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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补饲水平对妊娠奴比亚羊母羊体重体尺变化的影响

冷静1。王刚1，朱仁俊1，左志安2，杨舒黎1，苟潇1。毛华明1

(1．云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云南省动物营养与饲料重点实验室，云南昆明65020l；

2．云南商务信息工程学校，云南昆明650204)

掎要：选择75只12月龄努比亚羊集中配种，配种后将母羊随机分为3组，分别朴饲复合预混料+尿素、浓缩料和精料补充

料。在配种(0 d)、妊娠100 d、妊娠150 d进行体重、体尺测耸和体况指数计算。研究结果表明：补饲精料补充料的母羊体重和体尺

均大于补饲浓缩料组和补饲尿素组，3组之间存在明硅差异。母羊体况指数(BcJ)随妊娠期而上升，3组r日】存在显著差异。以体重

(y)、胸围(xI)和体高(z2)建立的最优回归方程为：y=一38．330+0．630l+O．3‰2，兄2：o．7547。

关键词：努比亚母羊：补饲：体重；体尺；体况指数《BCi>

中图分类号：S82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l004．874X(2011)Ol-012锄2

Ef|fects 0f different supplementary feeding leVels on body weight and body

measurements in different pregnant stages of Nubian Ewes

LENG Jing‘，wANG Gan91，zHu Ren-junl，zuO zhi—an2，YANG Shu—lil，GOu xia01，MA0 Hua—mjngl
(1．融以哆矿A越m口sc诂，lce硼d扎c_fI肋￡嘟yⅡnn∞A舭姚llrnf洳抽ersa∥u，l嘲nol，inc谣‰y L曲or呦哆
旷Anim越～眦m如n矾d尼副Sc曲，lc岛Ku，吼ing 650201，C^i们；2．com，舵rc涮』，咖m删泐l西画耻e^增＆舶“

矿y啪m胁沁P，Kz姗“昭650204，吼i删

Abstn吨75 Nubi鲫ew船were鸵lected锄d di“ded into 3妒oup8啪domly．B商des b硝ic铲吆ing'thr∞夸oups of goat8 we他

t陀ated 2％p陀mix and urea 10 g，d (the added urea gmup)．concentration lOO g，d (tIIe added concentmtion gmup)and concentration

肌pplemen蜥on 250 g，d(the added c仰centrati∞Bupplementation)respectively．B0dy weight，body conditions蚰d body si踞we陀me踮ured

且t￡lle breediIlg day，loo—day of Pre缈曲cy锄d 150—day of pre印明cy．11le resIllts Bhwed舳follows：T}Ie added concentrati蚰

supplementation gmup had tIle heaviest body wei咖t蚰d the lenglhiest body m髓surements．there we陀8ignmc蚰t diⅡb代nce眦mng three

gmup8．(BcI)inc陀鹊ed with the duration of pregnancy．the陀were al∞si印ific帅t difference姗ong thr∞gmups．Among body weight∽，
ch∞t me晒urement仁I)锄d witlle鸺heig}lt仁2)existed re妒皓sion eqIlation鹊：产一38．330+O．6hl+o-3敬2。RⅫ．7547．

Key wn州k Nubi舳ew黯；supplemenlary f刹ing；body weigbt；body m嘲u陀ments；b(，dy conditional index(BCI)

奴比亚山羊是云南引进的优良品种之一．具有适应性

强、繁殖力高且生长速度快等特性。云南许多地区多用奴

比亚山羊和当地的云岭黑山羊进行杂交以改善山羊生产

性能ll司．但奴比亚山羊引入云南后由于饲养管理低下．仍

处于靠天养羊的落后状况，严重制约着这一优良品种的

高效利用。为加快奴比亚山羊引人后的发展。研究不同补

饲日粮对其生产性能的影响，寻求合理的补饲日粮水平

以符合山羊的生长需求，取得更好的生产效果．成为急需

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针对补饲对妊娠期奴比亚母羊的体

重体尺和体况指数进行研究，建立了努比亚母羊体重与

体尺的最优回归模型．以期为促进云南山羊养殖业的发

展提供参考。

l材料与方法

1．1试验材料

供试努比亚母羊来自云南马龙华瑞牧业有限公司羊

场。

1．2试验方法

选择75只12月龄发情及体重相近的努比亚母羊进

行集中配种，每只母羊配种后第2 d进行复配。将配种后

的母羊随机分为3组，按表l的补饲方法进行补饲。预饲

期补饲料逐渐增加。直至正式期添加至补饲量。在配种后

(0 d)、妊娠前期末100 d和妊娠后期末150 d对试验羊

进行体重和体尺测量。

衰1母羊补饲方法

组别 补尿素组(1组) 补浓缩料组(2组) 补精料补充料组(3组)

