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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饲养方式杂交黄山羊育肥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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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试验对杂交黄山羊羯羊开展相同精料、不同粗饲料搭配和全舍饲、放牧补饲条件下育肥 120 d 对

比。试验结果显示：全舍饲下相同精料不同粗饲料搭配的 A 组和 B 组只均日增重分别为 130.7、127.1 g，精饲料

报酬分别为 5.54 和 5.69，无显著差异；相同精料放牧补饲 X 组只均日增重 97.6 g，精饲料报酬 7.16，与 A、B 2 组

差异均极显著；育肥日增重依次为 A 组优于 B 组，B 组优于 X 组。试验期 A、B、X 3 组只均增重利润分别为

326.84、331.40 和 229.24 元，B 组优于 A 组、A 优于 X 组。肉山羊育肥虽然投入高，但效果好、利润高，云南肉山羊

养殖应大力推行出栏前短期育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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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的饲草饲料资源条件下，针对羯羊饲养

过程中普遍存在日粮营养成分不均衡、生长速度

慢、饲养周期长、不能充分发挥山羊生长潜力的现

状，为进一步提高山羊养殖效益，缩短饲养周期，促

进养殖户增产增收，推动山羊产业发展，依托黄山

羊新品种培育项目，开展相同精料不同粗料组合及

不同养殖模式下杂交一代羯羊育肥试验。本试验对

全舍饲、放牧+补饲组杂一代羯羊短期育肥效果进

行分析研究，旨在为合理、高效、经济育肥提供科学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羊选择

选择施甸县何元乡段永德家庭牧场（全舍饲）

饲养的 4~5 月龄断奶后波努龙[（波尔裔伊努比意）裔伊
龙陵黄山羊意]杂一代羯羊 46 只，随机分为 A、B 2
组，每组 23 只，组间平均体重相差不超过 1 kg。选

择施甸县仁和镇徐永海家庭牧场（放牧+补饲）饲养

的 4~5 月龄断奶后波努龙杂一代羯羊 18 只为 X
组，3 组互为对照。

1.2 试验时间

正饲时间为 2018 年 8 月 21 日-12 月 18 日，共

120 d，以上 2 个养殖场同时进行。

1.3 试验饲料

1）试验精饲料配方。参照 NY/T 816-2004 中的

“肉用山羊每日营养需要量”及相关研究文献配制，

详见表 1。
2）试验日粮组成，详见表 2。

1.4 饲养管理

一是试验前做好驱虫、防疫、耳标佩戴等工作。

二是试验分预试期（2018 年 8 月 10-20 日），正试期

（2018 年 8 月 21 日-12 月 18 日）进行，正试期分前

期（1~40 d）、中期（41~80 d）、后期（81~120 d）。全

程舍饲组每天饲喂 2 次（9:30~12:00、17:00~18:30），
按先精后粗，A、B 2 组新鲜粗饲料混合比例为 1颐1，
自由采食，保证充足饮水；放牧补饲组放牧草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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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施甸县仁和镇滥坝田，自然植被主要为常绿阔叶

和针叶混交林，试验期间属夏末秋初、牧草丰沛，而

且草籽逐渐成熟；中午天然草场自由放牧，每天 9:
30、19:00 补喂精料。预试期逐步适应精料添加、试

验羊前期精料控制在 0.6 kg/（d·只），中期精料控制

在 0.7 kg/（d·只）、后期精料控制在 0.8 kg/（d·只），

详见表 2。三是做好日常管理，搞好清洁卫生，注意

饮水干净，不饲喂霉变饲料，适当运动。

1.5 称 重

预试期开始前称重 1 次，正试期开始第 1 天、

第 41 天、第 81 天、第 121 天早上空腹逐只称重，记

录每只羊的体重变化，计算各阶段净增重、平均日

增重。

1.6 记 录

每天做好精粗饲料用量记录，每个试验阶段结

束进行饲草饲料消耗结算。观察试验羊有无异常，

有异常及时报告并做好详细记录。

1.7 数据统计与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Excel 2010 和 SPSS 19.0 软

件进行数据整理、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
和 检验，结果用“平均值依标准差”表示，约0.05 或

约0.01 表示组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

2 结果与分析

2.1 试验羊增重效果比较

相同精料不同粗料搭配日增重情况。从表 3 可

以看出，1 ~80 d，A、B、X 组平均日增重分别为

132.8、121.0、92.1 g，A、B 2 组无显著差异 （ >
0.05），A、X 2 组和 B、X 2 组均差异极显著 （ <
0.01）；80 ~120 d，A、B、X 组 平 均日 增 重 分别 为

