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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蛋基本特性参数分析与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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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为了探讨与禽蛋大小头自动定向排列机理相关的基本特征参数分布和估算模型，测定了禽蛋的几何

尺寸、质心位置、体积和质量，研究了禽蛋几何尺寸与体积、质量的关系。结果表明，禽蛋的几何尺寸和质量都呈正

态分布；禽蛋质心位于禽蛋长径中点处，相对于长径与短径交点向小头侧偏移 ３～５ｍｍ，质心位置称重法优于支撑

法；用标准椭球体体积计算方法估算的 ３种禽蛋体积与实测体积相关性均在 ０９４以上；禽蛋质量与禽蛋估算体积

的相关性优于与长径、短径、蛋形指数、禽蛋长径处椭圆面积的三元和一元线性回归，３种禽蛋质量模型的相关系数

均在 ０９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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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禽蛋长径、短径、蛋形指数、质心、体积和质量等

基本特征参数是禽蛋大小头自动定向排列装置研究

的基础，也是禽蛋定向排列动力学分析的基础。目

前，在禽蛋自动分级领域，许多学者开展了基于图像

处理技术的禽蛋大小等级模型和质量模型的研

究
［１～１０］

；在蛋禽品种选育领域，主要研究禽蛋基本

特征参数与蛋禽品种的关系
［１１～１５］

。而与禽蛋大小

头自动定向排列相关的基本特征参数和用标准椭球



体体积估算禽蛋体积及质量的研究，未见相关文献

报道。

本文主要探讨禽蛋几何尺寸分布和质心的测定

方法，同时探讨禽蛋体积和质量与几何尺寸的关系，

建立禽蛋体积和质量的简便估算模型，为禽蛋大小

头自动定向排列机理的研究奠定基础。

１　材料与仪器设备

１１　试验原料
市售新鲜草鸡蛋２００枚、新鲜洋鸡蛋 ２００枚、新

鲜鸭蛋２００枚，购于江苏大学凯源旅游超市。试验
用禽蛋均洁净、无斑纹、无破损。

１２　试验仪器与设备
０～１５０ｍｍ 电 子 数 显 游 标 卡 尺 （分 辨 率

００１ｍｍ），上海量具刃具厂；ＪＡ２００３型千分位电子
分析天平（分辨率 ０００１ｇ），上海上平仪器公司；不
锈钢直尺（最小刻度１ｍｍ），市售。

２　试验方法

２１　禽蛋基本特征参数测定
用电子天平测定禽蛋的质量 ｍ，用电子数显游

标卡尺测定禽蛋的长径 Ｌ、短径（最大短径的简称）
Ｂ，在测定禽蛋长径时使短径端点与游标卡尺刻度
线所在的尺体相切，同时测定禽蛋短径距禽蛋锐端

端点距离 Ｆ。由禽蛋长径、短径计算蛋形指数 ｋ（蛋
形指数为禽蛋长径与禽蛋短径的比值）。

２２　禽蛋质心位置测定
２２１　支撑法

禽蛋静止在水平桌面时，其质心在过接触点的

垂线上，接触点即为禽蛋质心在水平面上的竖直投

影点，此时禽蛋处于二力平衡。假设禽蛋质量分布

相对于长径是轴对称的，则禽蛋质心位于禽蛋长径

上。因此，接触点的垂线与长径的交点即为禽蛋的

质心。

在水平桌面上铺设两层白纸，中间铺设复写纸

一张。将禽蛋放置于上层白纸上，测定禽蛋钝端端

点距水平桌面的距离 Ｈ１和禽蛋锐端端点距水平桌
面的距离 Ｈ２。轻压禽蛋，使其与上层白纸的接触点
位置通过复写纸在下层白纸上留下印记；同时标记

禽蛋锐端端点在白纸上的投影位置，测定禽蛋锐端

端点在白纸上的投影位置印记与禽蛋在白纸上的印

记点之间的距离 Ｍ；每枚禽蛋重复 ３次，取平均值。
各参数关系如图１所示。禽蛋质心距禽蛋锐端端点
距离、禽蛋自倾角、禽蛋质心相对于长径短径交点的

偏移量计算公式如下

Ｊ＝Ｍ／ｃｏｓθ （１）

θ＝ａｒｃｓｉｎ
Ｈ１－Ｈ２
Ｌ

（２）

Ｔ＝Ｆ－Ｊ （３）

式中　Ｊ———质心与禽蛋锐端端点距离，ｍｍ
θ———禽蛋自倾角，（°）
Ｔ———禽蛋质心相对于长径与短径交点的偏

移量，ｍｍ
Ｆ———禽蛋短径距禽蛋锐端端点距离，ｍｍ

图 １　禽蛋质心位置支撑法测定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ｔｅｓｔｏｆｅｇｇｓｗｉｔｈ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２２２　称重法

