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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粕替代日粮中部分豆粕对蛋鸡
产蛋性能及蛋品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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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场上使用的主要植物性蛋白饲料是豆

粕，补充料有棉粕、菜籽粕、花生粕、芝麻粕等，习惯

统称为杂粕。豆粕是较常用的植物性蛋白饲料，其

价格也是植物性蛋白饲料中较高的。豆粕的粗蛋白

质含量高（40%～50%），且消化率高达 80%以上，氨

基酸平衡也较好，必需氨基酸中除蛋氨酸外，其他

氨基酸含量都较高，特别是赖氨酸含量，具有芳香

味，适口性好，畜禽喜食。所以，饲料企业在生产中

常使用豆粕，而其他粕类用量较少。然而近年来国

内豆粕的价格持续上涨，同时，由于全球饲料蛋白

资源的匮乏，在饲养中使用高蛋白日粮的传统技术

方法也开始被畜禽养殖业重新审视，从而在饲料中

添加适当比例的低价格杂粕代替部分豆粕，实现畜

禽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畜牧工作者需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养殖蛋鸡节本增效的重要策略

之一。

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不同比例菜粕、棉粕代替豆

粕配合日粮饲喂产蛋鸡的效果，观察蛋鸡对存在有

害因子的菜粕、棉粕的承受能力，比较以可消化氨

基酸为基础通过添加人工合成氨基酸（ 、 、

和 ）配制的“玉米 -豆粕”、“低蛋白的玉米 -豆

粕”、“玉米 -棉粕”、“玉米 -菜粕”和“玉米 -棉粕

-菜粕”日粮对蛋鸡生产性能和蛋品质的影响，找出

杂粕代替豆粕的最佳添加比例，为优质低价的蛋鸡

饲料配制提供理论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时间与地点

试验于 2013年 9-10月在湖南某蛋鸡场进行。

1.2 试验材料的选择与分组

选用 45周龄京粉 1号蛋鸡（正常产蛋期）480

只，随机分为 5组，每组 3 个重复，每个重复 32只

鸡，采用 3层笼饲养，每 4只鸡 1个笼子，每 8个笼

子 7个饮水器，8个笼子 1个料槽，上中下各 8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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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用 45周龄京粉 1号蛋鸡 480只，随机分为 5组，每组 3个重复，每个重复 32只鸡，饲喂不同比例

杂粕代替豆粕的日粮，探讨不同日粮对蛋鸡生产性能及蛋品质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蛋鸡日粮中添加 5.48%棉粕、

5%菜籽粕及 10%棉菜粕替代豆粕，对京粉 1号蛋鸡产蛋性能无显著影响（ ＞0.05）；同时每产 1 kg蛋消耗的饲

料成本玉米 -棉粕和玉米 -棉菜粕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0.05）；蛋形指数、蛋壳厚度、哈氏单位 3项指标上 5

个处理间也无明显差异（ ＞0.05）；但由于不同日粮的适口性不同以及能量水平的差异导致各组采食量差异及显

著（ ＜0.01），可是在产蛋率和蛋质量 2项指标上差异也不显著（P＞0.05），从而表明在满足有效氨基酸需要量的

基础上，蛋鸡日粮粗蛋白质水平减低 2个百分点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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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括号内数据为实测值，括号外数据为标准计算值。

