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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ＣＴ图像技术的三黄鸡胴体物理特征分析

陈坤杰　刘浩鲁　於海明　张大成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３１）

摘要：选择 ７只 ５０日龄、屠体质量在 １７４１～２５０８ｋｇ之间的三黄鸡为试验对象，测量其体尺参数、全净膛质量、主

要内脏器官质量及内脏总质量，分析这些参数随屠体质量的变化关系。利用螺旋 ＣＴ机采集样本的 ＣＴ断层扫描图

像，根据样本的横纵切面图像，分别分析确定心脏、肺脏、肌胃和肾脏等主要脏器的相对位置，并估算出内脏腔体的

尺寸及净膛切口的位置和尺寸。试验结果显示，随着三黄鸡胴体屠体质量的增加，胸深和胫长逐步增大，而体斜

长、胸宽和胫围则显著的线性增加（Ｐ＜００１）。心脏、肺脏、肌胃和肾脏的质量也随屠体质量的增加而呈增大趋势，

且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另外，根据胴体的横纵 ＣＴ图像，可以清楚地确定心脏、肺脏、肌胃和肾脏的相对位置；对屠

体质量分布为 １７４１～２５０８ｋｇ的三黄鸡样本，估算出腔体尺寸为：内脏腔体长度（１５５６０±０５４０）ｃｍ，最大宽度

（７７２２±０２５３）ｃｍ，最大净膛开口尺寸（４７８３±０４６７）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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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我国肉类消费稳步增长，其中，家禽肉类消费

年增长率为 ５％ ～１０％，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肉类消
费品

［１－２］
。三黄鸡因外貌“三黄”（羽毛黄、爪黄、

喙黄）而得名，是我国最著名的土鸡之一。近年



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消费者对肉鸡肌肉品质

要求不断提高，因此，肉质嫩滑、味道鲜美的三黄

鸡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带动了三黄鸡

的消费量和屠宰量显著增加
［１－２］

。目前，国内肉鸡

屠宰的大多数工序已实现机械化和自动化，许多

研究着力于改进现有生产工艺
［３－７］

，仅净膛等少数

工序还采用人工方式。尽管国内有部分企业引进

了外国自动净膛设备，但在使用中，却还需要人工

辅助才能完成净膛过程
［８］
。其原因，一是国内的

饲养水平相对较低，所生产的肉鸡规格参差不齐，

机械设备难以适应；二是国内肉鸡品种繁多，对其

物理特征的研究不足，不能为设备研究开发提供

基本数据的支持。国外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就开始
自动净膛技术和设备的研究开发，形成相关的专

利，所开发设备已投入商业应用
［９－１０］

。国内只是

近些年来才有部分单位开展了自动净膛技术和设

备的研究
［１１］
，对净膛机械手的夹取和拔取方式以

及净膛机械手的技术参数进行了研究探讨
［１２－１３］

，

对家禽体尺参数和屠宰特性也有部分相关的研究

报道
［１４－１７］

。不论是扒取式还是夹取式净膛，一般

都需要经过割肛、开膛和取内脏 ３个步骤。在进
行自动净膛时，割肛完毕后，需用开膛机从肛门孔

向前划开一个适当的切口，然后机械手从肛门切

口伸入腹腔将内脏拉出。为保持胴体的完整形

状，工艺要求净膛切口不得超过胸骨，因此，要实

现自动净膛，需要知道不同大小鸡胴体的胸骨位

置并估算净膛开口尺寸。另外，与国外不同，在我

国，鸡心、肝和肾都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在用机械

手净膛时，为避免机械手直接作用于这些器官而造

成器官破损，需要知道心、肝、肾的相对位置来规划

机械手的运动轨迹。另外，不同品种和不同屠体质

量的鸡胴体，其腔体大小有一定的变化，设计的机械

手应能够适应不同大小腔体的变化，为此，需要知道

各个品种和大小鸡胴体的腔体尺寸。但是，国内目

前对三黄鸡这些物理特征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因

此，本文利用 ＣＴ图像技术，通过对不同规格三黄鸡
物理尺寸特征的测定，探讨不同规格三黄鸡的体尺、

内脏器官质量以及相对位置的变化规律，为自动净

膛机械手的设计和路径规划提供基本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验材料与工具
于江苏省南京市苏果超市采购５０日龄、不同大

