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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研究一种新型的饲料专用低温淀粉酶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选取 435 日龄海兰褐蛋鸡 4 800

只，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4个重复，每个重复 600只鸡，试验期 41 d。试验期间，试验组日粮在对照组

日粮的基础上添加低温淀粉酶 300 g/t。结果表明，试验组蛋鸡平均日采食量比对照组降低 1.11%（ ＞0.05），平均

日产蛋量比对照组提高 2.20%（ ＜0.05），平均产蛋率比对照组提高 2.36%（ ＜0.05）；料蛋比比对照组降低

0.073，降低了 3.49%。经济效益分析表明，日粮中添加低温淀粉酶饲养 41 d，试验组比对照组多盈利 0.29元 /只。

说明在日粮中添加低温淀粉酶能够改善蛋鸡的生产性能。

关键词 低温淀粉酶；日粮；蛋鸡；生产性能

日粮中添加低温淀粉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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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是动物能量的主要来源，动物所需能量的

60%～80%来自于饲料中的淀粉。动物对淀粉的消

化主要依靠自身分泌的胰淀粉酶的水解作用。淀粉

酶是淀粉消化和吸收的关键酶。幼龄动物由于消化

系统发育不成熟，自身分泌的淀粉酶不足以充分消

化饲料中的淀粉，影响生产性能的发挥，并造成饲

料原料的浪费。在饲料中添加外源性淀粉酶可以极

大提高幼龄动物对淀粉的消化吸收，提高饲料利用

率。试验结果表明，在仔猪和肉鸡日粮中添加低温

淀粉酶能够提高日增重，降低料肉比，显著改善动

物生产性能[1-2]。蛋鸡属于成年家禽，其消化系统发

育已经成熟，添加淀粉酶对提高其生产性能是否有

帮助，尚需要科学的试验论证。本试验通过在蛋鸡

日粮中添加低温淀粉酶，旨在探讨其对蛋鸡生产性

能的改善情况，以期为低温淀粉酶在蛋鸡生产中的

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试验材料。低温淀粉酶由杭州保安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淀粉酶活性≥3 000 U/g。

2）试验地点。浙江省建德市士余蛋鸡场。

3）试验日期。2016年 9月 10日 -10月 20日。

4）试验动物及分组。试验采用单因子完全随机

分组试验设计，选取 435 日龄健康、生产性能相近

的海兰褐商品蛋鸡 4 800只，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

照组，每组 4个重复，每个重复 600只鸡。

5）试验日粮。试验蛋鸡基础日粮参考《鸡饲养

标准（NY/T33-2004）》中蛋鸡营养成分的推荐值配

制，试验组与对照组采用相同的玉米 - 豆粕型日

粮，制成粉料。试验期间，试验组日粮在对照组日粮

的基础上添加低温淀粉酶 300 g/t。基础日粮组成及

营养水平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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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表

日粮组成 营养水平 含量

玉米 代谢能渊MJ/kg冤 11.29
豆粕 粗蛋白/% 16.48
贝壳粉 钙/% 3.59
磷酸氢钙 有效 P/% 0.42
蛋氨酸 蛋氨酸/% 0.36
赖氨酸 赖氨酸/% 0.64
预混料 蛋氨酸+胱氨酸/% 0.50
食盐

合计

含量/%
65.00
23.00
8.60
1.80
0.25
0.15
1.00
0.20

100.00

表 2 低温淀粉酶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

表 3 经济效益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蛋鸡数量/只 2 400 2 400
饲料成本/元 24 709.92 24 593.11
产蛋总量/kg 5 354.93 5 239.80
产蛋收入/元 37 484.51 36 678.60
收益/元 12 774.59 12 085.49

项目 试验组 对照组

平均日采食量/g 109.85依1.12 111.08依1.33
平均日产蛋量/g 54.42依1.18 53.25依1.15
平均产蛋率/% 85.27依1.24 83.30依1.31
平均蛋重/g 63.83依0.51 63.96依0.62
料蛋比 2.019依0.02 2.092依0.01

