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21年第 12期 试验研究

小麦完全替代玉米在蛋鸡生产中的
应用研究

葛丽红 赵 津 赵国洪 王洪伟 杨锁柱 高俊男
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云南玉溪 653100

摘要 选择 300日龄的产蛋鸡 2万羽，按笼舍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1万羽。对照组使用养殖场原用的

预混料和玉米-豆粕型日粮饲喂，试验组饲喂某公司的小麦专用预混料和小麦-豆粕型饲粮，试验期 60 d。试验

期内记录并对比总耗料量、产蛋数、蛋重、测蛋壳厚度、蛋黄颜色等产蛋性能，计算饲料成本，研究小麦完全替代

玉米对产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和降低成本的效应。试验结果显示：使用小麦专用预混料的情况下，不同比例小

麦替代玉米对产蛋鸡的采食量、产蛋数、蛋重、蛋壳质量、蛋黄颜色等生产性能无明显影响，全小麦替代组比全玉

米组降低成本256元/t。说明小麦完全替代玉米对产蛋鸡生产性能无明显影响，且饲料成本明显降低。

关键词 小麦饲用；蛋鸡；生产性能；成本

多年来关于小麦替代玉米的可行性有着众多

的研究[1-2]，小麦的饲用替代也曾在玉米价格上涨时

（即 2013-2014年度）达到一个顶峰[3]，但大多研究仅

为部分替代[4-5]。在大多时候，玉米价格低廉，小麦、

玉米价差悬殊，小麦饲用消费没有价格优势，在猪

料和禽料中对玉米的替代使用机会渺茫[6]。因此，

小麦作为能量饲料，除了在鱼饲料中应用较多外，

始终没作为主要能量饲料广泛使用。除去价格因

素外，小麦里含有的非淀粉多糖如木聚糖、葡聚糖

等的抗营养作用[7-8]，也限制了小麦的大量使用。从

2020年下半年，玉米价格开始大幅度涨价。2020、
2021年度，玉米缺口将达 7 400万 t左右。同时就目

前的供需形势来看，这个巨大的缺口可能持续数

年[9]。目前，各厂家纷纷研发推出解决小麦抗营养

因子的小麦专用酶制剂或小麦专用预混料，用小麦

替代玉米，占领市场，但都缺乏大的实证数据。本

试验在实际生产环境中，通过实证数据，在解决了

小麦抗营养因子技术问题的情况下，研究小麦完全

替代玉米对产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及降成本效应，

为广大养殖户和饲料生产者提供参考，为农业农村

部下达的《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方案》示

范推广打下坚实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设计

选择某蛋鸡养殖场 300日龄的海兰灰健康蛋鸡

2万羽，体重为 20.2 kg，平均产蛋率约 92%。按笼舍

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期共 60 d。对照组

饲喂养殖场一直使用的自拌料（预混料和玉米-豆
粕型饲粮）；试验组饲喂另一公司的小麦专用预混

料和小麦-豆粕型自拌料，借鉴和参考了部分的文

献报道[10-11]，试验组以不同比例小麦代替玉米逐渐

过渡至全小麦配替代玉米，具体见表1。
1.2 试验饲粮

对照组使用养殖场原有的自拌料（预混料和玉

米-豆粕型）为饲粮；试验组使用某公司小麦专用预

混料和玉米-小麦-豆粕型自拌料为饲粮逐步过渡

表1 试验组小麦过渡期

过渡期/d
小麦比例/%

7
15

7
30

7
45

7
60

剩余3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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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麦-豆粕型饲粮，该小麦专用预混料含有木聚

