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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只鸭子都有专属脚号。

王丽霞（左）和养殖工人正在检查鸭脚号。 记者何晓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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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黄陂区甘棠街道的育种鸭场里，养鸭工人开始将鸭舍笼里
的一枚枚鸭蛋捡进孵化箱。此时的孵化箱里已经孵了不少鸭蛋，再过
半个月，今年第一批乌嘴青脚白羽育种鸭将破壳而出。

这类乌嘴青脚白羽鸭属于“武禽10肉鸭配套系”，是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国内首个中小体型肉鸭。

行走在鸭笼之间，身穿养殖服、扎着马尾辫的王丽霞正低头专注地
观察鸭群。她来自武汉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家禽研究室，也
是这个新品种鸭的“鸭妈”。

27岁那年，王丽霞毅然接下所里无人踏足的肉鸭新品种
育种课题。养鸭15年，王丽霞逐步成长为团队育种技术
负责人。新品种推广两年，已创造2.5亿元经济价值。

“狼狈”的第一步

“哗——”一靠近鸭笼，上千只鸭扑腾
着翅膀，向角落缩去，躁动不安。

看准笼位号，王丽霞迅速探下身，两手
环住鸭身，将鸭翅膀向背后一扭，鸭子就在
她手上挺直了脖子，缩了脚，不再动弹。仔
细查看鸭脚号，做好记录后，王丽霞又将鸭
放回鸭笼。

回想起进入鸭场的第一天，王丽霞摇
摇头有些不好意思：“那天，我一只鸭子也
没抓到。”

2007年，27岁的王丽霞从华中农业大
学硕士毕业后，进入武汉市农科院畜牧兽
医研究所。当时，研究所“选育中小体型优
质肉鸭”的课题急需育种人才。

在大学期间学猪育种的王丽霞，是科
室唯一懂育种的人。

接手这个工作，王丽霞感觉棘手：自己学
的是猪育种，对于鸭子完全陌生，加上自己从
小在北方少水地区长大，从没见过活鸭。

“我第一天进鸭场时，还一脚踩进了鸭
粪坑。”王丽霞回忆，那天，她“咬着牙、跺着
脚”，下了很大的决心走进鸭舍继续工作。

“学育种的，对养殖场环境早有心理预期。
虽然不熟悉鸭的习性，但育种技术是通用
的。这都不是困难。”

然而，抓鸭子成了摆在她面前的头号难题。
看到同事们一手抓鸭子、一手给鸭子

打疫苗的时候，王丽霞和鸭子之间像两个
相斥的磁铁——她一靠近鸭群，鸭子就四
散开去。

好不容易抓到一只，鸭子在她手上不
断挣扎，根本扎不了针。半天下来，王丽霞
浑身羽毛，手臂上还“挂了彩”。

“这比踩到鸭粪更让我挫败。连鸭子
都抓不住，还怎么做科研？”王丽霞发了愁。

为了不耽误团队进度，王丽霞请养殖
工人来帮忙。她一边在工人辅助下给鸭子
打疫苗，一边观察工人抓鸭子的动作。她
发现，翅膀是鸭子的“锁”，把翅膀向鸭背后
一扭，鸭子就不动弹了。几番练习，王丽霞
已经能让鸭子乖乖待在手上。

第一天“抓鸭”到下午5时，疲惫不堪的
王丽霞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就地躺在仓库
的鸭饲料堆上。

在鸭育种之路上，王丽霞“狼狈”地迈
出了第一步。

枯燥中的乐趣

鸭场里，一个低矮的塑料小红凳很显
眼，王丽霞指着小凳说：“这就是我们的‘工

位’。”15
年来，坐
在这个小
凳上，王丽
霞 记 录 了

数万只鸭的
性能数据。

课题刚开
始时，国内没有“中

小体型优质肉鸭”培育
的先例，但湖北是鸭肉深加工大省，酱卤鸭、
酱板鸭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王丽霞通过走
访调研了解到，市场上主流的肉鸭虽体型
大、生长快，但不适合做酱鸭产品，小体型
鸭风味更好却没有产肉性能良好的稳定品
种。

“我们需要培育一种既生长速度快、产肉
性能高，又肉质风味好的中小体型肉鸭。”王
丽霞介绍，研究团队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了十
多个品种，开始进行杂交育种试验，“摸索着
前进。”

“每一次大群性能测定是最重要的事。”
王丽霞说，比如雏鸭出雏第一天，团队要在破
壳当天记录所有雏鸭体重和系谱，在此基础上
跟进每一只鸭子的生长状态。如果推迟一天
再称，不科学的数据就影响后续研究。每次大
群性能测定时，王丽霞都会推掉一切事务泡在
鸭场。

