为达到更理想的选择效果, 

尽管饲料等因素对于蛋黄比例的影响较小, 但对于蛋黄的

改善应同时结合育种、管理和饲料共同进行。另外, 在对

蛋黄进行选择时 , 还应考虑其他蛋品质性状或生产性状

的改变程度, 不应一味地提高或降低蛋黄比例, 而忽略了

对其他性状的影响。应做到统筹兼顾, 最终才能达到最大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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