糖酶、葡聚糖酶、甘露聚糖酶等小麦专用复合酶及

着色剂。因为小麦颗粒比玉米颗粒小，使用玉米常

规的 8 mm孔径筛会造成小麦粉碎效果差，故粉碎

小麦更换成 6 mm孔径粉碎筛粉碎[12]。各组饲粮组

成及营养水平见表2。
1.3 饲养管理

除了饲粮不同外，其余饲养管理同鸡场原有饲

养管理：分层笼养，日喂 3次，自由饮水，自然通风，

人工控制光照（10 h/d），每天14:00-16:00捡蛋。

1.4 测定指标与方法

观察鸡群健康状况，记录死淘鸡数，记录每 7 d
的总耗料量、产蛋数、称蛋重、测蛋壳厚度、蛋黄颜

色等产蛋指标，观察粪便干湿、颜色。

1）采食量测定。记录每组每周的耗料量；用每

周耗料量除以鸡只数（包括死淘鸡在内），计算平均

耗料量。

2）死淘情况。记录每周死淘鸡只数目并计算

死淘率。

3）产蛋指标。每周随机抽取 1 d记录对照组和

试验组的产蛋枚数，并从中各随机抽取 10枚鸡蛋称

重记录，计算平均产蛋率和平均蛋重；每周随机抽

取 1枚鸡蛋，分别取蛋的大头、小头、中间部分的蛋

壳，剔除内壳膜，再使用YNT100875平头数显测厚

规分别测 3点的蛋壳厚度，然后将 3点的值平均[13]；

每周分别从对照组和试验组随机抽取 1枚鸡蛋，用

蛋黄比色卡进行色度对比。

1.5 数据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耗料量

由表 3可知，试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平均耗料

量无显著差异。

表2 饲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原料

玉米/%
小麦/%
豆粕/%
豆油/%
石粉/%

预混料/%
代谢能/（MJ/Kg）

粗蛋白/%
钙/%

总磷/%

对照组

62.2
0
25
1.8
9

2（原用）

11.55
16.78
3.50
0.60

试验组

小麦（15%）
50
15
22.2
1.8
9

2（小麦专用）

11.54
16.56
3.51
0.60

小麦（30%）
37.1
30
20
1.9
9

2（小麦专用）

11.54
16.55
3.50
0.60

小麦（45%）
25
45
17.2
1.8
9

2（小麦专用）

11.51
16.34
3.51
0.60

小麦（60%）
12.2
60
15
1.8
9

2（小麦专用）

11.51
16.34
3.51
0.60

小麦（100%）

73.4
13.8
1.8
9

2（小麦专用）

11.43
16.34
3.52
0.60

注：饲粮营养指标参考农业农村部标准，代谢能、粗蛋白、钙、磷均为计算值，2%的预混料里均有磷酸氢钙用于弥补大原料里

钙、磷的不足。

表3 对照组和试验组耗料量

项目

总耗料量/t
平均耗料量/（g/d·只）

对照组

8.40
120

8.40
120

8.40
120

8.40
120

8.40
120

试验组

小麦（15%）
8.47
121

小麦（30%）
8.40
120

小麦（45%）
8.40
120

小麦（60%）
8.40
120

小麦（100%）
8.4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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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死淘情况

由表 4可知，试验组与对照组之间死淘率无显

著差异，表明小麦替代玉米对鸡群健康无影响。

2.3 产蛋性能

整个试验期，养殖户在捡蛋过程中未发现 2组
鸡蛋的大小、颜色、外观上有明显变化（图 1、图 2），

蛋黄颜色也无肉眼可见的差异，经随机抽样检测，

色度为11（图3）。

2组鸡综合产蛋性能见表 5。由表 5可知，试验

组和对照组平均产蛋率、平均蛋重、料蛋比、蛋壳厚

度均无显著差异。综上所述，小麦替代玉米对产蛋

性能无显著影响。

2.4 粪 便

日常粪便观察，鸡只肛门无参考文献里提及的

糊肛、粘粪现象[14]，粪便的干湿程度和颜色无明显差

异（图4、图5）。

2.5 饲料成本对比结果

由表 6可知，用小麦替代玉米仅 15%小麦组成

本略高于对照组，其余使用小麦替代组别成本均有

明显降低，尤其全小麦配方组降低的成本最可观。

经 Excel统计相关性分析，玉米用量与成本的相关

值为 0.98，此值接近 1，表明玉米的用量减少与成本

的减少密切相关；小麦用量与成本的相关值为

0.97，此值接近 1，表明小麦用量增加与成本的减少

密切相关；豆粕用量与成本的相关值为 0.961，此值

接近 1，表明豆粕用量的减少与成本的减少密切相

表4 对照组和试验组死淘情况

项目

死亡数/只
死淘率/%

对照组

1
0
0

2
3
0.03

3
1
0.01

4
0
0

5
2
0.02

试验组

小麦（15%）
2
0.02

小麦（30%）
0
0

小麦（45%）
3
0.03

小麦（60%）
1
0.01

小麦（100%）
0
0

表5 综合产蛋性能

项目

总产蛋量/枚
平均产蛋率/%
平均蛋重/g
料蛋比

蛋壳厚度/mm
蛋黄颜色/度

对照组

1

9260
92.6
60.2
2：1
0.362

11

2

9261
92.64
59.8
2：1
0.326

3

9258
92.62
60.5
2.01：1
0.418

4

9258
92.62
60.2
2.01：1
0.367

5

9260
92.65
59.3
2：1
0.392

试验组

小麦

（15%）
9258
92.60
59.7
2.02：1
0.330
11

小麦

（30%）
9263
92.65
59.8
2.01：1
0.342
11

小麦

（45%）
9258
92.63
60.0
2：1
0.361
11

小麦

（60%）
9257
92.63
59.8
2.01：1
0.394
11

小麦

（100%）
9259
92.65
59..8
2.01：1
0.322
11

注：平均产蛋率、平均蛋重、料蛋比、蛋壳厚均为计算值，蛋黄色度为实测值。

图1 对照组和试验组蛋外观 图2 对照组和试验组蛋外观 图3 对照组和试验组蛋黄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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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综上所述，小麦-豆粕型饲粮成本比玉米-豆粕

