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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调味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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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饲料调味剂是根据不同动物在不同生长阶段的

生理特性和采食习性,为改善饲料的诱食性和适口

性、全面提高动物生产性能而添加到饲料中的一种

添加剂,主要由刺激嗅觉的香味剂、甜味剂、酸味剂、
鲜味剂和辅助制剂组成。最常用的香味调味剂有香

草醛、柠檬油酪酸、乳酸丁酯、香兰素、大葱油及其他

芳香型脂类、醇类等;增加饲料甜度的甜味剂有糖

精、马钱子、槟榔、茴香、氨基酸、糖蜜等;调节饲料酸

度的酸味剂有柠檬酸、乳酸、酒石酸等;增加饲料鲜

味的鲜味剂有谷氨酸钠(俗称“味精”)等[1];辅助制

剂虽不是调味剂的有效成分,但对调味剂的效力和

外观有影响。辅助制剂的比重、粒度等理化性质,不
仅会影响调味剂的香气散发、吸附平衡和稳定性,还
会影响调味剂在拌入饲料时的均匀程度。

1 饲料调味剂的作用

饲料调味剂在实际生产中具有很多生理作用,

对促进动物生长、增加采食量、提高饲料转化率以及

降低生产成本都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其作用大致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掩盖饲料气味

为了节约成本、提高养殖效果,有时会在动物饲

料中加入尿素、高浓度矿物质、药物等,但饲料的适

口性会因此大大降低,影响动物的采食量,而调味剂

则可起到中和以及掩盖的作用。

1.2 增强动物食欲

在养殖环境等发生改变时,动物易产生应激反

应,造成食欲下降,从而影响生产性能。如果在饲料

中适当加入调味剂,会增强动物食欲,保证应激状态

下动物的食入量及饲料转化率。据樊哲炎等[2]报

道,在断奶仔猪日粮中添加糖精(50g/t基础日粮)
和乳猪香(1000g/t基础日粮),仔猪的采食量分别

高出对照组8.7%和9.4%,差异显著(P<0.05),
糖精组和乳猪香组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

1.3 改善生产性能

在饲料中添加调味剂,有利于仔畜早期断奶,且
对母畜及仔畜的生产性能均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

用,并能充分发挥母畜的生产潜能及繁殖能力。据

方芳[1]报道,在鸡饲料中添加2.0%的大蒜渣,可提

高产蛋率5.6%,很大程度上改善了鸡的生产性能。

1.4 其 他

在饲料中添加调味剂,还可以提高动物的身体

健康状况,使动物的肉质得到改善,能满足人们对动

物肉制品等商品的需求,进而增强动物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2 饲料调味剂在养殖业中的应用

2.1 在仔猪生产中的应用

猪的嗅觉和味觉十分灵敏,尤其对香、甜、酸等

较敏感,这为调味剂在猪饲料中的使用奠定了基础。
据鲁旭东等[3]报道,对4组条件相近的新生仔猪分

别饲喂含有3种调味剂(偏香型、偏甜型、偏酸型)的
日粮和不含调味剂的基础日粮,仔猪出生4d后按

同样的比例配制调味剂水溶液并涂抹于母猪乳头

上,第8天开始补料,至第8周结束。结果显示:添
加了调味剂的3组试验组仔猪的采食量和日增重与

对照组相比均有所提高,其中以采食添加了偏甜型

调味剂饲料的仔猪的经济效益最高。

2.2 在奶牛生产中的应用

在奶牛饲料中添加调味剂,能改善饲料的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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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促进奶牛生产性能的充分发挥,是增加奶牛采食

量的可靠措施之一。
据穆淑琴等[4]报道,随机选取体重、年龄、胎次

以及上一周期产奶量相近的相同品种的健康奶牛

32头,平均分成4组,Ⅰ、Ⅱ、Ⅲ组分别饲喂添加了

调味剂A(草香味)、调味剂B(焦糖味)和调味剂C
(果香味)的基础日粮,Ⅳ组饲喂常规基础日粮。试

验从产前28d开始至产后42d结束,分别在奶牛产

后第1天、第14天、第28天和第42天测定奶牛的

胸围和体长并计算体重,从而对其体况进行评分。
结果显示:加入调味剂,可使奶牛产前和产后干物质

摄入量增加,其中调味剂B对提高围产期奶牛摄入

量的影响最为明显;添加调味剂对奶牛体重的增加

有促进作用,其中在奶牛产后日粮中添加调味剂B,
可以显著提高其体重(P<0.05);添加调味剂对奶

牛产后体况的恢复也有促进作用,其中采食添加了

调味 剂 B 的 日 粮 的 奶 牛 的 体 况 显 著 改 善

(P<0.05)。另外,在奶牛产后28d于饲料中添加调

味剂B 和 调 味 剂 C,可 以 显 著 改 善 奶 牛 的 体 况

(P<0.05);而在奶牛产后42d于饲料中添加以上

3种调味剂,均能显著改善奶牛的体况(P<0.05)。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不难看出,3种调味剂对奶牛产

