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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训练设备技术领域，提出一种飞

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该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

包括第一控制组件、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以及多

个第一发声机构；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用于向接

受训练的飞鸟投放饲料，多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

机之间设有预设距离；多个第一发声机构用于向

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设的声音，每个所述第一

自动投食机上设置有至少一个所述第一发声机

构；第一控制组件分别与多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

机以及多个所述第一发声机构电连接，用于分别

控制多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及其上设置的所

述第一发声机构在设定时间进行投放饲料和提

供预设的声音从而使飞鸟在多个第一自动投食

机之间飞行。使用该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可以

代替训练人员大部分工作，从而降低训练人员的

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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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投放饲料，多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之

间设有预设距离；

多个第一发声机构，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设的声音，每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

机上设置有至少一个所述第一发声机构；

第一控制组件，分别与多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以及多个所述第一发声机构电连接，

用于分别控制多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及其上设置的所述第一发声机构在设定时间进行

投放饲料和提供预设的声音从而使飞鸟在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之间飞行；

多个测距机构，与所述第一控制组件电连接，每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上对应设置有

至少一个所述测距机构，所述测距机构用于测量接受训练的飞鸟与其所对应所述第一自动

投食机之间的距离；

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根据所述距离控制与所述测距机构对应的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投

放饲料的距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包

括：

饲料容纳腔体，用于盛放饲料，其下部开设有饲料投放口；

开关组件，设于所述饲料投放口，用于打开或关闭所述饲料投放口；

导向组件，设于所述饲料投放口外，用于给投放的饲料进行导向；

压力储气罐，通过通气管道连接于所述导向组件，通过加压气体将投放的饲料吹出所

述导向组件。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组件包括：

开关板，设于所述饲料投放口；

驱动电机，设于所述饲料容纳腔体外，与所述第一控制组件电连接；

蜗轮，连接于所述驱动电机，通过所述驱动电机带动所述蜗轮转动；

蜗杆，连接于所述开关板，并与所述蜗轮相啮合通过所述蜗轮带动所述蜗杆以及所述

开关板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组件包括：

底导向板，设于所述饲料投放口下，所述底导向板的一端与所述饲料投放口的一侧连

接，且在所述底导向板的靠近所述饲料投放口的一侧设置有与通气管道连接的通孔；

两个侧导向板，分别设于所述底导向板的两侧，所述侧导向板与所述底导向板以及所

述饲料容纳腔体连接形成一导向通道。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组件包括：

导向管，其一端连接于所述饲料投放口，其上设置有与通气管道连接的通孔。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还

包括：

过滤网，设于所述通气管道与所述导向组件连接的一端口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飞鸟多地往返训练

系统还包括：

多个摄像机构，所述摄像机构用于摄取接受训练的飞鸟的影像，每个所述第一自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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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机上对应设置有至少一个所述摄像机构；

图像分析模块，用于接收多个所述摄像机构摄取的所述影像，并对所述影像进行分析，

并将分析结果传输至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根据分析结果控制与所述摄像

机构对应的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以及所述第一发声机构的开关。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飞鸟多地往返训练

系统还包括：

时钟模块，与所述第一控制组件电连接，用于为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提供时间；

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根据所述时间控制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以及所述第一发声机构的

开关。

9.根据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飞鸟多

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包括：

第二自动投食机，设于鸟棚舍内，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投放饲料；

第二发声机构，设于所述鸟棚舍内，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设的声音；

第二控制组件，与所述第二自动投食机以及所述第二发声机构电连接，用于控制所述

第二自动投食机以及所述第二发声机构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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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训练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鸟类是自然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自然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的亲密朋友。飞

鸟的种类繁多，遍布世界各地，对消灭农林害虫、害兽，以及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具有特

殊的贡献。飞鸟与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雁、鸭、鸠、鹑、雉等的肉和蛋质优味美，是人类