小冰鲜三黄鸡胴体７只，用食品级塑料袋密封包装，
在 ２～４℃冷藏室冷藏，于试验前取出，在室温
（２０℃）下回温２ｈ后进行测定。

ＯＰＴＩＭＡＣＴ６６０型６４排螺旋 ＣＴ机、ＣＦＣ００１型
电子秤（称量范围０～５０００ｇ，精度 ００１ｇ）、移动式
Ｘ光机、手术剪和镊子、托盘、软尺、游标卡尺等。
１２　体尺测量

根据农业部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

方法
［１８－１９］

，按照文献［９］所述步骤，测定所有 ７只
三黄鸡的以下体尺：体斜长为体表测量的肩关节至

坐骨结节间距离；胸深为用游标卡尺在体表测量的

第一胸椎到龙骨前缘距离；胸宽为用游标卡尺测量

的两肩关节之间体表距离；胫长为从胫部上关节到

第三、四趾间的直线距离；胫围为胫骨中部的周长。

１３　屠宰性能测定
按照文献［２０］所述方法和步骤，将鸡胴体进行

解剖，用电子秤测量如下参数：全净膛质量、心脏、肝

脏、脾脏、肺脏、肾脏质量及内脏总质量。

１４　鸡胴体的 ＣＴ图像采集
将鸡胴体侧置送入 ＣＴ机进行扫描。利用三黄

鸡内脏器官组织肉质密度差异，可以在 ＣＴ图像上
形成不同密度组织的灰度图像。经 ＣＴ扫描，得到
自上而下等分为 ５６个、从右到左等分为 ２８个不同
切面的鸡胴体图像。ＣＴ图像采集过程如图１所示。

图 １　ＣＴ图像采集

Ｆｉｇ．１　ＣＴｉｍａｇｅｃａｐｔｕｒｅ
　
１５　数据处理

每个测定重复 ２次，然后利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
对所采集数据进行求平均值、方差和显著性检验等

统计分析计算。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三黄鸡的体尺随其净膛质量的变化规律

三黄鸡的体尺测量结果见表 １。由表 １可知，
所选样本的屠体质量变化范围较大（变异系数 １３％
以上），说明所选样本在屠体质量上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三黄鸡的屠体质量、体斜长等均与固始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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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羽鸡的屠体质量（（１６０３±０２０３）ｋｇ）和体斜长
（（２１１２±０９３）ｃｍ）相当，明显高于固始鸡和仙居
鸡

［２１］
。不同屠体质量三黄鸡的体尺变化如图 ２～６

所示。屠体质量、体斜长、胸深、胸宽、胫长和胫围的

变异 系 数 分 别 为 １３３０５％、７２６８％、７４８９％、
５７７０％、２６２９％、１２５１８％。随着屠体质量的增
加，三黄鸡的体斜长、胸深、胸宽、胫长和胫围均有所

增大。对体尺随屠体质量的变化关系进行线性拟

合，结果如表２所示。体斜长、胸宽与屠体质量之间
存在极显著的线性关系（Ｐ＜００１），胫围与屠体质
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Ｐ＜００５）。而胸深和
胫长与屠体质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Ｐ＞
００５）。这与王飞等［２１］

得出的结论（霸王鸡质量与

各体尺性状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不完全一致。这

可能与鸡的品种、饲养方式等因素有关。

表 １　鸡胴体体尺统计数据

Ｔａｂ．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ｓｉｚｅ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屠体质量／ｋｇ １７４１ ２５０８ ２０８０ ０２７６

