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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肥肝的营养调控技术

王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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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鹅肥肝被西方人誉为世界三大美食之一。鹅肥肝营养价值高，营养物质丰富，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卵磷脂、亚油酸等营养物质，对降低人体血脂、软化血管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都有很大的益处。为此，本文介绍了

鹅肥肝的营养价值和鹅肥肝的形成原因；从适宜填饲的能量饲料、适宜填饲的饲料添加剂、适宜填饲的周龄和体重、

适宜填饲的温度及控制、适宜预饲的周龄和时长、填饲应注意的其他事项等方面简述了鹅肥肝的营养调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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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肥肝的形成与营养调控、遗传育种、饲养管

理等息息相关，不管是普通品种还是通过遗传育种

的方式获得的优质品种，均需要通过营养来调控，

不同的能值填饲、不同脂肪源以及部分饲料添加剂

均能促进肥肝的形成。目前主要采取的填饲技术

是鹅肥肝生产工艺中的关键环节[1-2]，需要选择合适

的周龄、体重和季节来进行填饲，并且根据品种和

肥肝程度等来调节填饲期的长短和填饲量的多少，

确保肥肝增重和质量处于理想状态[3]。

1 鹅肥肝的营养价值

在实际生产中，通常采取人工强制填饲技术来

生产鹅肥肝。强制填饲可以促使鹅只在短时间内

摄入更多的能量，并通过肝脏将剩余的大量脂肪蓄

积起来，这样可使肝脏的重量增加到正常肝脏的几

倍、十几倍，达到 300~900 g，甚至达到 1 800 g。通

过强制填饲技术，鹅肝不仅在质量方面有明显增

加，而且外形厚实、边缘钝圆、肝叶发育匀称、质地更

加细腻，最重要的是整个肝脏颜色变浅呈淡淡的黄

色，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形成香味醇厚、脂肪含量高的

美味食品。鹅肥肝中的脂肪含量较高，且大部分属于

不饱和脂肪酸，对降低人们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营

养低胆固醇食物的需要量越来越多，因为低胆固醇食

物可以减少动脉粥样硬化，对维持人类身体健康大有

益处，还可以滋补身体组织和器官，是其他食品无法

替代的美味佳肴。因此，鹅肥肝深受市场欢迎。

2 鹅肥肝的形成原因

哺乳动物的脂肪沉积主要在腹部，而禽类动物

的脂肪沉积主要在肝脏，肝脏是禽类脂肪合成、转

运以及储存的调控器官。以脂类代谢的途径为依

据，肝细胞内脂肪的大量沉积是鹅肥肝形成的主要

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1）肝脏甘油三酯合

成的速度比较快，肝脏内的脂肪不断沉积形成肥

肝；2）线粒体β-氧化故障，降低脂蛋白酯酶的活性，

减少甘油三酯的消耗，没有被利用的脂肪重新回到

肝脏，最后接受特殊的酯酶作用让其在肝脏内累

积；3）极低密度脂蛋白等脂蛋白的合成、分泌以及

转运机制出现了障碍，降低脂肪的转运效率，使脂

肪在肝脏中的累积加快[5-6]。

3 鹅肥肝的营养调控

3.1 适宜填饲的能量饲料

目前，用于填饲鹅的能量饲料主要是玉米。孙

云子[7]研究了填饲玉米、糙米和小麦对朗德鹅产肝

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填饲上述 3种能量饲料使朗

德鹅肝重分别为 554.68、754.00、246.67 g，以糙米填

饲的效果较好。Tang等[8]研究表明，分别添加 2%的

鹅油和菜籽油饲喂朗德鹅 20 d后，能够提高肝脏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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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但添加鹅油能够改善