食品中的珍馐佳肴；一些飞鸟是人类健身良药的原料；多种飞鸟的绒羽和羽毛，是人类衣着

保温的优质填充材料；多种飞鸟的色彩艳丽的羽毛，是加工制成名贵工艺品或装饰品的原

料；部分飞鸟的羽色艳丽，鸣声婉啭，易饲养，和驯熟，被人们驯养为笼鸟；更有一些凶猛的

飞鸟(如猎鹰)被驯化后协助人类狩猎。而现在驯养飞鸟正在逐渐演化为旅游表演的一项重

要项目。

[0003] 现在，国家加强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保护飞鸟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有众多

的爱鸟人士组织起来，观鸟、护鸟、宣传鸟类，以求达到人鸟和谐、自然共处。美丽的鸟类也

从人们的餐桌逐渐走上了观赏表演的舞台。目前，飞鸟训练主要依靠人工训练，导致人工成

本较高，而且训练人员的工作量较大，很难找到合适的训练人员。

[0004] 因此，有必要研究一种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

[0005] 所述背景技术部分公开的上述信息仅用于加强对本发明的背景的理解，因此它可

以包括不构成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已知的现有技术的信息。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至少一种不足，提供一种飞鸟多地往返训

练系统。

[0007] 根据本公开的一个方面，提供一种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包括：

[0008] 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投放饲料，多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

机之间设有预设距离；

[0009] 多个第一发声机构，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设的声音，每个所述第一自动

投食机上设置有至少一个所述第一发声机构；

[0010] 第一控制组件，分别与多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以及多个所述第一发声机构电连

接，用于分别控制多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及其上设置的所述第一发声机构在设定时间进

行投放饲料和提供预设的声音从而使飞鸟在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之间飞行。

[0011] 在本公开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包括：

[0012] 饲料容纳腔体，用于盛放饲料，其下部开设有饲料投放口；

[0013] 开关组件，设于所述饲料投放口，用于打开或关闭所述饲料投放口；

[0014] 导向组件，设于所述饲料投放口外，用于给投放的饲料进行导向；

[0015] 压力储气罐，通过通气管道连接于所述导向组件，通过加压气体将投放的饲料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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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述导向组件。

[0016] 在本公开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开关组件包括：

[0017] 开关板，设于所述饲料投放口；

[0018] 驱动电机，设于所述饲料容纳腔体外，与所述第一控制组件电连接；

[0019] 蜗轮，连接于所述驱动电机，通过所述驱动电机带动所述蜗轮转动；

[0020] 蜗杆，连接于所述开关板，并与所述蜗轮相啮合通过所述蜗轮带动所述蜗杆以及

所述开关板运动。

[0021] 在本公开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导向组件包括：

[0022] 底导向板，设于所述饲料投放口下，所述底导向板的一端与所述饲料投放口的一

侧连接，且在所述底导向板的靠近所述饲料投放口的一侧设置有与通气管道连接的通孔；

[0023] 两个侧导向板，分别设于所述底导向板的两侧，所述侧导向板与所述底导向板以

及所述饲料容纳腔体连接形成一导向通道。

[0024] 在本公开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导向组件包括：

[0025] 导向管，其一端连接于所述饲料投放口，其上设置有与通气管道连接的通孔。

[0026] 在本公开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还包括：

[0027] 过滤网，设于所述通气管道与所述导向组件连接的一端口部。

[0028] 在本公开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包括：

[0029] 多个测距机构，与所述第一控制组件电连接，每个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上对应设

置有至少一个所述测距机构，所述测距机构用于测量接受训练的飞鸟与其所对应所述第一

自动投食机之间的距离；

[0030] 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根据所述距离控制与所述测距机构对应的所述第一自动投食

机投放饲料的距离。

[0031] 在本公开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包括：

[0032] 多个摄像机构，所述摄像机构用于摄取接受训练的飞鸟的影像，每个所述第一自

动投食机上对应设置有至少一个所述摄像机构；

[0033] 图像分析模块，用于接收多个所述摄像机构摄取的所述影像，并对所述影像进行

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传输至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根据分析结果控制与所

