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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蛋白原料对生长鹅生长性能及盲肠微生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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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选取300只健康、活泼的28日龄豁眼鹅，公母各半，体重为l 142．68(±50．64)g，随机分为3组，分别是血粉3％组、膨化

血粉3％组和鱼粉3％组，每组设5次重复，每次重复20只鹅，试验时间28 d，研究在相同营养水平条件下．等比例的血粉、膨化血

粉以及鱼粉对生长鹅乍长性能和盲肠微乍物菌群的影响和膨化血粉替代鱼粉的可行性。结果表明：平均日增童、饲料转化率以及

盲肠内容物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数豉的高低顺序为鱼粉组>膨化m粉组>血粉组，鱼粉组与膨化IIIL粉组之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

著高于血粉组(P<0．05)。结果说明膨化ⅡiL粉的饲喂效果显著好于血粉，在生长鹅13粮中可以3％比例等量替代鱼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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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ee hundred 28一day—old Huoyan geese with 1 142．68(±50．64)g body weight(females：male=1：1)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3 groups。5 replications each group，20 geese each replication．3％blood meal。3％expanded blood meal and 3％fish meal

were added to the 3 groups respictively at the same trophic level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ree different protein feed on growth performance

and caecum microorganism and to investigate the feasibility if the expanded blood meal could substitute for the fish meal in growing geese

diet．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order of average daily gain，feed conversion rate and the population of lactobacillus and

bifldobacterium in caecum content was fish meal group>expanded blood meal group>bleod meal group．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ish meal group and expanded blood meal group．But they were higher than the blood meal group(P<O．05)．The result of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the feeding effect of the expanding blood meal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blood meal，moreover expanding blood meal

in the diet of growing goose Can replace the salne proportion of fish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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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粉是一种重要的动物性蛋白质饲料．蛋白质含量高

达80％以上，但氨基酸组成不合理，利用率低，限制了其

在动物日粮中的应用。对血粉进行膨化处理，可以改善血

粉品质。鱼粉被公认为是一种优质的动物性蛋白饲料，但

价格昂贵。合理利用蛋白质饲料，是提高动物生产性能和

缓解蛋白质饲料资源紧缺的重要措施。日粮中蛋白质含量

和质量影响动物的生长性能，肠道同有的微生物区系对动

物生长性能和抗病能力也有很大影响111：肉鸡盲肠内固有

的正常菌群主要是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大肠杆菌等121。

本试验主要探讨血粉、膨化血粉以及鱼粉对生长鹅生长性

能和盲肠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大肠杆菌的影响．确定不

同蛋白质饲料的饲喂效果，为生产实践中合理应用提供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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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与方法

1．1蛋白质饲料来源及主要营养成分

1．1．1血粉购于河南省原阳县大兴饲料设备有限公司．

含粗蛋白质81．30％、赖氨酸6．67％、蛋氨酸+胱氨酸

1．71％、色氨酸1．1l％、总磷0．14％、钙0．16％(均为实测

值)。

1．1．2膨化血粉购于河南省原阳县大兴饲料设备有限

公司，含粗蛋白质83．00％、赖6．80％、蛋氨酸+胱氨酸

1．72％、色氨酸1．1l％、总磷0．15％、钙0．17％(均为实测

值)。

1．1．3 鱼粉 购于河南郑州饲料市场。含粗蛋白质

65．40％、赖氨酸5．34％、蛋氨酸+胱氨酸2．34％、色氨酸

0．80％、总磷2．50％、钙3．66％(均为实测值)。

1．2试验动物及设计

选取300只健康、活泼的28日龄豁眼鹅，公母各半，体

重l 142．68(_-t50．64)g，随机分为3组，在保证各组鹅正常生

长和相同的代谢能、粗蛋白质、钙、有效磷、赖氨酸、蛋氨酸

和色氨酸水平下，分别在日粮中添加3％的血粉、膨化血粉、

鱼粉，每组设5次重复，每次重复20只鹅，试验时间2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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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鹅采用平养方式，分栏饲养，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并严

格按照饲养管理制度进行饲养管理。试验结束时，从每组

鹅中随机抽出10只屠宰。收集盲肠及其内容物，冻存备用。

1．3试验日粮

参考NRC鹅营养需要，严格按照试验设计要求配制

13粮．日粮组成见表l。各组营养水平相同，代谢能11．5l

MJ／kg，粗蛋白质15．0％，钙0．80％，有效磷0．40％，赖氨酸

0．95％，蛋+胱氨酸0．67％，色氨酸0．16％。

表1试验日粮组成(％)

