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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摘 要 」 选取 周龄的尼 克红商品蛋鸡 只
,

随机分为 组 一
,

每组 次重 复
,

每重复 只鸡
,

组饲喂玉米
一

豆粕型 日粮
,

不加 复合酶制剂 另外 组 一 饲喂玉米
一

杂粕型 棉粕
、

菜粕和 花生粕 日粮 依次分

别添加 。 , , 。 写和 复合酶制剂
,

研究不 同水平复合酶制剂对采食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蛋鸡的生产

性能
、

蛋品质等常规指标及养分利用率的影 响
,

正试期
。

结果表明
,

在蛋鸡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 中添加复合酶制

剂
,

可降低饲料生产成本
,

提高养殖经济效益 。 复合酶制剂 的添加水平效果最佳
,

与不添加 的 组相 比
,

产蛋

率极显著提高 尸 平均蛋重显著提高 尸 料蛋 比显著降低 尸 。 能量利用率极显著提高

粗蛋 白表观利用率显著提高
。

〔关键词 〕 复合酶制剂 蛋鸡 生产性能 蛋 品质 养分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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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资源短缺是制约我国畜牧业快速发展的主

要因素之一
。

据预测川
,

到 年我国蛋 白质饲料

供给缺 口 为 万
。

因此
,

开发新 的饲料资源是

解决饲料原料不足的主要途径之一
。

长期 以来
,

我国

畜禽 日粮大多是 以豆粕为主要蛋 白饲料 的典型玉米
一

豆粕型
,

导致豆粕供应 日趋紧张
。

豆粕营养特性好
,

但价格较高
。

我国是一个农业

大国
,

各种农副产品
,

如棉籽饼粕
、

菜籽饼粕
、

花生饼

粕
、

芝麻饼粕
、

葵花籽饼粕及某些野生油料植物 黄

须菜 的饼粕等
,

都是较好的蛋 白质饲料资源
。

杂粕

资源丰富
,

价格低廉
,

但 由于其氨基酸组成不平衡
,

蛋 白质消化率低 以及存在抗营养 因子
,

使应用受到

限制
。

合理开发利用杂粕
,

是拓展蛋 白质饲料资源的

一条有效途径
。

研究表明川
,

饲用酶制剂可消除饲料

中抗 营养 因子 的抗 营养作用
。

国 内外 大量研究报

道 , 〕认为
,

复合酶制剂应用 于 以大麦
、

黑麦等非常

规原料为主的 日粮效果显著
,

但应用 于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的研究报道较少
。

本试验研究 了添加不同剂量

复合酶制剂对饲喂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蛋鸡 的生产性

能
、

蛋品质和养分利用率的影响
,

并确定 了复合酶制

剂的最佳添加剂量
,

以为杂粕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

材料与方法

试验设计

选用体重和产蛋率相近 的 周龄健康尼克红

商品蛋鸡 只
,

随机分为 组
,

每组 次重

复
,

每重复 只鸡
。

组饲 喂玉米
一

豆粕型基础 日

粮
,

不加复合酶制剂 日粮 一 组饲喂玉
‘

米
一

杂

粕型基础 日粮
,

并依 次 向 日粮 中添加 。 , 。 ,

。 和 复合酶制剂 分别形成 日粮
, , ,

。

试验 日粮组成及其营养成分见表
。

试验于
一 一 一 一

在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试验农场进行 常规养分含量分析在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营养实验室进行
。

试验用复合酶制剂为广东溢多利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提供的溢多酶
,

是专 门针对在畜禽饲

料 中大量使用棉籽粕
、

菜籽粕
、

花生粕
、

葵花籽粕等

杂粕作为蛋 白源的情况而研制的一种新型绿色添加

剂
,

其主要酶种是纤维素酶
、

木聚糖酶和蛋 白酶
,

兼

有果胶酶
、

甘露聚糖酶和 件葡聚糖酶等
。

每千 克产品

中含有 纤维素酶活性妻 万
,

木聚糖酶活性

万
,

酸性蛋 白酶活性 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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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试验 日粮组成和营养水平