体斜长／ｃｍ １９８００ ２４０００ ２１３２６ １５５０

胸深／ｃｍ ７０１０ ９０１０ ８３１７ ０６２８

胸宽／ｃｍ ６９８０ ８２４０ ７５１３ ０４３４

胫长／ｃｍ ７１５０ ７７８０ ７４９０ ０１９７

胫围／ｃｍ ３０９０ ４３００ ３７８７ ０４７４

图 ２　屠体质量 体斜长变化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ｒｕｎｋｌｅｎｇｔｈ
　

图 ３　屠体质量 胸深变化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ｂｒｅａｓｔｌｅｎｇｔｈ
　

２２　不同规格三黄鸡主要器官的物理特性

三黄鸡屠宰特性及主要器官物理特性的统计分

析如表３所示。表 ３显示，不同屠体质量三黄鸡的
主要器官质量变化不大，只有脾脏和内脏总质量有

较大变化范围。其中，各主要器官质量及全净膛质

量随屠体质量的变化如图７～１３所示，由图可知，随
着屠体质量的增加，全净膛质量、脾脏质量明显增

图 ４　屠体质量 胸宽变化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ｂｒｅａｓｔｂｒｅａｄｔｈ
　

图 ５　屠体质量 胫长变化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ｈａｎｋｌｅｎｇｔｈ
　

图 ６　屠体质量 胫围变化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ｎｅｃｋｓｈａｎｋ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表 ２　鸡胴体体尺线性回归模型

Ｔａｂ．２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ｓｉｚｅ

因变量 线性回归方程 Ｒ Ｐ

体斜长 Ｙ＝１０００６＋５４５３ｘ ０９７２ ０

胸深 Ｙ＝５００７＋１５９４ｘ ０７０７ ００７６

胸宽 Ｙ＝４２９６＋１５５０ｘ ０９８７ ０

胫长 Ｙ＝６９１８＋０２７５ｘ ０３８６ ０３９２

胫围 Ｙ＝０７３９＋１４６８ｘ ０８５５ ００１４

　　注：表示极显著（Ｐ＜００１）；表示显著（００１＜Ｐ＜００５）。

大，心脏质量及内脏总质量先增大后减小而后又增

大，而肝脏、肺脏和肾脏质量基本没有变化。对鸡胴

体屠宰性能数据进行分析，如表３所示。屠体质量、
全净膛质量、心脏质量、肝脏质量、脾脏质量、肺脏质

量、肾脏质量、内脏总质量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１３３０５％、８３８９％、６２８５％、５１３９％、２２６８０％、
５９７１％、７７６０％、２８４３３％。方差分析表明，全净
膛质量、心脏质量、脾脏质量及内脏总质量与屠体质

量显著正相关（００１＜Ｐ＜００５），并且脾脏质量和
内脏总质量与屠体质量之间存在极显著的线性关系

（Ｐ＜００１），心脏质量与屠体质量之间则有显著的
线性关系（００１＜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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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鸡胴体屠宰性能数据

Ｔａｂ．３　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

参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屠体质量／ｋｇ １７４１ ２５０８ ２０８０ ０２７６

全净膛质量／ｋｇ １３１９ １６２２ １４５３ ０１２２

心脏质量／ｇ ８２００ ９９００ ９０００ ０５６６

肝脏质量／ｇ ３２１００ ３７１００ ３４３００ １７６１

脾脏质量／ｇ １４００ ３３００ ２１００ ０４８６

肺脏质量／ｇ １０９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１２１００ ０６９７

肾脏质量／ｇ １０５００ １３５００ １２１００ ０９４１

内脏总质量／ｇ ４２０００ ８８７０００ ６２６０００ １７７９１２

图 ７　屠体质量 全净膛质量变化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ｅｄｗｅｉｇｈｔ

图 ８　屠体质量 心脏质量变化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ｗｅｉｇｈｔ

图 ９　屠体质量 肝脏质量变化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ｉ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图 １０　屠体质量 脾脏质量变化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ｓｐｌｅｅｎｗｅｉｇｈｔ
　

图 １１　屠体质量 肺脏质量变化关系

Ｆｉｇ．１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ｕｎｇｗｅｉｇｈｔ
　

图 １２　屠体质量 肾脏质量变化关系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ｗｅｉｇｈｔ
　

图 １３　屠体质量 内脏总质量变化关系

Ｆｉｇ．１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ｖｉｓｃｅｒａｗｅｉｇｈｔ
　
２３　三黄鸡胴体 ＣＴ图像分析