型饲粮成本显著降低，而且因为小麦的蛋白含量比

玉米高，用小麦替代玉米可明显降低豆粕的用量，

而且随豆粕价格的上涨，全小麦日粮价格优势更为

明显。

3 小 结

该试验产蛋鸡饲料中用不同比例的小麦替代

玉米对产蛋鸡的健康、耗料量和产蛋性能等无明显

影响，但不同比例小麦替代玉米能降低饲料成本尤

其以完全替代降低的成本最为显著。小麦替代玉

米的关键是解决小麦抗营养因子问题，各厂家解决

小麦抗营养因子问题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选用技

术先进、口碑良好的产品才能保证全小麦替代既不

影响产蛋性能，又能降低饲料成本。该试验中并未

按常规 1周过渡就使用全小麦配方日粮，而是采取

逐步添加的方式，目的是为了减少蛋鸡应激、减少

养殖户的担忧，保证鸡群的平稳过渡。能否按常规

饲养试验，经由 1周过渡就到全小麦配方还需进一

步研究。该试验对推动当地《饲料中玉米豆粕减量

替代工作方案》的示范推广有着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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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饲料成本对比结果

项目

玉米

小麦

豆粕

豆油

石粉

预混料

合计

成本/（元/t）
成本差/（元/t）

价格/（元/t）

3 260
2 900
3 900
10 500
200

12 000（对）、16 000（试）

对照组

62.2%
0%
25%
1.8%
9%
2%
100%
3 449.72

试验组

小麦（15%）
50%
15%
22.2%
1.8%
9%
2%
100%
3 457.80
+8.08

小麦（30%）
37.1%
30%
20%
1.9%
9%
2%
100%
3 396.96
-52.76

小麦（45%）
25%
45%
17.2%
1.8%
9%
2%
100%
3 317.80
-131.92

小麦（60%）
12.2%
60%
15%
1.8%
9%
2%
100%
3 249.72
-200

小麦（100%）
0%
73.4%
13.8%
1.8%
9%
2%
100%
3 193.80
-255.92

注：原料价格为养殖场实际购入价格，成本和成本差为计算值，+为高出，-为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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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个青贮玉米品种在榆阳区
种植对比试验

高文辉 1 赵利妮 2 张玉飞 3

1.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动物卫生与检疫工作站，陕西榆林 719000；2.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陕西榆林 719000；3.陕西大地种业（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榆林 719000

摘要 对榆阳区近年来种植和引进的豫青贮 23、大京九 26、北农青贮 208、大京九青贮 3912、京九青贮 16、雅
玉 659、金刚青贮 50、华亦 1204、西蒙青贮 707、雅玉 458、海青玉 998、ASF6054共计 12个品种进行分区种植试验，

12个青贮玉米品种各设 1个试验组，互为对照组，测量各品种的生物学产量、株高、穗重、穗长、双穗率、叶茎比

重，筛选出适合榆阳区种植的青贮玉米品种。试验结果表明，华亦1204、金刚青贮50和西蒙青贮707更适宜在本

地推广种植。

关键词 青贮玉米；生物产量；株高；穗重；穗长；双穗率；叶茎比

青贮玉米是籽粒玉米和鲜食玉米之外的一类

饲用玉米，它的果穗、叶片和茎秆均是牛、羊等反刍

动物的优质饲料。因其单位面积产量高、能量密度

大、营养价值较全面、适口性好等特性，又适宜机械

化作业，被全世界广泛用于奶牛、肉牛、绵羊和山羊

养殖业中。榆林市榆阳区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农

牧交错地带，农业生产条件优良，是较理想的肉牛、

肉羊生产地。随着榆阳区肉牛肉羊产业的不断发

展，大力发展青贮玉米种植显得越来越重要。但

是，目前榆阳区青贮玉米的种植面积较小、种植的

品种较杂，且尚无针对相关品种的比较试验，因此

无法确定该地区更适宜种植的青贮玉米品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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