组成
一 吕

日粮
一

玉米
· 一 ’ 。

大豆粕
· 一 ’ 。

棉籽粕
· 一 ’ , 、

菜籽粕八
· 一 ’

花生粕
· 一 ’ 一 、

磷酸氢钙
· 一 ’

一

石粉
· 一 ’ 、

食盐
· 一 ’

氯化胆碱
· 一 ’ 二

大豆油
· 一

预混料
· 一

赖氨酸
· 一 ’ 。

蛋氨酸
· 一 ’ ,

复合酶
· 一 ’ 盯

营养水平

代谢能
· 一 ’ 〕 ,

粗蛋 白质
· 一 ’ ,

蛋氨酸
· 一 ’ , 。

赖氨酸
· 一 ’ 、

钙
· 一 〔

’ 。

总磷
· 一 ’ 〕

有效磷
· 一 ’ 】、

〕

】

,

,

川翻喇

﹄ 石

⋯
自为尸了几匕乙门门

,

⋯
一了户

自

】

注 预混料包括维生素添加剂 和矿物质微量元素添加剂
。

营养水 平为计算值
。 、 一 一 、 丫 、

,

。飞 、 丫 飞

饲养管理

各组饲养管理方式相 同
。

正试期
,

预试期
。

采用舍饲
,

上下 层阶梯式笼养
。

各重复均匀 分

布于鸡舍
,

以消除位置效应
。

自由饮水
、

自由采食
,

每

天清粪
,

定期消毒
,

人工补充光照
,

自然通风
,

高温天

开天 窗和洒水 降温
,

相对湿度保持在 一
,

日喂 次
,

捡蛋 次
,

并仔细观察鸡群健康状况
,

认

真做好各项记录
,

其他饲养管理按蛋鸡饲养手册 和

试验场管理制度进行
。

测试指标

生产性能 以重复为单位
,

每天记录产蛋数

包括软蛋数
、

破蛋数
、

日产蛋量
、

死亡淘汰鸡数
,

每

周记录鸡的耗料量
。

最后 以周为单位
,

计算各处理组

的产蛋率
、

日采食量
、

平均蛋重
、

料蛋 比
、

破软蛋率等

生产性能指标
。

蛋品 质 以重复为单位
,

每 周从每个重复

中随机抽取 枚鸡蛋
,

测定蛋形指数
、

蛋黄颜色
、

蛋

比重
、

蛋壳厚度等指标
。

养分利 用 率 试验末
,

每重复抽取 只体重

相近的健康蛋鸡进行消化代谢试验
,

采用全收粪法
,

预试期
,

正试期
。

正试期统计每只蛋鸡每天 的

采食量
,

连续饲喂
,

记录每次饲喂的时间
。

日采食

量以蛋鸡全部摄人为准
。

观察供试鸡的采食和排泄

规律
,

确定排泄物收集时间
。

每天收粪 次
,

拣 出粪

中杂物
,

准确记录每只鸡 的采食量和排泄量
。

数据统计与分析

试验数据 采用 软 件 进 行 方差 分

析
,

差异显著时进行多重 比较
。

结果与分析

不 同水平复合酶制剂对产蛋性能的影响

不 同水平复合酶制剂对饲喂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

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见表
。

由表 可 见
,

组 的产 蛋 率极 显 著 高 于 组
,

组
、

组和 组 的产蛋率显著高于

组
,

组
、

组和 组与 组的产蛋率差

异不显 著 。 组 的平均蛋重显著高 于

组 尸
,

组
、

组和 组 的平均蛋重较 组

分别提高 。 ,

和
,

但差异不显著
,

组
、

组和 组平均蛋重与 组差异

不显著 与 组相 比
,

组和 组料蛋 比

显 著降低
,

组 和 组料蛋 比有降低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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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