以屠体质量１７４１ｋｇ的三黄鸡为例，其横纵切面
ＣＴ示意图和全部横纵剖面 ＣＴ图如图１４所示。每个
样本有５０个横切和 ２８个纵切剖面图像，由标定可
知，相邻２个横切剖面图像间隔０４００２ｃｍ，相邻２个
纵切剖面图像间隔 ０２５７５ｃｍ。因此，通过观察 ＣＴ
图以及各个器官对应的 ＣＴ图像编号，可以清晰地看
出并确定鸡胴体各个器官的相对位置，这为净膛机械

手的路径规划和位移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由于三

黄鸡骨骼密度明显高于其它器官和组织，其成像特征

明显。因此，利用 ＣＴ设备的三维重建功能，可重建出
三黄鸡骨骼三维图像，如图１５所示。图１５直观地呈
现三黄鸡的骨骼分布情况，由此可以引导净膛机械手

在进行净膛切口时，避开骨骼的影响，并根据胸骨的

位置，确定切口的位置和切口长度。

图 １４　三黄鸡剖面 ＣＴ示意图

Ｆｉｇ．１４　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Ｓａｎｈｕａｎｇｃｈｉｃｋ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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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三黄鸡骨骼三维重建 ＣＴ图片

Ｆｉｇ．１５　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ｏｆＳａｎｈｕａｎｇｃｈｉｃｋｅｎ
　
　　为进一步确定三黄鸡主要内脏器官的相对位
置、三黄鸡腔体的大小以及净膛切口的大小，为净膛

机械手摘取主要器官和净膛机械手的设计提供依

据，对三黄鸡的 ＣＴ图像分析如下：
肌胃：分析图１６可知，Ｌｍ２９靠近腹部方向的横

切面阴影区为三黄鸡的肌胃，该图是横切面中肌胃

面积最大的切面图。结合图 １４，可以确定肌胃位于
内脏腔体中段靠近腹部位置。

图 １６　ＣＴ横切面放大图（图像编号：Ｌｍ２９和 Ｌｍ３０）

Ｆｉｇ．１６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Ｌｍ２９ａｎｄＬｍ３０

　　肺脏：图像 Ｌｍ３０中，靠近三黄鸡背部对称的两
侧，肺脏横切面阴影最明显，横切面中切面面积最

大；而在图１４中，肺脏在 Ｌｍ１１和 Ｌｍ１９中纵切面面
积最大。将图 １７与图 １４结合起来分析，可以确定
肺脏位于内脏腔体上段靠近肋骨两侧位置。

图 １７　ＣＴ纵切面放大图（图像编号：Ｌｍ１１和 Ｌｍ１９）

Ｆｉｇ．１７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Ｌｍ１１ａｎｄＬｍ１９
　

肾脏：在图１８中 Ｌｍ３５～Ｌｍ４３靠近肉鸡背部的
两侧阴影是肾脏所形成的区域，它在图 １４Ｌｍ１１和
Ｌｍ１９中是从侧视角度肾脏面积最大的横切面图像。

输卵管：在图 １９中，Ｌｍ３５、Ｌｍ４７和 Ｌｍ５５中部
较大区域切面阴影为肉鸡的输卵管。三黄鸡的输卵

管是占内脏总体积较大的器官，由横切面 ＣＴ图可
以估算出输卵管自上而下长约为８０４４ｃｍ。

腔体：图１４中的 Ｌｍ１３为三黄鸡内腔上方起始
位置，Ｌｍ５０为下方内腔终止位置；图 １４中，Ｌｍ０为
三黄鸡内腔右侧起始位置，Ｌｍ２８为左侧内腔终止位
置。由此可计算出内脏腔体长度和宽度的最大值分