后采食量的提高、体重的增加以及体况的恢复都有

帮助,其中以偏甜型的调味剂使用效果最为显著。

2.3 在家禽生产中的应用

对于家禽生产中是否可以应用调味剂,业内一

直存在不同意见,原因是家禽的嗅觉不是很发达。
但大量的饲养对比试验证明,在家禽饲料中加入优

质的饲料调味剂,不仅可增加家禽的采食量和体重,
而且家禽的增重幅度大于其采食量的增加,从而降

低了料肉比,使饲料的利用率得到了提高。尤其是

加入偏甜型和偏鲜型的调味剂,饲养效果更显著。
因此,养殖户可以根据家禽喜欢的口味,适当地加入

相应的调味剂,从而增加家禽的采食量和体重,为养

殖户带来更多的收益。

3 应用饲料调味剂的注意事项

3.1 加工过程中

1)加工温度。调味剂的气味会随着温度的升高

而加快散发,低温下气味散发慢。如果在将饲料制

成颗粒前添加调味剂,会损失一部分气味。而将调

味剂与饲料混合后再制成颗粒,调味剂会附着在颗

粒表面,颗粒压的越紧密、空隙越小,越能留存住

香气。

2)颗粒大小。选用的调味剂颗粒越小,混入饲

料中与饲料颗粒接触的面积就越大,掩盖饲料本身

不良气味的效果则越好,也就越能充分发挥调味剂

的作用。

3)加工设备与方法。合理地选用制取颗粒的机

器及适宜的加工方法,是保证调味剂品质的基础和

保障。

3.2 使用过程中

1)要有针对性。调味剂对畜类及各种宠物应用

效果较好,而对禽类和鱼类的效果相对不那么明显,
这与动物自身的嗅觉和味觉息息相关。一般将调味

剂使用在小于4周龄的仔猪及肉仔鸡的饲料中效果

比较好,使用效果会随着动物日龄的增加而下降。
动物一般都比较喜欢香甜味,猫、狗类的宠物则喜欢

腥味。因此,饲养过程中应根据不同动物的嗅觉和

味觉特点,选择合适的调味剂。

2)要合理搭配。在饲料中使用调味剂时,要混

合均匀,最好外加、内加相结合。还要避免将调味剂

与有拮抗作用的原料进行预混合。若饲料原料中含

有过多的菜籽粕、棉籽粕、油脂和其他添加剂成分,
则直接影响调味剂的使用效果。如:饲料中混有药

物、矿物质、胆碱或尿素,或饲料中的脂肪氧化严重,
或饲料发生霉变,都会影响饲料味道及口感,而调味

剂则无法弥补这些缺陷。

3)饲料要过关。使用调味剂是为了更好地配合

饲料达到饲养动物的标准,而不是为了突出调味剂。
因此,在实践生产中,不但要适当地选择所用的调味

剂,更要保证饲料的质量。

4)香味要适宜。选择调味剂时,还应注意其香

味,并不是香味越浓越好,不要陷入思维误区,实际

上香味太浓可能对饲料的诱食性带来不利影响。

4 小结与展望

随着畜禽和水产养殖业饲养标准及技术水平的

提高,人们对动物产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

对饲料调味剂的使用必将严格要求。饲料调味剂作

为一种改善动物饲粮适口性的调味品,确实起到了

增加动物采食量和日增重的效果,但是大多调味剂

中没有对动物生长有利的营养成分,或有营养作用

的调味剂由于成分复杂及价格比较昂贵并没有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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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养殖户的青睐。此外,饲料调味剂来源于各种

香料,其是否具有药物残留等毒副作用、是否污染环

境、是否影响动物的健康生长及对人类的健康是否

构成威胁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饲料调味剂的品种甚多,对于其作用,不能肤浅

地停留在调节气味、增强诱食的表现上。随着对采

食量的调节和采食量生理调控的深入研究,必将快

速推动调味剂研究开发应用向着更深层次发展。未

来需要利用多学科发展,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进一

步挖掘更多功能,进而研究出新型调味剂,使其不仅

能增加动物采食量和日增重,而且是纯天然、有营

养、对动物的生长有积极作用的,从而促使动物长得

更好[5]。
现代的健康养殖对动物的福利格外关注,关爱

动物生理与行为要求,改变单一求快的养殖方法,确
保养殖的量与质和谐发展,必将推动饲料调味剂在

养殖业的广泛使用。环境的逐步恶化、全球气候变

暖、高温等应激因素,对养殖业提出新的挑战,结合

我国饲料工业实际,对调味剂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其
应用开发也会更为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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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存栏攀升 原料需求提振

据估计,2013年三季度,全国生猪出栏量达到1.71亿头,同比下滑0.2%;仔猪补栏量同比增长

6.2%;工业饲料需求继续放量,同比增幅达到7.6%。预计,伴随后期生猪养殖逐步回稳,仔猪补栏意

愿将有所提振,支撑原料需求增长,但其间母猪存栏将会逐步下滑,可缓解市场压力。
自5月份我国生猪价格进入季节性上涨通道以来,全国主产区猪价已由12.2元/kg上涨至15.8

元/kg,涨幅达30%;同时,生猪养殖盈利由前期每头亏损150元到目前头均盈利200元,从而实现养殖

全面复苏,进而刺激养殖企业补栏积极性,间接提振原料需求增长。
另外,据中粮期货研究院判断,全年生猪出栏量突破7亿头,届时全国猪料需求增长将达6.7%以

上,其中豆粕、玉米需求量分别达2700万和7400万t,进而提振前期原料价格低迷影响。
从养殖效益来看,目前无论是自繁自养还是外购仔猪均能实现盈利,局部地区盈利达300元以上,

有效缓解了前期亏损压力;基于此,全国仔猪价格一路上扬,头均盈利普遍在450元以上,足以说明当前

养殖市场逐步好转。
预计,伴随后市生猪市场需求提振,以及后期节假日较为集中,将有效通过需求提振上游原料市场,

一扫上年度“悲观情绪”。
来源:和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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