注：每公斤试验F1粮中添加：维乍素A 300001U；维尘素D，50001U；维生索E 20IU；维生素K3 8mg；维生素B。5mg；维乍素B2 10mg；烟

酸60mg：维生索B6 5mg：泛酸10mg；吡哆醇3mg；生物素0．1mg；胆碱1000mg；叶酸lmg；维生素B12 20斗g；铜5rag；铁100mg；锰80mg；锌100

n培；硒O．1mg；钴O．15mg；g目0．4mg。

1．4测定指标及方法

1．4．1 生长性能指标的测定方法称重：当天早上8：00

给试验鹅断料。断料4 h后李腹称重．同时称剩余饲料重．

然后统计从28日龄到56日龄生长鹅的平均Et增重、平均

日采食量和料重比。

料重比=总采食量(g)／总增重(g)

平均t-t增重(g)=总增重(g)／(试验天数×只数)

平均日采食量(g)=总采食量(g)／(试验天数×只数)

1．4．2盲肠微生物的测定方法(1)采样与样本处理。将

冷冻的盲肠用自来水冲淋解冻．测定其中食糜千物质含量

和pH。在超净台中用2层无菌纱布过滤食糜，滤液(液相)

置于加玻璃珠的j角瓶中。称取一定最过滤后的食糜(固

相)于三角瓶中，用PBS稀释lO倍。(2)细菌接种与培养方

法。培养基的配制：双歧杆菌用BBL培养基、乳酸杆菌用

MRS培养基、大肠杆菌用EMB培养基、肠道菌增菌用肉

汤(EE肉汤)、乳酸杆菌用选择性培养基AC、麦康凯琼脂

培养基等均购自北京：普通琼脂培养基、普通肉汤培养基

按常规方法配制。细菌接种与培养：内容物及黏膜的接种

稀释度均为10～～10—s。一个平皿滴种3个稀释度，每个稀

释度重复5滴。每滴25恤L，各相依次由高稀释度到低稀

释度滴种。需氧培养参照陈天寿13t的方法进行。使用厌氧培

养罐按说明书进行厌氧培养。(3)细菌计数。选菌落生长疏

密适当的稀释度计菌数．求出5滴样品菌落形成单位

(CFU)平均值，各相细菌的菌落形成单位(CFU)=菌落数均

值x40x稀释倍数。

15数据处理和统计方法

以试验处理为单位，用SAS统计软件的ANOVA程序

进行方差分析．用Duncan法进行多重比较14t。结果用平均

值±标准差表示。

表2不同蛋白原料对生长鹅生长性能的影响

注：表中同列数据后小写英文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显著．表3

鱼粉组、血粉组的平均日采食量呈一定下降趋势。但各处

理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2．2盲肠内容物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和大肠杆菌数量

从表3可以看出．在生长鹅的整个盲肠内容物中，均

存在一定数量的双歧杆菌、大肠杆菌和乳酸杆菌，且乳酸

杆菌为优势菌．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数量均极显著高出

大肠杆菌l 000倍以上(P<0．01)。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

数量，3％鱼粉组>3％膨化血粉组>3％血粉组；而大肠杆菌

的数量。在3组之问正好相反，3％鱼粉组<3％膨化血粉

组<3％血粉组。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数量在鱼粉组和膨

化血粉组之间差异不显著．但都显著高于血粉组；大肠杆

菌的数量在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表3不同蛋白原料对生长鹅盲肠微生物的影响

注：大肠杆荫的数琏表示为(平均值±标准误)xltY CFU／g,双

歧杆菌和乳酸菌为(平均值±标准误)x107 CFU／g。

2结果与分析 3结论与讨论

2．1生长性能

不同蛋白原料对生长鹅生长性能的影响结果见表2。

与血粉组相比．膨化血粉组与鱼粉组料重比分别降低

12．53％、13．90％(P<0．05)，平均日增重分别显著提高

20．33％、21．52％，但后两者之间差异不显著：膨化血粉组、

3．1不同蛋白原料对生长鹅生长性能的影响

从本次试验结果可以看出，在生长鹅日粮中添加3％

膨化血粉，与添加3％血粉相比，平均日增重、饲料转化率

显著提高，日采食量也增多；与添加3％鱼粉相比，平均日

增重、饲料转化率略低，平均日采食量稍高。但差异均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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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说明膨化血粉的饲喂效果明显好于普通血粉，且可与