述摄像机构对应的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以及所述第一发声机构的开关。

[0034] 在本公开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包括：

[0035] 时钟模块，与所述第一控制组件电连接，用于为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提供时间；

[0036] 所述第一控制组件根据所述时间控制所述第一自动投食机以及所述第一发声机

构的开关。

[0037] 在本公开的一种示例性实施例中，所述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包括：

[0038] 第二自动投食机，设于鸟棚舍内，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投放饲料；

[0039] 第二发声机构，设于所述鸟棚舍内，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设的声音；

[0040] 第二控制组件，与所述第二自动投食机以及所述第二发声机构电连接，用于控制

所述第二自动投食机以及所述第二发声机构的开关。

[0041] 由上述技术方案可知，本发明具备以下优点和积极效果中的至少之一：

[0042] 本发明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设置有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多个第一发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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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以及第一控制组件，每个第一自动投食机上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一发声机构；通过第一控

制组件分别控制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及其上设置的第一发声机构在设定时间进行投放饲

料和提供预设的声音。在训练时，第一发声机构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设的声音，同时，

第一自动投食机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投放饲料，使接收训练的飞鸟形成条件反射，听到预设

声音的时候会有饲料投放。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之间设有预设距离，而且多个第一自动投

食机及其上设置的第一发声机构在设定时间进行投放饲料和提供预设的声音，能够使飞鸟

在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之间来回飞行，达到训练目的；因此，使用该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

可以代替训练人员大部分工作，从而降低训练人员的工作量。

附图说明

[0043] 通过参照附图详细描述其示例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上述和其它特征及优点将变得

更加明显。

[0044] 图1是本发明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5] 图2是本发明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的结构示意框图；

[0046] 图中主要元件附图标记说明如下：1、支架；2、第一自动投食机；21、饲料容纳腔体；

22、压力储气罐；23、通气管道；24、开关板；25、蜗轮；26、蜗杆；27、底导向板；28、折弯板；29、

侧导向板；3、第一发声机构；4、第一控制组件；5、挂钩；6、过滤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现在将参考附图更全面地描述示例实施方式。然而，示例实施方式能够以多种形

式实施，且不应被理解为限于在此阐述的实施方式；相反，提供这些实施方式使得本发明将

全面和完整，并将示例实施方式的构思全面地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图中相同的附图

标记表示相同或类似的结构，因而将省略它们的详细描述。

[0048] 参照图1所示，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可以包括第一控制组件4、多个第一自动投

食机2以及多个第一发声机构3等等。该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可以用于训练飞鸟，使飞鸟

在多地之间来回飞行。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可以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投放饲料，多个第

一自动投食机2之间设有预设距离；多个第一发声机构3可以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

设的声音，每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上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一发声机构3；第一控制组件4分别与

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以及多个第一发声机构3电连接，可以用于分别控制多个第一自动投

食机2及其上设置的第一发声机构3在设定时间进行投放饲料和提供预设的声音。

[0049] 第一自动投食机2可以包括饲料容纳腔体21、开关组件、导向组件以及压力储气罐

22等等。压力储气罐22可以通过通气管道23连接于所述导向组件，通气管道23上设置有电

磁阀，电磁阀电连接于第一控制组件4，通过第一控制组件4控制电磁阀开启大小以及关闭，

通过电磁阀开启大小控制压力储气罐22输出的加压气体的的压力。通过压力储气罐22内的

加压气体可以将投放在导向组件的饲料吹出导向组件，完成饲料投放。

[0050] 饲料容纳腔体21用于盛放饲料，饲料容纳腔体21固定在支架1上。在本示例实施方

式中，饲料容纳腔体21设置为倒置的截头棱锥状。其上端设置有上部开口，上部开口用于放

入饲料，其下端设置有饲料投放口，饲料可通过饲料投放口流出。如此设置，使饲料通过重

力作用自动从饲料投放口流出，而且截头棱锥状的饲料容纳腔体21的侧壁是倾斜的，饲料

说　明　书 3/8 页

6

CN 107889769 B

6



投放口设置在最下端，使饲料能够全部流出饲料容纳腔体21，而不会产生如平面底部形成

的剩余少量饲料无法从饲料投放口流出的现象。当然，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理解的是，饲料