别为１４８８０ｃｍ和７２１０ｃｍ。
净膛开口：结合分析图１４和图１５可知，三黄鸡

的胸骨到图 Ｌｍ３８位置完全消失，说明从 Ｌｍ３９以后
的图像腹部没有骨骼支撑，净膛开口的最大位置不

得超过胸骨。由此可计算出最大净膛开口尺寸为

４０２２ｃｍ。

图 １８　ＣＴ横切面放大图（图像编号：Ｌｍ３５～Ｌｍ４３）

Ｆｉｇ．１８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Ｌｍ３５ｔｏＬｍ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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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９　ＣＴ横切面放大图（图像编号：Ｌｍ３５、Ｌｍ４７、Ｌｍ５５）

Ｆｉｇ．１９　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ｆｒｏｍｔｏｐｔｏｂｏｔｔｏｎｏｆＬｍ３５，Ｌｍ４７ａｎｄＬｍ５５
　

　　对其他６个样本的 ＣＴ图像进行主要器官相对
位置的分析，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对 ７个不同屠
体质量三黄鸡进行统计计算，内脏腔体长度为

（１５５６０±０５４０）ｃｍ、最大宽度为（７７２２±０２５３）ｃｍ、最
大净膛开口尺寸为（４７８３±０４６７）ｃｍ。

３　结论

（１）不同屠体质量的三黄鸡，其体尺有明显的
不同。随着屠体质量的增加，其主要体尺参数均会

随之增大，并且体斜长、胸宽和胫围与屠体质量之间

　　

存在极显著的线性关系。

（２）不同屠体质量三黄鸡的主要器官，如心脏、
肝脏、肺脏和肾脏的质量没有明显变化，只有脾脏质

量及内脏总质量随着屠体质量的增加显著地线性

增大。

（３）通过 ＣＴ图像可以确定鸡胴体主要器官的
相对位置，为机械手摘取或避免损伤心、肝和肾等有

用器官提供目标指引；也可以确定鸡胴体腔体尺寸

和净膛切口的最大尺寸，为自动净膛装置的设计提

供基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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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１２９８．２０１７．０６．０３７．
ＳＵＮＸｉａｏ，ＬＩＵＨａｏｌｕ，ＣＨＥＮＣａｉｒｏｎｇ，ｅｔａｌ．Ｏｎｌｉ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ａｗｗｏｏｄｙｂｒｅａｓ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Ｊ／
ＯＬ］．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２０１７，４８（６）：２８４－２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赵进辉，涂冬成，欧阳静怡，等．利用高光谱图像技术检测鸡胴体内部盲肠粪便污染物［Ｊ］．江西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１，
３３（３）：５７３－５７７．
ＺＨＡＯＪｉｎｈｕｉ，ＴＵ 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ＯＵＹＡＮＧ Ｊｉｎｇｙｉ，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ｆｅｃ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ｅｓｕｓｉｎｇ
ｈｙ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ｒ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Ａｃｔａ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ｔｉｓＪｉａｎｇｘｉｅｎｓｉｓ，２０１１，３３（３）：５７３－５７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赵进辉，吁芳，吴瑞梅，等．基于分段主成分分析与波段比的鸡胴体表面盲肠粪便污染物检测［Ｊ］．激光与光电子学进展，
２０１１，４８（７）：１６６－１７０．
ＺＨＡＯＪｉｎｈｕｉ，ＹＵＦａｎｇ，ＷＵＲｕｉｍｅｉ，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ｃａｌ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ｎｃｈｉｃｋｅｎｃａｒｃａｓｓｅｓｕｓｉｎｇ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ｂ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Ｊ］．Ｌａｓｅｒ＆Ｏｐ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４８（７）：１６６－１７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吴威，陈桂云，叶长文，等．鸡胴体表面低可见污染物的双波段检测方法研究［Ｊ］．光谱学与光谱分析，２０１４，３４（１２）：３３６３－３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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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马朋巍，王丽红，叶金鹏，等．家禽自动取内脏技术及装备在我国的应用前景［Ｊ］．农产品加工（学刊），２００９，５（１０）：９３－９６．
ＭＡＰｅ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ＹＥＪｉｎｐｅｎ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ｅｄｐｏｕｌｔｒｙ［Ｊ］．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Ｆａ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０９，５（１０）：９３－９６．（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ＨＡＺＥＮＢＲＯＥＫＪＥ．Ｐｌｏｕｔｒｙｅｖｉｓｃｅｒａｔｉｎｇ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ＵＳ，３９７９７９３［Ｐ］．１９７６ ０３ １４．

