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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猪饲喂对比试验的不同饲料配比 kg

饲料组成
组别

对照组 试验 1组 试验 2组

玉米 72 0 36

豆粕 40 40 40

小麦 60 132 96

膨化大豆 4 4 4

预混料 24 24 24

药物添加剂 1 1 1

合计 201 201 201

玉米作为“饲料之王”，是畜禽饲料中最为重要

的能量饲料，是养猪生产中应用最广泛的原料之

一，特别是在北美和中国。从 2000年至今，由于中

国养殖业和非饲料用玉米加工业的发展以及国际

玉米产销状况的影响使中国饲用玉米价格不断上

涨，从 2000年的不到 1.0元 /kg增长至 2012年的

2.2元 /kg以上，某些时间段个别省区饲用玉米价格

甚至高达 2.6~2.8元 /kg。随着玉米价格不断攀升，

养猪成本也越来越高，积极寻求、开发新的饲料资

源成为国内生猪养殖的热点之一。现阶段小麦主产

区的玉米价格在 2.3元 /kg以上，而小麦价格在 2.1

元 /kg左右，如果小麦可以替代生猪饲粮中部分或

者全部的玉米，将产生积极效果，养殖户会获得更

多收益。为此，本文通过试验验证小麦替代玉米在

饲料中作用的可行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动物及材料

试验猪只为黄冈市陈策楼猪场刚出保育栏的

36头育肥猪；优质小麦以及玉米，均购自湖北省黄

冈市。

1.2 小麦和玉米营养成分含量测定

营养成分主要指粗脂肪、粗纤维、粗蛋白、粗灰

分和干物质。测定方法参照 GB-T14924.9-2001[1]。

1.3 猪饲喂对比试验设计

在黄冈市陈策楼猪场选择刚出保育栏的体重

相近的仔猪共 36 头，分为 3 组，每组 12 头；制定

3 种不同小麦比例的饲料（见表 1），进行猪饲喂对

比试验[2-3]。试验分 2个阶段进行，第 1阶段 15 d，第

2阶段 15 d，共 30 d。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麦与玉米的主要营养成分测定结果

小麦和玉米的主要营养成分测定结果表明，小

麦中粗纤维、粗蛋白、粗灰分、干物质含量均比玉米

高，仅粗脂肪的含量比玉米低，详见表 2。

2.2 猪饲喂对比试验结果

各组育肥猪饲喂第 1和第 2 阶段的累积采食

量见表 3。对体质与重量相近的仔猪使用 3种饲料

论小麦替代玉米在饲料中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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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组育肥猪第 1阶段的生长情况

表 5 各组育肥猪第 2阶段的生长情况

表 2 小麦与玉米的主要营养成分比较 %

表 3 各组育肥猪的累积采食量 kg

项目 小麦 玉米

粗脂肪 1.7 3.6

粗纤维 1.9 1.6

粗蛋白 13.9 8.7

粗灰分 1.9 1.4

干物质 87.0 86.0

组别
累积采食量

第 1阶段 第 2阶段

对照组 107 149

试验 1组 102 149

试验 2组 103.5 159.5

组别 头数 总初重 /kg 总末重 /kg 平均日增重 /g 料肉比

对照组 12 117.5 175.5 322 1.85:1

试验 1组 12 117.5 167.5 278 2.04:1

试验 2组 12 117.5 177.0 331 1.74:1

组别 头数 总初重 /kg 总末重 /kg 平均日增重 /g 料肉比

对照组 12 175.5 255.5 476 1.86:1

试验 1组 12 167.5 248.0 479 1.86:1

试验 2组 12 177.0 258.0 482 1.97:1

饲喂 1 个月，3 种饲料的料肉比分别见表 4 和表

5。

总体来看，试验 1组和试验 2组的料肉比与对

照组相比，差别不大。

3 讨 论

在养殖业发展对玉米的需求量增加及国际市

场上玉米行情变化较大的大环境下，玉米采购难、

价格高的现状使玉米替代品的应用成为当前饲料

行业的必然趋势。

本试验营养成分测定结果表明，小麦的大部分

营养成分和营养价值与玉米相当，而小麦的粗蛋白

质含量比玉米高 25%以上，且多数必需氨基酸含量

比玉米丰富，某些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也比玉米

高；同时，小麦替代玉米的猪饲喂对比试验结果也

表明，用小麦部分或完全替代饲料中的玉米，猪的

料肉比没有大的差异。因此，在玉米短缺地区，就地

取材，用小麦代替玉米作为猪的能量饲料，可以解

决玉米不足的矛盾；并且在玉米价格高于小麦时，

用小麦代替玉米作为猪的能量饲料可以降低饲料

成本，提高养猪效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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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声明

2014年第 3期《注重饲料质量 确保食品安全》一文部分内容更正如下：一是前言部分“还有的养

殖企业超标准添加铜、锌等微量元素”更正为“还有的饲料企业超标准添加铜、锌等微量元素”；二是第

一部分“加强监督管理，生产安全食品”的正文中“县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卫生局应对无许可证

资质而从事饲料加工的个体户进行共同管理。”更正为“相关管理部门应对无许可证资质而从事饲料

加工的个体户进行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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