原料 /%
玉米 -豆粕 玉米 -豆粕

第 1组 第 2组

玉米 63.00 67.18 62.71 62.23 63.52

大豆粕 22.35 16.28 16.87 17.35 9.49

棉粕 5.48 5.00

菜子粕 5.00 5.00

贝壳粉 9.85 10.00 9.55 9.60 9.35

玉米油 2.50 3.00 2.90 3.40 3.20

玉米蛋白粉 2.05

沸石粉 1

产蛋鸡预混料（1%） 1 1 1 1 1

磷酸氢钙 0.75 0.85 0.85 0.82 0.76

盐 0.36 0.35 0.36 0.36 0.35

赖氨酸（ ） 0.08 0.16 0.11 0.12 0.16

蛋氨酸（ ） 0.11 0.12 0.12 0.11 0.11

苏氨酸（ ） 0.04 0.04

色氨酸（ ） 0.02 0.01 0.01 0.01

配方成本 /（元 /t） 3 200.57 3 050.16 3 015.55 3 020.32 2 955.50

营养成分 营养含量

代谢能 /（MJ/kg） 11.798 11.912 11.998 11.785 11.795

粗蛋白 /% 15（14.56） 13（13.06） 15（15.13） 14.9（14.69） 15（15.5）

钙 /% 3.47 3.60 3.51 3.47 3.35

总磷 /% 0.44 0.44 0.46 0.48 0.46

可利用磷 /% 0.26 0.25 0.25 0.26 0.25

可利用蛋氨酸 /% 0.332 0.328 0.336 0.341 0.354

可利用赖氨酸 /% 0.632 0.619 0.641 0.642 0.638

可利用蛋 +胱氨酸 /% 0.535 0.518 0.539 0.521 0.540

可利用苏氨酸 /% 0.441 0.438 0.456 0.452 0.447

可利用色氨酸 /% 0.132 0.118 0.132 0.127 0.123

玉米 -棉粕

第 3组

玉米 -菜粕

第 4组

玉米 -棉粕 -菜粕

第 5组

为 1组。

1.3 日粮配方

根据 NRC家禽饲养标准和生产实际配制试验

日粮，确定蛋种鸡产蛋中后期正常蛋白质水平为

15%，配制 5种蛋鸡日粮，具体配方及营养成分指标

如表 1。

1.4 饲养管理

本试验预试验期为 1周，然后进入正试验期。

正试验期 5周，正试期各组饲喂表 1配方配制的粉

状日粮。饲养管理条件基本一致，鸡舍为半开放式

鸡舍，3层全阶梯笼，每天光照 15 h，试验期间平均

舍温保持在 27 ℃。为保证饲料原料的一致性，在试

验开始前购买齐配制试验日粮所需的全部原料。试

验饲粮采用粉状投饲，每日 07：30和 16：30饲喂 2

次，自由饮水，每 3 d清粪 1次，每天检查饮水器 1

次，确保正常饮水。

1.5 测定指标和方法

1）生产性能。每天下午 17：00，记录每日的产蛋

数、产蛋总质量、破软蛋数及鸡的死淘数，记录全期

每个重复的耗料量，统计各处理的平均产蛋率、平

均日产蛋质量、平均采食量及料蛋比。每 5 d统计 1

次每个重复的采食量。

计算公式如下。

应用公式：产蛋率 /%=每组产蛋总个数÷每组

蛋鸡数×100%；

只日平均产蛋质量 /g=每组产蛋总质量÷（每

组蛋鸡数×试验天数）；

2）蛋的品质。试验结束时，每重复组采蛋样 5

枚，测定蛋质量、蛋形指数、蛋比重、哈夫单位、蛋壳

厚度、蛋黄质量 /蛋质量、蛋白质量 /蛋质量。

表 1 产蛋鸡日粮组成及营养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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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蛋质量 /g 蛋比重 蛋形指数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1 59.94a 0.25 1.08a 0.00 0.78a 0.00

2 60.70a 2.62 1.07a 0.00 0.76a 0.00

3 59.97a 4.14 1.07a 0.00 0.76a 0.00

4 60.61a 1.34 1.08a 0.00 0.75a 0.00

5 57.70a 4.08 1.07a 0.00 0.79a 0.00

表 4 不同饲料对蛋重、蛋比重和蛋形指数的影响

表 3 各组日平均采食量、料蛋比和经济效益分析

组别
采食量 /（g/只·日） 料蛋比 每千克蛋饲料成本 /元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1 120.85C 0.76 2.35a 0.04 6.78b 0.06

2 98.46A 0.44 2.41a 0.18 6.75b 0.28

3 107.78B 0.31 2.26a 0.29 6.56a 0.46

4 120.8C 0.49 2.39a 0.04 6.76b 0.07

5 107.42B 0.51 2.37a 0.11 6.56a 0.17

1.6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应用 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多

重比较采用 Duncan法。

2 结果与分析

所有记录的数据通过 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后，经列表和作图可更直观地进行分析，结果