９９２第 ７期　　　　　　　　　　　　陈坤杰 等：基于 ＣＴ图像技术的三黄鸡胴体物理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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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王猛，李阳阳，叶金鹏，等．家禽自动掏膛机械手的发展和应用现状［Ｊ］．农产品加工（学刊），２０１４，１０（５）：６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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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ｏｆＦａｒｍ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４，１０（５）：６２－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王猛．夹取式家禽自动掏膛机械手结构和运动参数的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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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马朋巍．扒取式家禽取内脏机械手结构及运动参数研究［Ｄ］．北京：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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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吴婵，李辉，李敬瑞，等．贵妃鸡体尺及屠宰性状的测定与相关分析［Ｊ］．河南农业科学，２０１１，４０（１１）：１４８－１５１．
ＷＵＣｈａｎ，ＬＩＨｕｉ，ＬＩＪｉｎｇｒｕｉ，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ｂｏｄｙｓｉｚｅａｎｄｃａｒｃａｓ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ｏｆｒｏｙａｌ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Ｈｅｎａ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１，４０（１１）：１４８－１５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冯筠凌，傅笠洪，冯炳志，等．“祥福鸟”野山鸡的体尺测定报告［Ｊ］．四川畜牧兽医，２０１５（８）：２９－３０．
ＦＥＮＧＪｕｎｌｉｎｇ，ＦＵＬｉｈｏｎｇ，ＦＥＮＧＢｉ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Ｂｏｄｙｓｉｚ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ｌｕｃｋｙｂｉｒｄ”ｗｉｌｄｐｈｅａｓａｎｔ［Ｊ］．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ｎｉｍａｌ＆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８）：２９－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丁建华，刘玉杰．ＡＡ肉鸡生长期主要内脏器官与活重的回归分析［Ｊ］．当代畜牧，２００６（１０）：１－３．
１７　李威娜，黄晓娟，钟福生，等．山地放养五华三黄鸡的屠宰性能、肉质性能及血液生化指标测定［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３（４）：１０４－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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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ＮＹ／Ｔ８２３—２００４家禽生产性能名词术语和度量统计方法［Ｓ］．２００４．
１９　于匆．禽病知识讲座之六：鸡尸体解剖及组织、内脏的病理变化（一）［Ｊ］．养殖技术顾问，２００２（９）：３９．
２０　童海兵，王克华，陆俊贤，等．鸡种、日粮能量和日粮蛋白质对体尺性状的影响［Ｊ］．中国家禽，２００４，８（１）：９６－９９．

ＴＯＮＧＨａｉｂｉｎｇ，ＷＡＮＧＫｅｈｕａ，ＬＵＪｕｎｘｉａ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ｒｅｅｄａｎｄｆｅｅ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Ｊ］．ＣｈｉｎａＰｏｕｌｔｒｙ，
２００４，８（１）：９６－９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王飞，李笑春，吴科榜．霸王鸡生长曲线拟合及体重与体尺的相关性分析［Ｊ］．南方农业学报，２０１４，４５（５）：８７０－８７４．
ＷＡＮＧＦｅｉ，ＬＩ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ＷＵＫｅｂａｎｇ．Ｆ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ｃｕｒｖ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ｂｏｄｙ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ｂｏｄｙｓｉｚｅｏｆＢａｗａｎｇ
ｃｈｉｃｋｅ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４，４５（５）：８７０－８７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上接第 ３３１页）
１７　ＢＯＷＫＥＲＢ，ＺＨＵＡＮＧ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ｄｅｎ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ｏｉｌｅｒｂｒｅａｓｔｍｅａｔ［Ｊ］．

Ｐｏｕｌｔ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９４（７）：１６５７－１６６４．
１８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Ｌ，ＰＵＲＳＬＯＷ ＰＰ．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ｇｅ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ｈｏｌｄ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ｐｏｒｋ：ｒｏｌｅｏｆｃｙｔ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Ｊ］．

Ｍｅａ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１，５８（１）：１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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