容纳腔体21也可以设置为倒置的截头圆锥状、设计为截面为“V”字形或“U”字形，将饲料投

放口设置在最底部即可。

[0051] 在饲料投放口设置有开关组件，开关组件可以用于打开或关闭所述饲料投放口。

在本示例实施方式中，开关组件可以包括开关板24、驱动电机、蜗轮25以及蜗杆26等等。开

关板24设于饲料投放口，开关板24的阻挡面积大于饲料投放口的开口面积，开关板24关闭

时能够将饲料投放口封闭，避免饲料容纳腔体21内的饲料流出。在饲料容纳腔体21外固定

有驱动电机，驱动电机具有驱动轴，驱动轴上连接有蜗轮25；开关板24上连接有蜗杆26，蜗

杆26与蜗轮25能够啮合；电机转动带动蜗轮25转动，蜗轮25转动带动蜗杆26作直线运动，从

而带动开关板24的打开或关闭。驱动电机与第一控制组件4电连接，通过第一控制组件4控

制驱动电机的启动或关闭。另外，也可以通过齿轮与齿条配合的形式驱动开关板24的打开

或关闭；还可以通过直线电机直接带动开关板24的打开或关闭。

[0052] 在饲料投放口外设置有导向组件，导向组件用于给投放的饲料进行导向。饲料流

出饲料投放口后由于重力作用会直接散落在地面，但是需要将饲料投放到预设位置，需要

导向组件进行导向。在本示例实施方式中，导向组件包括底导向板27以及两个侧导向板29：

底导向板27设于饲料投放口下，底导向板27的一端与饲料投放口的一侧连接，且在底导向

板27的靠近饲料投放口的一侧设置有与通气管道23连接的通孔；具体而言，底导向板27相

对于水平面向上倾斜设置，使的饲料能够向上倾斜喷出，能够喷到较远的位置。底导向板27

的靠近饲料投放口的一侧向上折弯形成折弯板28，折弯板28与饲料投放口的一侧连接，且

折弯板28与饲料投放口的一侧之间还设置有用于供开关板24通过的通孔，在折弯板28上还

设置有与通气管道23连接的通孔。两个侧导向板29分别设于底导向板27的两侧，侧导向板

29与底导向板27以及饲料容纳腔体21连接形成一导向通道，在远离饲料投放口的一侧底导

向板27与侧导向板29以及饲料容纳腔体21形成饲料喷出口。在本发明的其他例实施方式

中，导向组件可以为一端连接于所述饲料投放口的导向管，且在导向管上设置有与通气管

道23连接的通孔。在饲料落入导线管后，给导线管通入加压气体，通过加压气体将饲料从导

向管的另一端喷出。

[0053] 进一步的，在通气管道23与导向组件连接的一端口部可以设置有过滤网6，过滤网

6防止饲料进入通气管道23以及压力储气罐22。还可以设置一挂钩5将通气管道23挂起，使

通气管道23的一部分的高度高于饲料投放口的高度来避免饲料进入压力储气罐22；当然，

也可以直接将压力储气罐22设置在较高的位置。

[0054] 在每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上可以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一发声机构3，第一发声机构3

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设的声音，第一自动投食机2与其上所安装的第一发声机构3

基本同时工作。在本示例实施方式中，预设的声音可以是训练人员的声音，也可以是成年同

类飞鸟的声音，第一发声机构3可以是各种声音播放器。

[0055] 参照图2所示，第一控制组件4可以与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以及多个第一发声机