但均未达显著水平 。 ,

组
、

组
、

组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
,

对生产性能各项指标
,

以添

和 组之间料蛋 比差异不显著 尸 各组 间 加 复 合 酶 制 剂 的 组 最 优
,

其 次 是 添 加

日采食量
、

破软蛋率
、

脏蛋率和死淘率差异均不显著 。 复合酶制剂的 组
。

。

表 不 同水平 复 合酶制剂对饲喂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一 , 一

一

处理
士 之

产蛋率
一

料蛋比
平均蛋重

·

枚一 ,

、护

日采食量
·

只 一 ,

一

破软蛋率 脏蛋率
毛

死淘率
入生 之。 毛〔

八 组

组

组

组

组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 种 士 砧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生士
,

士 士 考

魂士 士 士 士 士 弘 士 士
’

了

士 比士 士
,

士 〕 士 士 士

注 表中同一列数据后标不同小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显著 。
‘

标不同大写字母者表示差异极显著 尸
,

下表同
。

飞 、 工 。
,

。
, 协

飞 〕

不 同水平复合酶制剂对蛋 品质的影响

由表 可见
,

各组之 间蛋形指数
、

蛋黄颜色
、

蛋

壳厚度和蛋 比重差异均不显著 尸 。
。

单从蛋

壳厚度来看
,

组
、

组和 组较 组有提高趋势

但各组间差异均不显著 尸
。

表 不 同水平 复合酶制剂 对饲喂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 蛋鸡蛋 品质的影 响
一 ,

一 一

处理 蛋形指数
一

蛋黄颜色 蛋 比重 蛋壳厚度
飞 ￡

组 子

组

组

组

组

土

士

士

士 红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士

不 同水平复合酶制剂对养分利用率的影响 水 平 组粗蛋 白表观利用率极显 著高

由表 可知
,

组的能量利用率极显著高于 于 组
,

与 其 他 处 理 组 则 差 异不 显 著

组 尸 。
,

显著高于 组 。 ,

与其他组
。

组
、

组 和 组 显 著 高 于 组

差异不显著 尸
,

组和 组显著高于 组
,

表 明添加复合酶制剂可提高饲料 的利

。 ,

组较 组提高了
,

但未达显著 用率
。

表 不 同水平复合酶制剂对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能量和粗蛋 白表观利 用 率的影 响
一 , 一 一

‘ 日 ,

处处理 的利用率 粗蛋 白表观利用率率 处理 的利用率 粗蛋 白表酮
赶一

⋯
‘ 飞‘ 尸‘”

组 士
,

士
,

⋯
‘ 组 ⋯

·

士
·

‘ · ‘
·

。
·

巨
·

“ ··

组 士 士

⋯
组 。叩 士“ “ ‘

’

士 刁 ““

组 〔二 士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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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评估 鸡蛋
,

组成本增加 。 元
,

组
、

组和 组分别

由表 可见
,

以 组成本为基数
,

每生产 减少 。 ,

和 。 元
。

表 经济效益评估

处理
饲料成本
元

· 一 ’

