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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囊丁酸钠对保育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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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绿色健康饮食理念的提升，消

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为了适应广大终

端消费者的需求，无抗养殖应运而生，各国政府出

台相关措施，来严格控制抗生素在饲料中的使用。

在这种大环境下，寻求绿色安全的抗生素替代品成

为当前研究的热点。四川农业大学营养研究所陈代

文教授和吴德教授提出抗病营养理论，重点提出营

养与肠道健康，肠道健康与猪只健康的关系[1]。丁酸

钠作为一种新型的饲料添加剂，早在 20世纪 80年

代就受到了国外专家的关注，丁酸可直接被肠上皮

细胞利用，为肠道细胞直接供能，从而促进动物肠

道发育，改善小肠形态，修复受损黏膜，维持肠黏膜

的完整性，抑制有害菌的滋生，促进动物对饲料中

营养成分的消化吸收，从而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

是目前肠道修复和替代抗生素的理想添加剂[2]。健

康的肠道是动物体维持健康、发挥最大生产性能的

前提，本文以保育猪为研究对象，研究微囊丁酸钠

对保育猪生长性能的影响，旨在为微囊丁酸钠在生

产实践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CM3000：30%微囊包被丁酸钠、溶菌酶、抗菌

肽、硒代蛋氨酸、牛磺酸、缬氨酸，由浙江康德权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

保育仔猪由湖北浠水长流牧业有限公司提供。

1.2 试验时间

2014年 8月 15日~2014年 9月 10日袁试验期
26 d遥
1.3 试验地点

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湖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

（集团）湖北浠水长流牧业有限公司。

1.4 试验设计

试选择 120头 30日龄尧体重接近的保育仔猪袁
随机分为 2个处理组袁 分别为对照组和试验组袁每
个处理组 3个重复渊栏冤袁每个重复 20头猪袁公母各
半遥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袁为猪场自配料遥试验组饲
喂基础日粮+1 000 g/t CM3000遥 试验基础日粮组
成及营养水平见表 1遥
1.5 饲养管理

试验仔猪饲养在同一幢保育舍内，按猪场常规

饲养管理方式管理，仔猪按正常免疫程序免疫，自

由采食和饮水。

1.6 测定指标

试验开始前仔猪空腹称重，随机分成试验组与

对照组。在试验结束前，空腹 12 h，于次日早 8：00

摘要 本试验旨在研究微囊丁酸钠 CM3000对保育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遥选择 120头日龄尧体重接近的保育
仔猪渊杜伊长伊大冤袁随机分为 2个处理组袁每个处理组 3个重复渊栏冤袁每个重复 20头遥 对照组饲喂基础饲粮袁试验
组饲喂基础日粮+1000 g/t CM3000遥 结果表明袁与对照组相比袁CM3000组仔猪腹泻状况明显改善袁平均日采食量
提高了 16%袁平均日增重提高了 31.07%袁料重比降低了 0.170遥结果表明袁日粮中添加 CM3000可以提高保育仔猪
的平均日采食量尧平均日增重袁并能降低料重比袁减少腹泻袁从而提高养殖场的经济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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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对照组 试验组

初均重/kg 6.539依0.217 6.425依0.450
末均重/kg 11.889依0.188A 13.437依0.248B

平均日采食量/kg 0.300依0.031a 0.348依0.038b

平均日增重/kg 0.206依0.043A 0.270依0.031B

料重比 1.46依0.135A 1.29依0.126B

表 2 CM3000对保育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注院同行肩标无字母表示差异不显著渊 跃0.05冤袁同行肩标不同小
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渊 约0.05冤袁同行肩标不同大写字母表示差异极
显著渊 约0.01冤遥

原料 含量/% 营养水平 含量

玉米 62.9 消化能/渊MJ/kg冤 13.49
豆粕 24.0 粗蛋白/% 18.27
麸皮 2.6 赖氨酸/% 1.20
进口鱼粉 2.5
油脂粉 3.0
膨化大豆 1.0
预混料 4.0
合计 100

表 1 基础日粮组成及营养水平

称仔猪空腹末重。试验期间观察仔猪腹泻情况，记

录全期耗料量，计算每头仔猪平均日采食量，平均

日增重和料重比。

1.7 数据统计

本试验为单因子试验设计袁试验数据采用 SPSS
10.0分析袁并采用配对 检验遥数据以平均值依标准
差表示袁以 <0.05表示差异显著袁 <0.01表示差异
极显著遥
2 结 果

2.1 CM3000对保育仔猪腹泻情况的影响
试验初期即进入保育舍第 3 天袁 对照组仔猪

开始出现腹泻袁粪便稀软袁不成形曰CM3000 组仔猪
未出现腹泻遥 随试验进行袁从第 15 天开始对照组
仔猪腹泻状况逐渐好转袁 试验结束时腹泻基本停
止曰 而 CM3000 组至 26 d 试验期未出现腹泻袁粪
便成形较好遥
2.2 CM3000对保育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CM3000 对保育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见表 2遥
由表 2可知袁初均重没有差异袁说明初始状态相同遥
试验结束时袁 添加 1 000 g/t CM3000组仔猪的末
均重极显著高于对照组渊 <0.01冤袁提高了 13.02%曰
CM3000组平均日采食量和平均日增重与对照组比
较也有显著差异 渊 <0.05和 <0.01冤袁 分别提高了
16%和 31.07%曰除此之外袁试验组料重比比对照组