鱼粉相媲美。

关于膨化血粉在动物日粮中的饲喂效果以及是否能

够替代鱼粉、替代的适宜比例问题，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

范宏刚等15j研究结果表明．在生长犬日粮中用5％～10％的

膨化血粉替代鱼粉是可行的。刘运枫等f6l在肉鸡饲养试验

中发现。添加2％膨化血粉的饲喂效果显著好于添加2％

普通血粉，与添加2％鱼粉相比，平均体重也有所增加，但

差异不显著；说明膨化血粉的品质显著优于普通血粉，在

添加比例为2％的情况下，膨化血粉可以替代龟粉。刘延

贺等171研究结果表明，在生长猪日粮中添加3％膨化血粉．

与添加3％鱼粉相比，猪的平均日增重降低1．19％．平均日

采食量增加2．19％，料重比降低3．48％，但差异均不显著，

说明在同样的基础日粮配方条件下．以3％膨化血粉替代

等量鱼粉是可行的。

血粉的饲喂效果不如膨化血粉和鱼粉．而膨化血粉则

可以替代一定比例的鱼粉，并达到较好的饲养效果．主要

原因是：(1)膨化后血粉的粗细胞壁破裂，细胞内含的营养

物质被释放出来，有利于消化吸收；同时．膨化使蛋白质充

分变性，蛋白消化酶容易进入到蛋白质内部．扩大了蛋白

消化酶与蛋白质接触面积，提高蛋白质消化率，进而改善

动物生产性能和饲料转化率。(2)膨化后的血粉具有浓厚

的膨化焦香味道，适口性好，动物采食量提高。(3)在膨化过

程中，由于高温、高压作用，_ⅡT破坏物料中的抑制生长因子，

杀死被污染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提高饲料卫生质量[81。

3．2不同蛋白原料对生长鹅盲肠微生物的影响

动物消化系统对养分的消化吸收能力，部分依赖于肠

道中寄生的微生物菌群分布及其总量；日粮成分和养分

浓度的变化对肠道微生物菌群数量有显著的影II[甸191。盲肠

是消化道微生物活动最多和最适宜的器官．j e巾厌氧菌

占主导地位(主要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IlOJ。鹅能够利

用日粮中的部分粗纤维．主要依靠盲肠微生物发酵作用：

肠道蠕动使小肠内容物进入盲肠，逆蠕动则使直肠内容

物倒流人盲肠．盲肠本身缓慢蠕动与逆蠕动使内容物得

以充分混合，为微生物发酵作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本试验中，3％膨化血粉组盲肠内容物中乳酸杆菌、

双歧杆菌的数量与3％鱼粉组差异不显著．但显著高于血

粉组。这一结果与生长性能结果相吻合，揭示了动物的生

长性能不仅受日粮类型影响．也与肠道微生物菌群有密

切关系；研究在生长鹅日粮中添加不同蛋白质饲料对盲

肠微生物的影响。有助于理解生长鹅生长性能不良及其

固有微生物区系排斥病原菌失败的原因．提高鹅生产性

能。

与血粉相比。适宜膨化血粉添加量可以增加盲肠内有

益菌落(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数量，其原因可能是膨化

作用有效地杀死了有害细菌(如沙门氏菌等)．提高了饲料

效价，降低食糜通过消化道速度。使食糜停留时间延长．微

生物活动减少了消化道内的氧气．有利于盲肠厌氧微生

物的繁殖。

33膨化血粉使用注意事项及替代鱼粉的比例问题

膨化血粉的蛋白质含量很高，但第一限制性氨基酸异

亮氨酸、第二限制性氨基酸蛋氨酸的含量明显低于鱼粉．

氨基酸之间的比例不适宜，化学评分只有13。因此，在含

有膨化血粉的猪禽日粮中要注意平衡这两种氨基酸，以提

高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和饲喂效果。

试验中血粉、膨化血粉、鱼粉添加比例的确定．应以血

粉、膨化血粉能够正常发挥作用为基础。血粉在仔鸡日粮

中的用量一般在2％以下⋯1，Tabinda等f121研究结果表明．在

肉鸡日粮中3％血粉使用量效果最好：膨化血粉蛋白质品

质比血粉好，有香味，但仍有一定的血腥味，若用量过大，

会降低动物采食量和日粮蛋白质的利用率．甚至可能引起

腹泻，影响生长。因此。在本次试验设计中，3种动物性蛋

白质饲料的使朋比例定为3％．结果表明以3％膨化血粉

等比例替代鱼粉是可行的。但其他添加比例是否更合适．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在豁眼鹅生长鹅日粮中等比例添加不同蛋白质饲料，

饲养效果不同。平均日增重、饲料转化率以及肓肠内容物

中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的数量，以鱼粉3％组最高，膨化

血粉3％组次之，血粉3％组最低：鱼粉3％组与膨化血粉

3％组之间无显著性差异。但都娃著高于缸粉3％组。说明

在本试验条件下。膨化血粉作为一种重要的动物性蛋白质

饲料资源，通过氨基酸平衡手段．可以3％比例等量替代

鱼粉用于生长鹅日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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