产蛋率 写
料蛋 比

产蛋成本
元

· 一 ’
成本

元
· 一

月

斗大力卜
刁

孟︺乙自乙白﹄同︸
月

件一﹄﹃门乙勺白

⋯
自八八八曰︹吕目

组

组

组

组

组

口 一

一

一

讨 论

本试验结果表 明
,

在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 中添

加复合酶制剂可提高蛋鸡的产蛋率
、

平均蛋重和饲

料 利用率
,

其 中以 添加量效果 最好
。

这 与

等 〔 〕、 仁 〕、

王清吉等巨口
、

白素君仁习和刘静

波等 的试验结果类似
。

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 中菜籽

粕和棉籽粕均含抗营养 因子
,

其 中菜籽粕 中含粗纤

维 。
、

果胶 和 乙 型甘露糖 棉

籽粕 中 含 甘 露 聚 糖
、

粗 纤 维

等 , ‘」,

这些物质是构成植物细胞壁 的成分
,

不 易被

动物体 内消化酶分解
,

因而影 响营养物质 的消化吸

收
。

添加复合酶制剂可促进 日粮的消化吸收
,

其作用

机理为 ①复合酶制剂打破了植物性饲料 中由纤维

构成 的细胞壁
,

使原来被细胞壁包裹 的蛋 白质
、

钙
、

磷等释放出来
,

更易被蛋鸡吸收
,

最终表现为蛋重增

加 ②复合酶制剂 中的纤维素酶
、

木聚糖酶和蛋 白酶

等能最大限度地 降解饲料 中各种细胞壁 的骨架结

构
,

使细胞 内容物 中的蛋 白质
、

淀粉
、

脂肪等营养物

质释放 出来
,

与畜禽消化道 中的各种 内源性消化酶

协同作用
,

使饲料的消化率提高 ③蛋 白酶还可 以改

善胰蛋 白酶抑制因子
,

使 日粮 中植物性蛋 白的消化

率明显提高
,

弥补 了鸡消化道短
、

消化物快速通过肠

道的生理缺陷
,

从而提高了蛋鸡的生产性能
。

这些可

能是复合酶制剂提高蛋鸡产蛋性能的主要原因
。

蛋鸡 日粮 中添加复合酶制剂对鸡蛋品质无

显著影 响
,

这 与 白素君川
、

牛 淑玲 等山 〕的报道结果

一致
。

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添加复合酶制剂组较不添加

复合酶制剂组
,

蛋壳厚度有提高趋势
,

破软蛋率有一

定降低
,

但差异不显著 尸
。

据报道 习 ,

在蛋

鸡 日粮 中无论添加复合酶制剂还是单一酶制剂
,

对

提高蛋壳厚度
、

改善蛋壳品质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而对蛋品质方面无 明显影响
。

蛋壳主要 由 构

成
,

其 占蛋壳各种物质的
,

因此蛋壳质量主要

由蛋壳的钙沉积量决定
。

从本试验结果看
,

添加复合

酶制剂组蛋壳厚度有提高趋势
,

这可能是因为
,

一方

面复合酶可 以破碎细胞壁
,

使细胞 内容物中的钙释

放出来
,

使得蛋鸡更易利用
,

另一方面复合酶降低 了

鸡消化道 内消化物的粘性
,

增加 了营养物质的扩散
,

促进 了食物在消化道的流动
,

有利于钙 的吸收
。

在 蛋鸡玉 米
一

杂粕 型 日粮 中添加 复合 酶制

剂
,

可显著提高能量利用率和粗蛋 白表观利用率
,

且

蛋鸡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 中添加复合酶制剂后可获得

与玉米
一

豆粕型 日粮同样 的生产效果
。

等二‘ 三、

等
’‘〕、

等〔’污 和 等 〔’ 」的研究

结果表 明
,

在家禽大麦
、

燕麦
、

黑麦和小麦等非常规

日粮 中添加粗酶制剂
,

可不 同程度地改善营养物质

的消化利用率
,

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

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对家禽消化代谢的负效应
,

主

要是 由其所含的抗营养因子在进人禽肠道后所导致

的抗营养作用
。

饲料 中添加酶制剂
,

不仅可使饲料 中

常规营养成分分解成小分子物质
,

有利于肠 胃的消

化吸收
,

还能降解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
,

改善蛋鸡对

营养物质的消化和吸收
。

本试验 中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

的基础配方以菜籽粕
、

棉籽粕为主
,

这些原料 中含有

纤维素
、

半纤维素
、

果胶
、

芥子普
、

棉酚等抗营养物质

和难 以消化吸收的物质
,

而复合酶制剂 中含有的纤

维素酶
、

半纤维素酶
、

果胶酶等
,

可不 同程度地分解

或消除这些物质
,

综合提高饲料效率
,

促进主要营养

物质的消化吸收
。

而且复合酶制剂的添加存在剂量

效应
,

当添加量超过一定水平时
,

家禽生产性能和养

分利用率下降
,

其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结 论

在玉米
一

杂粕型 日粮 中添加复合酶制剂
,

可显著提高蛋鸡的产蛋率
、

平均蛋重和饲料利用率
,

从而增加经济效益
。

添加 。 复合酶制剂效果最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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