构3电连接，第一控制组件4可以用于分别控制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及其上设置的第一发

声机构3在设定时间同时进行投放饲料和提供预设的声音。一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及其上设

置的第一发声机构3形成一组训练装置，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及其上设置的第一发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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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成多组训练装置。每组训练装置之间设置有设定的距离，第一控制组件4可以控制多组

训练装置在设定时间进行投放饲料和提供预设的声音，每组训练装置的投放饲料和提供预

设的声音可以是在同时进行，也可以相隔一定时间，通过饲料投放和预设的声音可以召唤

飞鸟向该组训练装置周围汇集，多组训练装置分时投放饲料和提供预设声音可以使飞鸟在

多组训练装置之间来回飞行。在本示例实施方式中，所述第一控制组件4可以为单片机、微

处理器、工控机等等。

[0056] 进一步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可以包括多个测距机构，测距机构可以与第

一控制组件4电连接，每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上对应设置有至少一个测距机构，测距机构用

于测量接受训练的飞鸟与其所对应第一自动投食机2之间的距离；第一控制组件4根据距离

控制与测距机构对应的第一自动投食机2投放饲料的距离。在训练时，需要将饲料投放在飞

鸟所在的区域。在第一控制组件4内存储有压力储气罐22的阀门的开启大小、气压与投放距

离的对应数据，通过测距机构可以测量飞鸟与第一自动投食机2之间的距离并将该距离数

据传输给第一控制组件4，第一控制组件4将该距离数据与存储的数据进行比较，确定所需

要的气压大小以及压力储气罐22的电磁阀需要开启的大小，控制压力储气罐22的电磁阀开

启相应的大小，从而将饲料投放在飞鸟所在区域。在本示例实施方式中，测距机构可以为激

光测距仪、超声波测距仪、红外测距仪中的一种或多种。

[0057] 在初始训练时，飞鸟还不能够从一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的位置飞行到另一个第一

自动投食机2的位置，需要对其进行引导，可以将该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安装在可运动的

车或船上，通过车或船带动将该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运动，并对飞鸟进行引导。

[0058] 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可以包括多个摄像机构以及图像分析模块，每个第一自

动投食机2上对应设置有至少一个摄像机构，摄像机构用于摄取接受训练的飞鸟的影像；图

像分析模块用于接收多个摄像机构摄取的影像，并对影像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传输至

第一控制组件4，第一控制组件4根据分析结果控制与摄像机构对应的第一自动投食机2以

及第一发声机构3的开关。在初始训练时，飞鸟还不能够从一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的位置飞

行到另一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的位置，需要对其进行引导，而且在训练过程需要根据飞鸟的

体力进行休息或投食，需要感测飞鸟是否疲乏需要休息，通过摄像机构可以摄取飞鸟的图

像，通过图像分析模块可以分析飞鸟是否已经疲乏、体力不支需要休息，例如，陆续有飞鸟

不再跟随第一自动投食机2飞行已经落地，可以表现飞鸟需要休息；还可以通过感测飞鸟的

飞行速度明显减慢来表现飞鸟需要休息。摄像机构以及图像分析模块均为现有技术中已经

发展很成熟的产品，图像分析的方法也已经是发展很成熟的技术，此处均采用现有技术，所

以在此不再赘述。

[0059] 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可以包括时钟模块，时钟模块与第一控制组件4电连接，

用于为第一控制组件4提供时间；第一控制组件4根据时间控制第一自动投食机2以及第一

发声机构3的开关。对飞鸟的饲喂需要定时定量，可以在第一控制组件4中预先输入需要饲

喂的时间，第一控制组件4将从时钟模块接收的时间与预先输入的时间进行比较，到达预先

输入的时间时，第一控制组件4控制第一自动投食机2进行投食以及第一发声机构3发出预

设的声音。

[0060] 本发明的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设置有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多个第一发声机