如下。

2.1 产蛋性能

1）产蛋率和产蛋质量。各组试验鸡产蛋率和日

平均产蛋质量见表 2。全期各组产蛋率差异不显著

（ ＞0.05），但低蛋白（第 2组）的氨基酸平衡日粮相

对较低，对照组（第 1 组）最高；低蛋白的第 2 组的

日产蛋重显著低于对照组（ ＜0.05）,其余各组差异

不显著（ ＞0.05）。

2）采食量、料蛋比和经济效益分析。由表 3 可

知，各组采食量比较差异极显著（ ＜0.01），第 4

组和第 1 组是采食量最高的；第 2 组是采食量最

少的。各组之间的采食量差异与饲料的适口性和

鸡的产蛋量有关，其采食量和产蛋量呈正相关；

但各组之间的饲料转化率差异不显著（ ＞0.05）；

每产 1 kg蛋消耗的饲料成本各组差异显著（ ＜

0.05），其中玉米 - 棉粕和玉米 - 棉菜粕成本最

低，分别比对照组低 0.21 和 0.22 元；而低蛋白

组、玉米 - 菜粕组分别比对照组低 0.03 和 0.02

元。

2.2 蛋的品质

蛋品质的测量。包括各组蛋质量、蛋比重、蛋形

指数、蛋壳厚度和哈夫单位等数据的测量。

蛋质量的测量。用校准后的电子天平称量各组

抽取出的蛋质量，并作记录和计算。

蛋比重的测定。用新鲜配制的不同浓度的盐水

测量各组蛋在不同浓度盐水中的蛋比重。

蛋形指数的测定。用游标卡尺准确测量各组蛋

的长径和短径并计算。

蛋壳厚度的测定。取一小片蛋壳，撕去内膜，再

用千分尺测量其厚度并记录。

从表 4、表 5可知，各组鸡蛋的品质差异不显著

（ ＞0.05），说明以可消化氨基酸为基础配制蛋鸡日

粮可充分利用杂粕类蛋白补充饲料，并不影响鸡蛋

的品质。

3 小 结

本试验结果表明，在蛋鸡日粮中添加 5.48%

棉粕、5%菜粕及 10%棉菜粕替代豆粕，对京粉 1

号蛋鸡产蛋性能无显著影响（ ＞0.05）；同时每产

1 kg 蛋消耗的饲料成本玉米 - 棉粕和玉米 - 棉

菜粕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0.05）；蛋形指数、蛋

壳厚度、哈氏单位 3项指标上 5 个处理间也无明

组别
产蛋率 /% 只日平均产蛋重 /g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1 76.93a 2.21 51.35b 0.79

2 61.17a 3.39 41.28a 2.97

3 72.79a 9.16 49.04ab 5.67

4 75.54a 2.67 50.61ab 1.14

5 66.39a 2.20 45.57ab 2.18

表 2 产蛋率和日平均产蛋质量比较

注：同列小写字母相同者表示差异不显著（ ＞0.05），不同者

表示差异显著（ ＜0.05）；大写字母不同者表示差异极显著（ ＜

0.01）；以下各表标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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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 ＞0.05）；但由于不同日粮的适口性不同

以及能量水平的差异使各组采食量差异极显著

（ ＜0.01），但在产蛋率和蛋质量两项指标上差异

不显著（ ＞0.05），从而表明在满足有效氨基酸需

要量的基础上，蛋鸡日粮粗蛋白质水平减低 2 个

百分点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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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蛋壳厚度 /μm 哈夫单位 蛋白质量 /蛋质量（%） 蛋黄质量 /蛋质量（%）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平均数 标准误

1 375.00a 22.91 76.60a 2.65 61.66a 1.15 26.16a 1.75

2 335.00a 30.00 76.84a 2.59 63.33a 2.46 25.50a 0.86

3 340.00a 47.69 77.10a 5.20 64.00a 1.32 24.83a 0.28

4 363.33a 5.77 78.52a 4.33 62.33a 0.28 25.50a 0.50

5 351.66a 40.41 78.72a 2.44 62.66a 2.02 25.50a 1.00

表 5 不同饲料对蛋鸡蛋壳厚度、哈夫单位、蛋白和蛋黄占蛋质量的比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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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季节谨防“猪流感”

猪流行性感冒又被称为“猪流感”，该病多发于晚秋、寒冷的冬季及早春，呈地方性流行。该病临床

特征为突然发病，迅速蔓延全群，发病率高达 100%，虽然死亡率不高，但会严重影响猪的生长发育。

1 猪流行性感冒的防治措施
1）加强饲养管理。饲养管理直接影响着猪的体质和抵御病害的能力。首先要注意猪舍的卫生状

况，保持猪舍清洁、干燥和良好的通风。其次要定期对猪舍进行消毒和驱虫。此外，管理人员要科学搭

配饲料，通过饮食提高猪群的抵抗力。尽量不从外地引进种猪，一旦引进种猪，要及时对其进行隔离检

疫，以保证其没有携带病毒。

2）构建相应的猪流感防治体系。首先，猪群要与其它畜禽保持相当的距离，以免出现不同种群之

间的交叉感染。其次，猪场应严格控制外来人员和车辆的进入，以免其将流感病毒传染给猪群。对进入

猪场的外来人员和车辆应进行严格的消毒。

3）隔离和接种疫苗。首先，管理人员应定期观察猪群的状况，一旦发现异常猪，要立即将其隔离，

并对猪场进行全面消毒，防止病情恶化。管理人员还要及时联系相关单位，及时控制病情。其次，对患

病死亡的猪要进行消毒、深埋处理，保证其身上的病毒不会再传播。此外，在猪流感高发的季节，要对

猪群进行免疫接种，以防其受到流感威胁。

2 猪流行性感冒的治疗措施
1）西药治疗。应根据具体的发病情况对症治疗，不可盲目使用抗生素药物。首先，可以在猪场的清

洁饮用水中添加一些能够调节血液酸碱平衡作用的药物。其次，可以在食物中增加一些维生素，以增

强猪的抵抗能力。此外，可以向患病猪注射复方氨基比林等镇痛药物，也可以肌注双黄莲和头孢。

2）中药治疗。中药治疗主要是针对病情不是特别严重或者作为西药的辅助。中药治疗能够起到很

好的调理作用。用柴胡、陈皮、薄荷各 18 g，菊花 15 g，土获菩、紫苏、生姜各 12 g，水煎内服。

来源：猪场动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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