脂肪酸含量。刘刚等[9]研究表明，植物油组产肝性

能优于动物油组，而在填饲饲粮中添加豆油可使肥

肝产肝性能最佳，腹脂沉积最少。

3.2 适宜填饲的饲料添加剂

张书汁等[10]研究表明，与基础日粮相比，在 1 t
日粮中同时添加 200 g淀粉酶和 100 g木聚糖酶可

使朗德鹅的肥肝重提高 18.6%、料肝比降低 7.8%；

同时添加 100 g木聚糖和 4 000 g益生素可使肥肝重

提高 15.5%、料肝比下降 9.7%，肝体比极显著提高，

机体免疫能力也显著提高。张金生等[11]研究表明，

在基础饲粮中分别添加 100 g聚糖酶组、益生素组、

淀粉酶组，朗德鹅的肥肝重分别提高了 4.96%、

13.08%、2.88%，料肝比分别降低 6.86%、15.75%和

6.24%。朱宪章等[12]研究表明，用 1‰的菌剂加入

35%的水密封发酵 24 h和 48 h饲喂朗德鹅后，其育

肥期肝脏重分别提高 4.44%和 20.7%，填饲期肝脏

重分别提高 9.12%和 16.1%。周樱[13]研究表明，添

加 0.05%、0.1%和 0.2%的胆碱或者 0.05%、0.1%和

0.2%的肉碱能够降低鹅肥肝的重量。

3.3 适宜填饲的周龄和体重

在鹅只生长发育过程中，需要在骨骼发育完成

和肌肉生长停止，鹅机体形成固有的体表外形，达到

性成熟后进行填饲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一般大、中

型品种的鹅生长到4个月龄、体重达到4.6~5.0 kg；小
型品种的鹅生长到3个月龄、体重达到3 kg以上时就

可以进行填饲。通常情况下，鹅肝增加的重量与填

饲期间的体重增加和屠宰前体重呈正相关，一般通

过鹅体重的增加来预测肥肝的增重，所以填饲期间

体重增加越快越有利于鹅肥肝重量的增加。建议

在填饲期间，让鹅保持 80%以上的体重增长率，可

以获取理想的优质肥肝。

3.4 适宜填饲的温度及控制

由于填饲期间鹅只体重增加较多，并且机体沉

积大量的脂肪，如果选择外界温度较高的夏季进行

填饲，鹅群不容易将体内产生的热量散发出去，极

易发生热应激而出现死亡现象。如果选择在温度

较低的冬季填饲，鹅群需要摄入更多的饲料营养来

抵御低温影响，就会增加饲料成本。所以，建议在

春季和秋季进行填饲比较适宜，并且将鹅舍的温度

控制在 10~15 ℃最理想。另外，公鹅生长速度远远

高于母鹅，选用公鹅填饲效果更好。

3.5 适宜预饲的周龄和时长

为了让鹅群逐渐适应由自由采食转化为强制

填饲，在填饲之前需要进行预饲，也就是过渡饲喂。

这样不仅可以促进鹅群体重和体质增加，进一步提

高鹅群均匀度和肥肝整齐度，而且可以刺激鹅只增

强消化功能、增加消化道容积，达到提高饲料转化

率的目的。

一般在鹅群生长到 15~16周龄时进行预饲，预

饲期以饲喂玉米为主，玉米原料可以占 60%以上，

然后根据需要适当配置其他蛋白质、维生素和微量

元素等原料。饲料中的玉米粉状由多减少，逐渐增

加整个玉米粒，为填饲做好准备。

整个预饲期需要 1~2周时间，需要根据品种、鹅

群均匀度和体重等情况适时调整。避免预饲期过长

而增加饲养成本或时间过短达不到应有的作用。在

预饲期间还需要进行驱虫和接种免疫疫苗，还可以添

加一些广谱抗生素药物来预防鹅群感染各种疾病。

3.6 填饲应注意的其他事项

以前，养鹅场均采取手工填饲方法，随着规模

化养殖的发展，目前均采用机械填饲方法。填饲时

注意小心插管和手脚协调，保证饲管顺利进入食

道，不能对鹅食管造成损伤，并且保证将饲料尽量

填满整个食管，到咽喉部约5 cm处为止。

正常情况下填饲期为3~4周，在实际生产中需要

根据鹅的生理特点、品种、消化能力和肥育程度等来

决定填饲时间，时刻关注鹅群是否达到成熟期，一般

鹅表现腹部下垂、肥胖、精神不振、行动缓慢、呼吸急

促等状态时，说明已经成熟可以进行屠宰了。

填饲次数以每天添加4～5次比较合适，填饲次数

不足，肥育速度和肥肝增加缓慢，填饲次数过多，抑制鹅

的消化功能，也会影响肥肝增重效果。填饲的时间需

要固定，不可故意推迟或错后，否则也会影响肥肝增重。

填饲的数量需要根据鹅品种和个体体重来决

定，一般大型鹅为 1~1.5 kg/（d·只）；中型鹅为 0.75~
1 kg/（d·只）；小型鹅为 0.5~0.8 kg/（d·只）。在填饲

前，先触摸鹅的食管膨大部，排空后可以适当增加

填饲量，如果还有未消化的饲料可以减少填饲量，

发现食管破损的需要立即淘汰。

4 结 语

总之，目前主要采取人工填饲技术进行鹅肥肝

生产，生产中需要根据鹅品种、周龄和体重等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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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营养调控。但是，随着动物福利在全世界受到重

视，鹅肥肝的生产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在鹅肥

肝生产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确定科学的填饲营养水

平并制定相关标准，同时，通过研发添加剂来促进

鹅肥肝的形成也是保障动物福利的重要措施。关

于不同饲喂方式形成鹅肥肝的机理有待进一步通

过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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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仔猪断脐有禁忌

1）忌任其自然断脐带。仔猪走动脐带在地面上乱拖，会被猪蹄踩踏，很容易造成脐轮闭锁

不全而形成脐疝。

2）忌不消毒或消毒不严。忌用2%人用碘酒消毒，因浓度太低，达不到消毒效果。

3）忌将脐带缠绕打结。以免影响干燥与脱落。

4）忌脐带留得太长或太短。一般以4 cm为宜。太长易被蹄踩踏，太短易导致腹壁脐孔闭

合不全，当腹压增大时会造成肠管通过脐孔形成脐疝。

来源：农业科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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