构3以及第一控制组件4，每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上设置有至少一个第一发声机构3；通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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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控制组件4分别控制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及其上设置的第一发声机构3在设定时间进行

投放饲料和提供预设的声音。在训练时，第一发声机构3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设的声

音，同时，第一自动投食机2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投放饲料，使接收训练的飞鸟形成条件反射，

听到预设声音的时候会有饲料投放。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之间设有预设距离，而且多个第

一自动投食机2及其上设置的第一发声机构3在设定时间进行投放饲料和提供预设的声音，

能够使飞鸟在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之间来回飞行，达到训练目的；因此，使用该飞鸟多地

往返训练系统可以代替训练人员大部分工作，从而降低训练人员的工作量。

[0061] 但是，该训练也可以从雏鸟开始训练，需要让飞鸟熟悉预设的声音以及自动投食

机形成条件反射，使飞鸟在初始陆地训练时就能对预设的声音以及自动投食机产生依恋以

及跟随的习性。该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可以包括第二自动投食机、第二发声机构以及

第二控制组件；第二自动投食机可以设于鸟棚舍内，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投放饲料；第二

发声机构可以设于鸟棚舍内，用于向接受训练的飞鸟提供预设的声音；第二控制组件可以

与第二自动投食机以及第二发声机构电连接，用于控制第二自动投食机以及第二发声机构

的开关。第二自动投食机与第一自动投食机2、第二发声机构与第一发声机构3以及第二控

制组件与第一控制组件4的结构基本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62] 进一步的，该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还可以包括手推移动机构，第二自动投食机、

第二发声机构以及第二控制组件均可以安装到该手推移动机构，通过手推移动机构可以带

动第二自动投食机、第二发声机构以及第二控制组件运动。手推移动机构可以是自制的手

推小车、电动手推小车等等。

[0063] 本发明中所指的飞鸟包括鸿雁(Anser  cygnoides)、灰雁(Anser  anser)、斑头雁

(Anser  indicus)、赤麻鸭(Tadorna  ferruginea)、大天鹅(Cygnus  cygnus)等等。

[0064] 下面对本发明的一种飞鸟多地往返训练系统的使用方法进行具体说明：

[0065] 一、雏鸟的驯养阶段：选择健康状况良好的雏鸟，鸟棚舍需要地面干燥，且通风、采

光良好。雏鸟白天在鸟棚舍外自由活动采食，夜晚入鸟棚舍内，防风、避免惊吓。喂食的饲料

为青饲料和配合饲料各占50％，每天饲喂4～5次，其中上午饲喂2次，下午饲喂2次，夜间饲

喂1次。青饲料以青草和当季蔬菜(如甘蓝)为主，切细丝后投喂；配合饲料为玉米面混合豆

粕等配料预制颗粒。在鸟棚舍中设置有第二自动投食机、第二发声机构以及第二控制组件。

日间饲料的投喂需要限时限量，在规定的时间，由第二自动投食机投喂饲料，在投喂饲料的

同时第二发声机构工作发出预设声音，培养雏鸟对预设声音以及进食的条件反射，而且培

养雏鸟对投食机构的认可；此时驯养员可以来回行走查看雏鸟的进食情况以及健康状态，

培养雏鸟与驯养员亲近；夜间将配好饲料放于食盆中，由雏鸟自由采食。水、游览车

[0066] 二、中鸟的驯养阶段：中鸟是指30日龄至70日龄左右的飞鸟。该时期的鸟以成长体

型为主，附以适当的训练。主要保证鸟的健康生长，良好发育。该时期鸟的饲喂主要以配合

饲料为主，训练时混合投喂飞鸟更喜食的青饲料，夜间也可补饲一些谷物或其他粗饲料。

[0067] 中鸟的饲喂：中鸟的消化道容积较雏鸟阶段已增大很多，消化力强，采食量大，对

外界环境的适应性及抵抗力增强。该阶段是幼鸟生长最快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早期主