126.5、139.4、108.7 g，A、B 2 组和 A、X 2 组差异不

显著（ >0.05），B、X 2 组差异极显著（ <0.01）。
试验全期 120 d，A、B、X 组平均日增重分别为

130.7、127.1、97.6 g，A、B 2 组差异不显著 （ >

表 1 饲料配方及营养水平

表 2 饲喂日粮组成

注：按 NY/T 816-2004 中的“肉用山羊每日营养需要量”调整各阶段精料饲喂量。

原料名称 比例/% 单价/（元/kg）
玉米 58.0 2.40
麦麸 8.0 2.25
豆粕 23.0 3.99
油脂 2.5 8.00

小苏打 1.5 4.00
食盐 1.0 2.00

预混料 6.0 9.00
合计

饲料加工费/（元/t） 100.00
价格/（元/100 kg） 340.97

粗蛋白/% 16.03
消化能/（MJ/kg） 13.45

100.0

组别

预试期
正试期

前 40 d（前期） 中 40 d（中期） 后 40 d（后期）

粗料
精料/

（kg/（d·只））
粗料

精料/
（kg/（d·只））

粗料
精料/

（kg/（d·只））
粗料

精料/
（kg/（d·只））

A 皇竹草青贮+
苜蓿

0.5 皇竹草青贮+
苜蓿

0.6 皇竹草青贮+
苜蓿

0.7 皇竹草青贮+
苜蓿

0.8

B 皇竹草+苜蓿 0.5 皇竹草+苜蓿 0.6 皇竹草+苜蓿 0.7 皇竹草+苜蓿 0.8
X 放牧补饲 0.5 放牧补饲 0.6 放牧补饲 0.7 放牧补饲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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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但 A、B 组增重水平明显优于放牧补饲 X 组，

均与 X 组差异极显著（ <0.01），即 A>B>X。

2.2 饲料消耗与饲料报酬

从表 4 可以看出，舍饲 A、B 2 组全期只均精饲

料消耗均为 86.89 kg，略高于 X 组（84.00 kg），但 3
组间无显著差异（ >0.05）。
2.3 经济效益

按当地市场价格分析经济效益，人工和水电不

计入成本。当地黄山羊羯羊销售单价 44.00 元/kg，
结果见表 5。从表 5 可以看出，A、B、X 组精饲料报

酬分别为 5.54、5.69、7.16，A 组优于 B 组、B 组优于

X 组；A、B 组粗饲料报酬分别为 9.83、9.82，2 组相

差不大。利润最高为 B 组，只均增重利润 331.40 元；

其次是 A 组，只均增重利润 326.84 元；利润最低为

放牧补饲 X组，只均增重利润 229.24元。从投入成本

和增重利润看，在饲养管理好的前提下舍饲饲养可明

显提高杂交黄山羊羯羊的生长发育性能和经济效益。

3 讨 论

3.1 饲养方式对育肥增重的影响

试验期间观察到杂交黄山羊与龙陵黄山羊相

比更温顺，更适宜舍饲圈养。A、B、X 组的平均日增

重分别为 130.7、127.1、97.6 g。据调查了解，农户传

统的全放牧养殖龙陵黄山羊，不饲喂专门的精料补

料，在冬春枯草季及产羔母羊期偶尔喂些玉米粒，

供给食盐、矿物质舔砖，不开展育肥，这种靠天养羊

平均日增重为 35~50 g，出栏体重达 35 kg 时需养 2
年[1]。对杂交黄山羊进行舍饲和放牧补饲育肥，7~8

表 4 试验期饲料消耗情况

注：前期 40 d 每天每只补料 0.6 kg，中期 40 d 每天每只补精料 0.7 kg，后期每天每只补精料 0.8 kg；粗饲料自由采食，2 种粗饲料搭配各占

50%。X 组放牧，青粗料不计入成本。

表 5 经济效益分析

注：精料成本 3.41 元/kg、苜蓿 0.5 元/kg、皇竹草青贮 0.4 元/kg、皇竹草鲜草 0.2 元/kg；粗饲料自由采食，2 种粗饲料搭配各占 50%。X 组放牧。

表 3 育肥羊增重情况

注：同列标注的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显著（ <0.01），相同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 >0.05）。

组别 只数 初重/kg 40 d 重/kg 80 d 重/
kg

120 d 重/
kg

1~80 d 80~120 d 1~120 d
增重/kg 日增重/g 增重/kg 日增重/g 增重/kg 日增重/g

A 23 20.2依5.2 25.4依5.6 30.9依6.1 35.9依6.3 10.6依1.8 132.8依21.8A 5.1依1.2 126.5依30.0AB 15.7依2.4 130.7依20.2A
B 23 20.7依4.1 25.4依5.0 30.4依6.0 36.0依6.9 9.7依2.8 121.0依34.7A 5.6依1.7 139.4依41.8A 15.3依3.8 127.1依31.8A
X 18 17.1依5.2 20.3依5.8 24.4依6.4 28.8依6.6 7.4依2.1 92.1依25.6B 4.4依1.4 108.7依33.7B 11.7依2.9 97.6依24.1B

级别 样本数/只 前期精饲料

消耗/kg
中期精饲料

消耗/kg
后期精饲

料消耗/kg
全期精饲

料合计/kg
全期只均精

饲料消耗/kg
前期粗饲

料消耗/kg
中期粗饲

料消耗/kg
后期粗饲

料消耗/kg
全期粗料

合计/kg
A 组 23 552 644 802.5 1 998.5 86.89 1 150 1 200 1 196 3 546
B 组 23 552 644 802.5 1 998.5 86.89 1 012 1 100 1 334 3 446
X 组 18 432 504 576 1 512.0 84.00 — — — —

组别 只数/只 全期只均增

重/kg
全期精饲料

合计/kg
全期粗料合

计/kg 精饲料报酬 粗饲料报酬
饲料成本合

计/元
只均增重收

益/元 只均利润/元

A 23 15.68 1 998.5 3 546 5.54 9.83 8 350.79 689.92 326.84
B 23 15.26 1 998.5 3 446 5.69 9.82 7 820.89 671.44 331.40
X 18 11.72 1 512.0 — 7.16 — 5 155.92 515.68 229.24

试验研究28· ·

                    
                                             
                          


	2020-7目录
	2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