降低了 0.17袁具有显著性差异渊 <0.05冤遥
3 讨 论

腹泻是断奶仔猪最常发生的一大类疾病袁究其
发病原因袁除病原菌感染引起外袁断奶应激是不可
忽视的一大因素遥 小肠是营养吸收的主要部位袁绒
毛是小肠的功能单位袁 肠黏膜表面有无数绒毛袁绒
毛越多吸收表面积越大遥一个 10日龄袁3 kg体重的
仔猪小肠吸收表面积达 114 m2[3]遥然而断奶后袁仔猪
的食物由液态母乳转变为固态饲料袁对仔猪是个很
大的应激袁导致小肠绒毛萎缩尧隐窝深度增加袁消化
酶渊尤其是绒毛刷状缘酶冤活性降低袁严重影响了小
肠正常的功能袁大大降低了饲料的消化利用率[4]袁这
可能是引起断奶仔猪腹泻尧生长受阻甚至成为僵猪
的重要原因遥 研究表明袁丁酸是肠道细胞偏好的营
养物质袁能直接被肠道细胞吸收袁为小肠上皮细胞
供能袁修复受损肠黏膜[5]遥 本试验中使用微囊丁酸钠
CM3000后袁试验组仔猪试验期间未出现腹泻情况袁
粪便成形度好袁而对照组试验期间陆续有仔猪发生
腹泻遥 罗海祥等也有类似的研究结果院在基础日粮
中加入 0.1%丁酸钠可显著降低断奶后 1周内腹泻
发生率[6]遥 这一结果与丁酸钠的肠道修复功能有直
接关系袁 它可以修复断奶应激造成的肠绒毛损伤袁
维持肠道正常营养吸收功能曰另外袁在肠道中丁酸
钠通过离子交换方式被吸收后袁 置换出大量的 H+袁
从而降低肠道 pH袁酸化肠道袁杀灭对酸敏感的有害
致病菌袁促进有益菌生长[7-8]袁这可能是应用微囊丁
酸钠腹泻率降低的另一个原因遥

本试验的研究结果显示袁日粮中添加 1 000 g/t
微囊丁酸钠 CM3000 后可以提高仔猪日采食量
16%渊 <0.05冤和平均日增重 31.07%渊 <0.01冤袁料肉
比降低 0.17渊 <0.05冤遥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也
得出类似的结果[8-10]遥断奶仔猪饲喂含丁酸钠日粮后
日采食量增加 6.86%耀16.00%袁 日增重增加 20.0%耀
23.5%袁饲料报酬不同程度提高遥丁酸钠能够提高仔
猪日采食量与其本身特有的腐败乳酪味有关遥 奶水
干物质中含有 3.8%的丁酸盐袁俗称的野乳臭冶味即来
自丁酸盐[11]袁所以经过智能微囊生产的微囊丁酸钠
的味道与奶水的味道极为相近袁这对于刚刚断奶失
去母乳的仔猪来说具有很强的诱食作用遥 日增重增
加是体蛋白合成增加的结果袁体蛋白的合成量受合
成原料与合成速度影响遥 丁酸钠能促进肠道干细胞
增殖袁通过增加小肠绒毛长度和绒陷比来扩大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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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吸收表面积[12]袁从而为机体提供大量合成体
蛋白的原料遥另外 Biagi 等研究发现袁丁酸钠能降低
盲肠发酵速度袁盲肠发酵液中氨的含量随时间推移
呈线性增加袁说明丁酸钠可加快肠道中氨的合成[13]遥
而氨是胃肠道微生物合成菌体蛋白和机体合成体

蛋白时的关键物质袁这也可能是丁酸钠促进蛋白质
合成尧促生长的原因之一遥
4 结 论

保育仔猪日粮中添加 CM3000可以提高仔猪平
均日采食量、平均日增重，并能降低料重比，减少腹

泻情况，从而提高养殖场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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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后母猪和育肥猪饲养注意的事项

1）母猪饲养。天气凉爽后，要注意在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天后，母猪因为天气较热造成的弊端，例如

因天热采食下降造成微量元素等营养摄入减少；母猪饮水增多、排尿增加，造成钙和微量元素等的流

失。所以要给母猪添加精饲料，比如适量增加粗蛋白含量。在水或饲料中适量添加微量元素添加剂。

母猪度夏后，身体机能一般来说很差，所以要根据母猪膘情适当增膘。母猪的体质变弱，要加强防疫，

以免母猪发病。为增强母猪免疫力，可以适当地饲喂黄芪多糖等中药制剂的保健性药物。

哺乳期母猪要注意补充营养，避免因母源性抗体造成仔猪的腹泻和呼吸道疾病问题。

至于后备猪和空怀猪，这期间因气候变化，需要加强体质，为发情配种做好准备。本阶段的猪受孕

是关键，需要优待。

2）育肥猪饲养。断奶育肥猪要注意猪舍干燥通风，避免地表脏水和空气湿度大，以防仔猪发生感

染性腹泻和呼吸系统问题，特别是昼夜温差大时尤其要注意，具体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避免昼夜

温差超过 10 ℃。仔猪防疫要根据本场环境和本地区情况注射强免疫苗。

育成期育肥猪要注意口蹄疫问题。要做到猪舍干燥，常消毒。增强免疫力，适当饲喂抗生素，比如

添加阿莫西林等药物。

来源：中国养猪网

饲料营养 29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