测量禽蛋质量 ｍ，然后在禽蛋的两头端点用万
能胶粘上大头针；禽蛋锐端大头针用支撑架固定，禽

蛋钝端大头针用支撑架固定在电子天平的托盘上，

并使禽蛋长径处于水平；测定装置如图 ２所示。通
过电子天平测定禽蛋钝端支撑点的质量 ｍ１。每枚
禽蛋重复３次，取平均值。质心与禽蛋锐端端点距
离计算公式为

Ｊ＝Ｌｍ１／ｍ （４）

图 ２　禽蛋质心位置称重法测定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ｔｅｓｔｏｆｅｇｇｓｗｉｔｈｗｅｉｇ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２３　禽蛋体积测定

根据排水法原理测定禽蛋的实际体积，在

５００ｍＬ量筒中注水至４００ｍＬ处，将一枚禽蛋慢慢放
入量筒，然后用 １００ｍＬ注射器抽水，使水位回到
４００ｍＬ处，再将注射器中的水放入 １００ｍＬ量筒中，
读取该量筒中水的体积，即为禽蛋体积。每枚禽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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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５次，取平均值，３种禽蛋各测１００枚。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禽蛋基本特征参数分析

禽蛋基本特征参数如表 １所示。由表可知，草
鸡蛋、洋鸡蛋、鸭蛋的基本特征参数比较离散，洋鸡

蛋的蛋形指数偏小，形状较圆。图 ３～５为禽蛋质
量、长径和短径的分布曲线。由图可知，３种禽蛋的
质量、长径、短径均基本服从正态分布。

３２　禽蛋质心位置分析

（１）支撑法
从表 ２可知，草鸡蛋、洋鸡蛋、鸭蛋的质心距锐

端端点距离与长径比值（Ｊ／Ｌ）基本相同，每个试验
样本均在 ０５左右波动。可以认为，草鸡蛋、洋鸡
蛋、鸭蛋的质心均位于禽蛋长径中点处，并处于长径

与短径交点的锐端（小头）一侧。

表 １　草鸡蛋、洋鸡蛋、鸭蛋基本特征参数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ｅｇｇ，

ｆｅｅｄｅｇｇａｎｄｄｕｃｋｅｇｇ

品种
数值

类型

特征参数

禽蛋

长径

Ｌ／ｍｍ

禽蛋

短径

Ｂ／ｍｍ

蛋形

指数 ｋ

禽蛋

质量

ｍ／ｇ

禽蛋自

倾角 θ

／（°）

均值 ５４１５ ４００５ １３５ ４８５４ ６７０

草鸡蛋

标准差 ２３４ １４１ ００６ ４７１ ２７８

最大值 ６１１７ ４３４７ １５４ ５９９６ １４３２

最小值 ４９１２ ３６３４ １２３ ３８１８ ０８７

均值 ５７１２ ４３６２ １３１ ６１２６ ６９９

洋鸡蛋

标准差 ２４５ １２７ ００６ ５１４ ２６３

最大值 ６４４７ ４９１３ １５０ ８７６２ １３９９

最小值 ５１０７ ４０６７ １１４ ５０１５ １０７

均值 ５８７１ ４２８２ １３７ ６１７９ ５６７

鸭蛋　
标准差 ２２６ １３４ ００５ ５４４ １５２

最大值 ６５７９ ４６４４ １５３ ７８６４ ８１３

最小值 ５２９４ ３９２９ １２３ ５７０７ １８５

图 ３　质量直方图

Ｆｉｇ．３　Ｃｏｌｕｍ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ｅｇｇ
（ａ）草鸡蛋　（ｂ）洋鸡蛋　（ｃ）鸭蛋

　

图 ４　长径直方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ｌｕｍ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ｅｇｇ
（ａ）草鸡蛋　（ｂ）洋鸡蛋　（ｃ）鸭蛋

　