配种一妊娠60d 放牧加补饲全株玉米青r+2％复合预

混料+每只每天109尿素

放牧加补饲全株玉米

青贮+浓缩料100l；／只

放牧加补饲全株玉米青r+

每只每天2509精料补充料

妊娠6肌100d 放牧+2％复合预混料+每只每天109尿素 放牧+浓缩料1009，只 放牧+每只每天2509精科补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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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母羊体尺及体况指数(BCI)测量 分别于配种后O、

100、150 d对供试母羊进行体重(空腹)、体尺和体况指数

(BCI)测量。其中，体高为由肩胛最高点至地面的垂直距

离．体长为由肩端至坐骨结节后端的直线距离．胸围为由

肩胛骨后缘绕胸l周的长度。管围为左前肢管骨最细处的

万方数据



水平周径。BCI为体重／胸围。

1．2．2饲料成分分析 饲料干物质(DM)、粗蛋白(CP)、粗

脂肪(EE)和粗纤维(CF')等饲料成分的分析按《饲料分析及

饲料质量稔测技术》㈣的方法进行。

1．2．3统计分析 统计数据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l2．O

进行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饲料营养成分分析

分别对精料补充料、浓缩料、玉米青贮、牧草等饲料的

DM、CP、EE、CF等饲料成分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2．2母羊体重体尺变化

裹2饲料营养成分(干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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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母羊试验0～150 d体蘑、体尺变化见表3。由表3

可知．3组母羊在试验0 d时体重、体尺和BCI差异均不

显著；妊娠前期末100 d时除管闹外，体重、体尺和BCI均

为l组<2组<3组，3组母羊问存在显著性差异；至妊娠后

期末150 d时体重、体尺和BCI均为l组<2组<3组。

裹3试验母羊体重、体尺变化

从表3可以看出，整个试验周期中变化幅度较大的是

体重和胸嗣。体莺和胸同与肌肉生长、脂肪沉积关系密切．

因此．在不同时期的生理状况以及不同补饲水平下。会造

成同一羊群体重和胸围等表现的差异。从表3可以看出。

随妊娠日龄的增加．各组母羊BCI也在上升．但补饲的日

粮不同对母羊的体况影响较大．且3组间差异显著。管围

在整个试验期变化幅度最小。综合母羊体重体尺及母羊

BCl，补饲精料补充料组(3组)要优于补饲尿素组(1组)

和补饲浓缩料(2组)。在实际生产中对妊娠期母羊进行补

饲时．要根据母羊的生理阶段和对营养物质的需求合理

进行补饲，对体质虚弱的母羊要加强管理和单独补饲。充

分发挥母羊的生产潜力。

2．3努比亚母羊体尺与体重的最优回归分析

家畜体尺数据直接反映家备的体格大小和体躯的结

构和发育等状况．与家畜的生理机能、生产性能、抗病力以

及对外界生活条件的适应能力等密切相关。本试验使用

逐步回归法对努比亚母羊在妊娠期体重体尺的相关性进

行研究，通过胸围(z。)、体高(x：)、体长(戈，)、管嗣(z。)与母

羊体重('，)进行回归。发现4个体尺性状只有胸嗣(x。)和

体高(石2)与母羊体重(，，)的相关系数达显著水平，其中胸

围(茗。)对母羊体疆(_y)的决策系数尺2⋯(0．4547)>体高(茗2)

对母羊体藿(’，)的决策系数尺2㈤(O．2217)，而体长(膏，)、管

围(戈。)与体蕾相关系数未达显著水平．说明胸闱(x．)是12

月龄至17月龄妊娠努比亚母羊体霞的主要决策因素．体

高(z：)次之。闪此，建立12一17月龄努比、亚母羊体重()，)的

最优f111归方程为：y=一38．330+0．63xl+O．3822．尺2=O．7547，具

有较强的参考价值。胸l嗣和体高等性状都是影响体壅的

重要指标。本试验与徐铁山14J、王同军l习和王瑞芳等川报导

的研究结果一致。

3结语

影响动物体重的最主要因素是营养和品种等因素．不

同的补饲水平对妊娠期努比亚母羊体重体尺有较大的影

响，在母羊妊娠阶段，除用于自身的维持需要和生长之外，

大量的能量还要用于满足胎儿的生长，因此．此阶段的补

饲非常童要。从体重体尺相关性分析可知．胸围和体高对

体重的影响最大，且其与体重的相关性也最高。因此在对

努比亚母羊的选育过程中。首要考虑的因素是胸嗣和体

高。为此。在实际生产中运用拟合的数学公式对动物体重

进行估箅及运用体尺指标进行选育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

日粮的营养补充对动物体重体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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