要以饲喂为主，训练为辅。日间饲喂4次，且定时定量，夜间补饲1次。日间的早晚两次饲喂可

以在鸟棚舍内进行，中间的两次饲喂可以在训练过程进行。

[0068] 中鸟的跟随训练：在鸟棚舍内进行饲喂时，可以将第二自动投食机、第二发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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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二控制组件均可以安装到手推移动机构上，手推移动机构缓慢移动，通过手推移动

机构可以带动第二自动投食机、第二发声机构以及第二控制组件运动。在规定的饲喂时间，

手推移动机构缓慢移动带动第二自动投食机、第二发声机构以及第二控制组件运动，由第

二自动投食机投喂饲料，在投喂饲料的同时第二发声机构工作发声，加强中鸟与对第二自

动投食机以及第二发声机构的跟随的习性；此时驯养员可以来回行走查看中鸟的进食情况

以及健康状态，也可以推动手推移动机构移动，培养中鸟与驯养员的依恋度；夜间将配好饲

料放于食盆中，由中鸟自由采食。

[0069] 中鸟的自动回鸟棚舍训练：随着中鸟日龄增长、抵抗力增强，训练中开始加强。每

日上午、下午驯养员将中鸟驱赶出鸟棚舍嬉玩，然后通过食物的饲喂，吸引中鸟回到鸟棚舍

内，在规定的回鸟棚舍时间，手推移动机构缓慢移动带动第二自动投食机、第二发声机构以

及第二控制组件运动，由第二自动投食机投喂饲料，在投喂饲料的同时第二发声机构工作

发声，加强中鸟与对第二自动投食机以及第二发声机构的跟随的习性；此时驯养员可以来

回行走查看中鸟的进食情况以及健康状态，也可以推动手推移动机构移动，培养中鸟与驯

养员的依恋度；养成鸟自动回鸟棚舍的习惯。

[0070] 三、成鸟的驯养阶段：成鸟指70日龄以后进入正式驯养过程的半成体至完成体飞

鸟。此阶段的日间饲喂定时定量，青饲料为主，饲喂在训练过程中完成，夜间根据鸟群的实

际情况酌量补饲配合饲料和谷物，保证成鸟的营养充分，健康成长。

[0071] 经过中期的自动回鸟棚舍训练后，鸟群已经基本达到在开放陆地召之即回的效

果，此时的喂食过程也是加强训练的过程。

[0072] 成鸟的驯养初期，由于70日龄的鸟还不能顺利飞行，此阶段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

之间的预设距离较小，而且将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分别安装在车或船上，驯养员驾车或船