图 ５　短径直方图

Ｆｉｇ．５　Ｃｏｌｕｍｎ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ｉｄｔｈｏｆｅｇｇ
（ａ）草鸡蛋　（ｂ）洋鸡蛋　（ｃ）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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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禽蛋质心位置支撑法测定值

Ｔａｂ．２　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ｇｓｗｉｔｈ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品种 Ｌ／ｍｍ Ｊ／ｍｍ Ｊ／Ｌ Ｆ／ｍｍ Ｔ／ｍｍ

草鸡蛋 ５４１５±２３４ ２６５７±１４２ ０４９±００２ ３０２３±１７３ ３６５±１４２

洋鸡蛋 ５７１２±２４５ ２８０６±１４２ ０４９±００２ ３２０９±１６１ ４０３±１３７

鸭蛋　 ５８７１±２２６ ２８２７±１６４ ０４８±００２ ３２８７±１８０ ４５９±１７４

表 ３　禽蛋质心位置称重法测定值

Ｔａｂ．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ｇｇｓｗｉｔｈ

ｗｅｉｇ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品种 Ｌ／ｍｍ ｍ１／ｇ Ｊ／ｍｍ Ｊ／Ｌ

草鸡蛋 ５４１５±２３４ ２３７８±２５３ ２６５２±１５２０４９±００２

洋鸡蛋 ５７１２±２４５ ２９６１±２７４ ２７６１±１６００４８±００２

鸭蛋　 ５８７１±２２６ ２９６７±３０３ ２８２０±１８００４８±００２

　　（２）称重法
从表 ３可知，禽蛋质心距锐端端点距离与长径

比值（Ｊ／Ｌ）和每个试验样本的质心波动状态与支撑
法基本一致。但是，支撑法需要测量多个中间几何

物理量，而称重法中间参数少，试验处理过程简单，

可优先采用。

３３　禽蛋体积模型分析
在文献［１２］中引用的 Ａｙｕｐｏｖ鸡蛋体积估算公

式 为 ０５２３ＬＢ２，Ｎａｒｕｓｈｉｎ建 立 的 估 算 公 式 为
０５２５ＬＢ２，而本文用标准椭球体体积计算方法估算
禽蛋的体积的公式为 πＬＢ２／６，即约为 ０５２４ＬＢ２。
表４为３种禽蛋体积估算结果和实测体积。由表可
知，３个体积估算公式计算结果都与实测体积非常
接近。每种禽蛋用３种估算方法所得体积与实测体
积的相关系数是相同的，草鸡蛋、洋鸡蛋和鸭蛋的估

算体积与实测体积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８２４、
０９４９８和０９６４７。３个体积估算公式中标准椭球
体体积计算公式与球体体积公式类似，比较直观明

了。因此，用标准椭球体体积计算方法估算禽蛋体

积最简便。

表 ４　３种禽蛋体积估算结果及实测体积

Ｔａｂ．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ａｃｔｕ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ｎａｔｉｖｅ

ｅｇｇ，ｆｅｅｄｅｇｇａｎｄｄｕｃｋｅｇｇ ｃｍ３

测定方法
草鸡蛋 洋鸡蛋 鸭蛋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均值 方差

０５２４ＬＢ２ ４５５９ ４５８ ５６７８ ５４７ ５８０３ ４５３

０５２３ＬＢ２ ４５５４ ４５８ ５６７２ ５４６ ５７９７ ４５２

０５２５ＬＢ２ ４５７１ ４６０ ５６９４ ５４８ ５８１９ ４５４

实测体积 ４６９０ ４４７ ５７２５ ５８５ ５９６３ ４８７

３４　禽蛋质量模型分析
用禽蛋长径 Ｌ、禽蛋短径 Ｂ、蛋形指数 ｋ、禽蛋长

径处椭圆面积 Ｓ（用标准椭圆面积公式 πＬＢ／４）、禽
蛋估算体积 Ｖ（用标准椭球体体积公式计算）对禽蛋
质量 ｍ进行线性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草鸡蛋、洋鸡蛋、鸭蛋质量相关因素回归结果