“秤往地上一放，人往凳子上一坐，猫着腰
一称就是一整天。”王丽霞说，一天下来，她感
觉“腰都不是自己的了”。

有一年，王丽霞早早准备好了记录表格、
人员，雏鸭也按预期纷纷破壳，结果一上秤，4
台秤全是坏的。她赶紧带着成员跑到周边村
子里买新秤，结果加班到晚上10时许，才给近
2000只雏鸭戴好脚号、称好重量。作为育种
负责人，王丽霞感觉她要承担的现场工作，远
比书上教的育种技术流程要多、要复杂，做育
种工作更要有耐心、细心。

年年重复着记录、筛选的工作，投入大，耗
时长，成果少，她也想过是否要换一个课题。

当“鸭妈”的日子是枯燥的，一次次失败也
令人沮丧，但她从中找到了乐趣。

“压力大的时候，鸭子也会给我带来‘安
慰’。”王丽霞时常打趣说，“母鸭嘎嘎叫，公鸭
叫声嘶哑，声音低沉，所以形容嗓音难听叫‘公
鸭嗓’。”

“公交车会议”

育种场坐落在偏远农村，距离研究所有近
2小时车程。

研发之初，王丽霞常常和团队一同搭上
回研究所的公交车，有时讨论当天的研究情
况，有时讨论最近流行的东西，疲惫在车上一
扫而光。

2010年前后，结合杂交试验结果和市场需
求，王丽霞与团队选中了卖相独特的乌嘴青脚
白羽鸭为新品种外形，继续进行稳定品种外观
的工作。经过3年试验，团队将杂交后代里白
羽鸭的占比从20%提高至80%。

但是随后的多轮试验，后代白羽鸭的比例
提升速度很慢，无法达到新品种的要求，投放

市场也会影响养殖户的效益。
“总养不干净，这么无休止地选下去

怎么行？”从养殖场回研究所的公交车上
无人吱声。王丽霞心里清楚，如果再换
一种新鸭子培育，前5年的工作就要推倒
重来。

“办法不是没有。如果我们大胆一
点，只要某个家系后代出现一只非白羽鸭
子，就把这个家系里几十只鸭子全都淘
汰，说不定就能养干净了。”有团队成员提
出这个办法。

仅仅只是为了固定鸭子外观，就要开
始大批量淘汰，经费压力可想而知。为了
试验成功，王丽霞决定“搏一把”。

每世代育种鸭观察群有2000多只鸭
子，但最终核心群鸭只留几百只。第一
年，鸭子外貌表型的淘汰量从近400只猛
增到超过1000只。但到了第二年，鸭子
毛色已经纯净不少。

2014年8月，雏鸭退去身上的灰毛，
露出白羽。放眼望去，养鸭场近2000只
鸭子几乎看不见杂色，白羽鸭比例已接近
百分百。

儿子的骄傲

经过进一步专门化品系选育，2022
年，“武禽10肉鸭配套系”通过国审认定，
成为武汉市首个获得国家审定的畜禽新
品种。消息一出，王丽霞和团队成员跳起
来鼓掌，泪水浸湿眼眶。

如今，兼具口感、产肉量、好养殖等优
点的“武禽10肉鸭配套系”，已在湖北、河
南、浙江、福建、江苏等省份推广，累计推
广数量超过1000万只。绝味食品、周黑
鸭、小胡鸭等知名品牌正使用这类鸭子试
制加工，创产值超过2.5亿元。

“推广初期很头疼，很多养殖户没见
过乌嘴青脚白羽的中小体型鸭，不敢养。”
推广负责人杨宇说，“后来，我们找到一些
大型企业，从1000只开始试养。企业反
馈我们的鸭子比公麻鸭养殖利润高，比樱
桃谷鸭风味好，养殖量逐渐加大到10000
只，如今反倒是我们的供种跟不上巨大的
市场需求了。湖北、河南两家企业一度想
把鸭子全换成我们的品种。”

目前，王丽霞与团队正在为扩大供
种能力、保护种业安全努力。在江夏区
金口街道，智能化育种基地正在筹建。
未来的新鸭场里，捡蛋、饲料转化率测
定、数据收集等过程，将全部由智能化设
备完成。

王丽霞也注意到，如今有越来越多团
队和新技术加入各类动植物的种业研究
工作。她的团队里，有5位专门研究育种
的硕士、博士，正深耕现代化育种、分子育
种等更先进的育种领域。

王丽霞经常给她的小孩分享她培育
的乌嘴青脚白羽鸭。拿着鸭子照片，儿子
在学校骄傲地向同学介绍，“这是我妈妈
培育的鸭子”。

记者秦璟 实习生张锦涛 刘可欣
通讯员李清宁 张尉 刘珂

王丽霞查看白羽鸭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