对飞鸟进行引导。例如，在第一时间段驯养员驾车向一号方向行驶并控制一号第一自动投

食机2投喂饲料，同时一号第一发声机构3发出预设声音，让鸟群在车后随行采食；在第二时

间段驯养员驾车向二号方向行驶并控制二号第一自动投食机2投喂饲料，同时二号第一发

声机构3发出预设声音，让鸟群在车后随行采食。

[0073] 成鸟的驯养中期，加大多个第一自动投食机2之间的预设距离；当部分成鸟开始振

翅学飞的时候，在第一时间段训练中驯养员则控制车快速向一号方向行驶一段距离，拉开

与鸟群的距离，通过一号第一发声机构3的声音呼唤成鸟迅速向车和驯养员靠拢，靠拢后通

过一号第一自动投食机2给予在车周围的成鸟食物投喂奖励。在第二时间段训练中驯养员

则控制车快速向二号方向行驶一段距离，拉开与鸟群的距离，通过二号第一发声机构3的声

音呼唤成鸟迅速向车和驯养员靠拢，靠拢后通过一号第一自动投食机2给予在车周围的成

鸟食物投喂奖励。不断的通过这个过程强化成鸟的记忆，从而形成通过第一发声机构3的声

音呼唤飞行的习惯。

[0074] 成鸟的驯养后期，当鸟群全部都已经长成，可以全部飞行的阶段，多个第一自动投

食机2之间的距离基本为预设距离，通过一号第一发声机构3的声音呼唤成鸟迅速向第一自

动投食机2和驯养员靠拢，并同时通过一号第一自动投食机2投放饲料；在鸟恢复体力后，通

过二号第一发声机构3的声音呼唤成鸟迅速向第一自动投食机2和驯养员靠拢，并同时通过

二号第一自动投食机2投放饲料；等成鸟恢复大部分体力后，重复训练过程。此阶段的训练

每日训练要保证4次以上，每次15分钟～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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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四、适飞期鸟的驯养阶段：适飞期的鸟是指成鸟训练完成后至该鸟发育成熟至繁

殖期之前的成鸟。此阶段的日间饲喂定时定量，以配合饲料和谷物为主，饲喂主要在训练过

程中完成，夜间根据鸟群的实际情况酌量补饲配合饲料，要保证成鸟的营养充分，体力良

好。

[0076] 适飞期的训练：成鸟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已经养成了通过第一发声机构3的声音

呼唤飞行的习惯，因此适飞期的训练主要以保持为主，每日训练不少于2次，每次飞行的时

间和强度不应低于成鸟训练期。

[0077] 在定时定量饲喂时，可以通过时钟模块提供时间参数，在第一控制组件4以及第二

控制组件中预先输入需要饲喂的时间，第一控制组件4以及第二控制组件将从时钟模块接

收的时间与预先输入的时间进行比较，到达预先输入的时间时，第一控制组件4控制第一自

动投食机2进行投食以及第一发声机构33发出预设的声音；同理，第二控制组件控制第二自

动投食机进行投食以及第二发声机构发出预设的声音。

[0078] 上述所描述的特征、结构或特性可以以任何合适的方式结合在一个或更多实施方

式中，如有可能，各实施例中所讨论的特征是可互换的。在上面的描述中，提供许多具体细

节从而给出对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充分理解。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意识到，可以实践本

发明的技术方案而没有所述特定细节中的一个或更多，或者可以采用其它的方法、组件、材

料等。在其它情况下，不详细示出或描述公知结构、材料或者操作以避免模糊本发明的各方

面。

[0079] 虽然本说明书中使用相对性的用语，例如“上”“下”来描述图标的一个组件对于另

一组件的相对关系，但是这些术语用于本说明书中仅出于方便，例如根据附图中所述的示

例的方向。能理解的是，如果将图标的机构翻转使其上下颠倒，则所叙述在“上”的组件将会

成为在“下”的组件。其他相对性的用语，例如“顶”“底”等也作具有类似含义。当某结构在其

它结构“上”时，有可能是指某结构一体形成于其它结构上，或指某结构“直接”设置在其它

结构上，或指某结构通过另一结构“间接”设置在其它结构上。

[0080] 本说明书中，用语“一个”、“一”、“该”、“所述”和“至少一个”用以表示存在一个或

多个要素/组成部分/等；用语“包含”、“包括”和“具有”用以表示开放式的包括在内的意思

并且是指除了列出的要素/组成部分/等之外还可存在另外的要素/组成部分/等；用语“第

一”和“第二”等仅作为标记使用，不是对其对象的数量限制。

[0081] 应可理解的是，本发明不将其应用限制到本说明书提出的部件的详细结构和布置

方式。本发明能够具有其他实施方式，并且能够以多种方式实现并且执行。前述变形形式和

修改形式落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应可理解的是，本说明书公开和限定的本发明延伸到文中

和/或附图中提到或明显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特征的所有可替代组合。所有这些不同的

组合构成本发明的多个可替代方面。本说明书所述的实施方式说明了已知用于实现本发明

的最佳方式，并且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利用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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