试验全程死淘数/只 1 4

6）饲养管理。本试验在封闭式鸡舍内进行，3层

阶梯式笼养。预试期 7 d，正式试验期 41 d。常规日

常管理，人工控制光照、温度和湿度。自由采食和饮

水。其他饲养管理和免疫程序按常规蛋鸡饲养办法

和免疫程序进行。2组在场内保健用药、疫苗免疫及

饲养管理方面完全相同。试验全程由同一饲养员饲

养。

7）指标测定。正试期每天记录试验蛋鸡的采食

量、产蛋数量、蛋重及死淘鸡数，统计平均日采食

量、平均日产蛋量、平均产蛋率、平均蛋重和料蛋

比，计算饲料成本并根据产蛋收入进行经济效益分

析。

8）数据统计与分析。试验数据使用 SPSS 19.0

软件对各指标分组分阶段进行方差分析。

2 试验结果

1）低温淀粉酶对蛋鸡生产性能的影响，见表 2。

①平均采食量。从表 2可以看出，试验组平均

日采食量为 109.85 g，比对照组下降了 1.11%（ ＞

0.05）。推测可能是添加低温淀粉酶后，蛋鸡对饲料

中的淀粉利用率提高，即对能量的利用率提高，造

成采食量有所下降。

②平均产蛋率。从表 2可以看出，试验组蛋鸡

平均日产蛋量为 54.42 g，比对照组提高了 2.20%

（ ＜0.05）；整个试验期间，试验组蛋鸡的平均产蛋

率为 85.27%，比对照组提高了 2.36%（ ＜0.05）。说

明在日粮中添加低温淀粉酶提高了蛋鸡对淀粉的

消化利用率，这种效果显著表现为蛋鸡平均产蛋量

和平均产蛋率的提高。

③平均蛋重。从表 2可以看出，试验组平均每

枚蛋重为 63.83 g，对照组平均每枚蛋重 63.96 g，试

验组平均蛋重比对照组略轻，但差异不显著（ ＞

0.05）。说明在产蛋高峰后期，添加低温淀粉酶对提

高平均产蛋率效果显著，能够延长产蛋高峰期，增

加产蛋量，但对提高平均蛋重的效果并不明显。

④料蛋比。料蛋比是衡量蛋鸡场生产效益的重

要指标。料蛋比越低，蛋鸡生产性能越高，鸡场经济

效益就越好。整个试验期间，试验组料蛋比为

2.019，比对照组降低 0.073，降低了 3.49%，说明添

加低温淀粉酶能够降低蛋鸡的料蛋比，提高饲料转

化率，增加经济效益。

⑤试验全程死淘鸡数。饲养期间，试验组死淘

数为 1只，对照组死淘数为 4 只，说明添加低温淀

粉酶降低了蛋鸡的死淘数，提高了蛋鸡整体的抗病

能力和健康水平。

2）经济效益分析。添加低温淀粉酶后，蛋鸡经

济效益分析见表 3。

从表 3分析可知，添加低温淀粉酶后，虽然试

验组饲料成本比对照组增加 116.81元，但产蛋总重

量比对照组提高 115.13 kg，产蛋收入比对照组提

高 805.91元；扣除饲料成本，试验组总收益比对照

组多 689.10元，平均每只蛋鸡比对照组多收益 0.29

元。

3 讨 论

1）蛋鸡在产蛋期基础代谢旺盛，对能量的需求

较大，部分为自身的维持需求所用，其余主要用于

产蛋。足够的能量摄入水平是维持和延长产蛋期的

重要保证。蛋鸡不同于肉鸡的消化生理特点，产蛋

期蛋鸡的消化系统相对发达。过去认为玉米是饲料

原料的黄金标准，不存在消化不良性，蛋鸡对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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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化率理论上应该很高。但是 Noy等[3]的研究表

明，在理想状态下，4～12日龄的肉鸡日粮中的淀粉

回肠末端消化率很少超过 85%，肉仔鸡（4～21日

龄）小肠末端淀粉消化率仅为 82%，对回肠食糜进

行显微镜检查发现回肠内有大量未消化玉米胚乳

成分，鸡日龄增加时消化率也没有提高的迹象。梅

学文等 [4]对 24～54 周龄海兰褐蛋鸡空肠内消化酶

随日龄变化的研究表明，24～34周龄蛋鸡消化道内

的淀粉酶活性相对稳定，活力较高，34周龄后随日

龄的增加淀粉酶活性逐渐降低，44周龄后活力下降

较快。鸡的消化道较短，食糜通过肠道的速度较快，

淀粉酶与食糜充分接触反应的时间相对有限，因此

蛋鸡对淀粉的消化吸收并不完全。

2）国内关于添加外源性淀粉酶改善蛋鸡生产性

能的研究报道较少。蒋正宇等[5]研究了不同剂量淀

粉酶对肉鸡增重、采食量和饲料转化率的影响，结

果表明添加淀粉酶提高了肉鸡增重，促进了肉鸡采

食，且肉鸡增重与添加剂量呈明显的线性关系，淀

粉酶能够改善饲料转化率。刘迎春等[6]研究了低温

淀粉酶对肉鸡生产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添加低温

淀粉酶显著提高了肉鸡平均日增重，降低了全程料

重比，改善了肉鸡的生产性能。刘庆华等[7]研究了添

加淀粉酶与复合酶对蛋种鸡生产性能及养分利用

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单独或与复合酶联合添加淀粉

酶均能显著改善蛋种鸡的产蛋率，降低料蛋比。本

试验结果表明，在蛋鸡日粮中添加 300 g/t低温淀

粉酶，试验组蛋鸡的平均产蛋率比对照组提高了

2.36%，料蛋比降低了 3.49%，说明添加低温淀粉酶

显著提高了蛋鸡对能量的利用效率，提高了产蛋

量，延长了产蛋高峰期，降低了料蛋比，提高了蛋鸡

的生产性能。

3）目前饲料中普遍使用的淀粉酶是工业用中温

淀粉酶，其最适作用温度是 70～80 ℃。成年鸡的正

常体温一般在 41.5 ℃左右，中温淀粉酶在动物体

温的温度条件下不能发挥最佳效果[8]。中温淀粉酶

的耐胃酸性能差，pH 5.0以下即严重失活，因此无

法通过胃进入肠道发挥作用。本试验中所使用的低

温淀粉酶是根据单胃动物消化道生理特点而专门

研制的一种新型的饲料专用低温淀粉酶，它在动物

体温 37～42 ℃的温度条件下具有很强的活性，发

挥最佳活性的 pH值范围（pH 4.0～6.0）与动物胃肠

道 pH值相吻合，不仅具有耐饲料制粒高温性能，还

具有优良的过胃性能（耐胃酸、耐胃蛋白酶）[9]。作为

一种高效的内切酶，低温淀粉酶在鸡的嗉囊内即与

淀粉发生水解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是将大分子的

淀粉水解成易于被蛋鸡消化吸收的小分子糊精和

低聚糖，然后再进入小肠进行深度消化和吸收，以

此提高蛋鸡对能量的利用率。

4 结 论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日粮中添加低温淀粉酶

300 g/t，可以提高蛋鸡产蛋率，降低料蛋比，降低死

淘数，显著改善蛋鸡的生产性能，在蛋鸡生产中具

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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