Ｔａｂ．５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

ｍａｓｓ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ｅｇｇ，ｆｅｅｄｅｇｇａｎｄｄｕｃｋｅｇｇ

品种
序

号
回归方程

相关

系数 ｒ

决定

系数 Ｒ２

１
ｍ＝－３８７８９＋１８８３Ｌ＋０９８３Ｂ－

　　３９９３３ｋ
０９７５８ ０９５２２

草鸡蛋

２ｍ＝－９３２０１＋０８７８Ｌ＋２３５１Ｂ ０９７５６ ０９５１７

３ｍ＝－１８７３８３＋３９４６７Ｓ ０９５４９ ０９１１８

４ｍ＝１０６４０Ｖ ０９７４９ ０９５１８

５
ｍ＝－１８７３０６－０２５２Ｌ＋４４０４Ｂ＋

　　５４０６３ｋ
０９４９７ ０９０２０

洋鸡蛋

６ｍ＝－１１６７３２＋０９９９Ｌ＋２７８５Ｂ ０９４９５ ０９０１６

７ｍ＝－１８１４１９＋４０５５６Ｓ ０９１６９ ０８４０７

８ｍ＝１０７００Ｖ ０９５０３ ０９０５３

９
ｍ＝－１１４２９０＋１１２３Ｌ＋２６９９Ｂ－

　　３９５４ｋ
０９５９１ ０９１９８

鸭蛋

１０ｍ＝－１１９６９２＋１０３１Ｌ＋２８２５Ｂ０９５９１ ０９１９８

１１ｍ＝－２４５６７３＋４３７１０Ｓ ０９３７６ ０８７９１

１２ｍ＝１０９３７Ｖ ０９５９４ ０９２０９

　　由表５可知，禽蛋质量与长径、短径和蛋形指数
的相关性与文献［４］一致。禽蛋质量与长径、短径
的相关性和禽蛋质量与长径、短径、蛋形指数的相关

性非常接近，表明蛋形指数对提高相关性的贡献很

小。禽蛋质量与禽蛋长径处椭圆面积相关系数较禽

蛋质量与禽蛋估算体积相关系数小。在４种回归分
析中，草鸡蛋、洋鸡蛋和鸭蛋的质量与估算体积相关

性最高，草鸡蛋的质量与估算体积相关性高于面积

相关性，与长径、短径、蛋形指数的三元相关性接近。

因此，禽蛋质量与禽蛋估算体积相关性分析最简便、

最有效。图６为３种禽蛋质量与估算体积的关系。
对表５中 ２、４、６、８、１０、１２号方程进行残差分

析，验证模型可靠性。由表６知，各个回归方程残差
基本为 －３～３ｇ，能够对禽蛋质量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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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质量与估算体积线性回归

Ｆｉｇ．６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ａｓｓｗｉｔｈ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ｅｇｇ
（ａ）草鸡蛋　（ｂ）洋鸡蛋　（ｃ）鸭蛋

　
表 ６　草鸡蛋、养鸡蛋、鸭蛋回归方程残差分析

Ｔａｂ．６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ａｓｓｏｆｎａｔｉｖｅｅｇｇ，ｆｅｅｄｅｇｇａｎｄｄｕｃｋｅｇｇ

品种 序号
残差分布

［－∞，－３） ［－３，－２） ［－２，２） ［２，３］ （３，＋∞］

残差在［－３，３］范围内，

禽蛋数量百分比／％

草鸡蛋

２ ４ ０ １９３ ２ １ ９７５０

４ ４ ２ １９１ ２ １ ９７５０

洋鸡蛋

６ ４ ４ １８５ １ ６ ９５００

８ ４ ４ １８６ １ ５ ９５５０

鸭蛋　
１０ ２ １９ １６０ １５ ４ ９７００

１２ ２ １６ １５９ ２０ ３ ９７５０

４　结论

（１）禽蛋（草鸡蛋、洋鸡蛋、鸭蛋）的质量、长径
和短径均基本服从正态分布。

（２）禽蛋质心均位于禽蛋长径中点处，相对于
长径与短径交点的偏移量一般为 ３～５ｍｍ。２种禽
蛋质心测定方法中称重法优于支撑法。

（３）可以用估算标准椭球体体积计算方法估算

禽蛋体积。

（４）可以用体积估算禽蛋的质量，禽蛋质量与
禽蛋估算体积相关性优于与长径、短径、蛋形指数、

禽蛋长径处椭圆面积的三元和一元线性回归，草鸡

蛋、洋鸡蛋、鸭蛋的回归方程分别为：ｍ＝１０６４０Ｖ、
ｍ＝１０７００Ｖ、ｍ＝１０９３７Ｖ，相关系数 ｒ分别为
０９７４９、０９５０３、０９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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