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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业中脱霉剂的选择与使用

冯晓友
河南省正阳县诸美种猪育种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正阳 463612

我国是个养猪大国，生猪存栏约占世界总存栏

数的一半。近年来我国养猪业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随着我国规模化养猪业的快速发展，畜产品的卫生

与安全越来越受到关注，饲料带来的环境污染日益

严重。而这一问题与饲料的安全密不可分。我国饲

料工业虽发展势头强劲，呈现稳步健康的发展态

势。但饲料的霉变污染给养猪业每年造成的经济损

失是相当严重的。饲料霉变及霉菌毒素严重影响饲

料工业和畜牧业生产。因此，饲料霉变给我国饲料

工业和养猪业造成的损失是不容忽视的。

1 饲料霉变给我国养猪业造成的危害

据统计，现在全世界每年损失的饲料有一半以

上是因霉变所致，每年因饲料发霉腐败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很大。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资料显示，

世界上每年大约有 25%的谷物遭受各种霉菌毒素

不同程度的污染。动物饲料的发霉和霉菌毒素的污

染在我国特别是南方普遍存在。

由于饲料中营养物质裸露，适宜霉菌生长，导

致饲料品质劣变，大大降低饲用价值。同时，霉菌在

适宜条件下会产生霉菌毒素，直接危害畜禽健康，

严重时会引起大批家畜中毒死亡，并对家畜健康和

生产造成相当大的损害。饲料霉变产生的毒素主要

有黄曲霉素（AF）、呕吐霉素（DON）、赤霉烯酮毒素

（ZEN）等，霉菌毒素引起饲料质量下降，适口性降

低，从而造成采食量下降，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

大量的饲料霉变及霉菌毒素严重影响我国养猪业

的发展。

猪吃了霉变的饲料，主要对猪产生以下危害。

免疫抑制，猪群抵抗力下降；营养物质损失，适口性

差；生产性能下降，生长速度缓慢，猪肉品质差；诱

发疾病，引起繁殖障碍病。不同阶段的猪只中毒表

现的症状各不相同。各种霉菌毒素的化学结构不

同，对猪造成的毒性也各不相同。霉菌毒素产生的

临床中毒症状因饲料的种类、剂量、饲喂的时间、毒

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猪本身的品种、年龄及健康

状况有所不同。据报道，饲料中 AF 含量为 2.0

mg/kg时，可使猪体重由对照组的 33.7 kg减少到

29.7 kg。AF通过胎盘屏障转移到胎儿，引起胎儿畸

形，导致产仔减少、产弱仔、死胎和木乃伊。急性中

毒的个别母猪发生流产。公猪 AF中毒则表现性欲

下降。猪对玉米赤霉烯酮最为敏感。Kordic等[1]研究

表明，在日粮中添加 22.09 mg/kg的玉米赤霉烯酮，

显著地降低了青年母猪的繁殖性能。ZEN对繁殖性

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生殖器官出现异常变化，如阴

户红肿、包皮肿大、以及常出现发情症状、不孕、假

孕、流产、死胎、公猪性欲减低等症状（肖治军[2]，张

丁华等 [3]）。从 32日龄开始对公仔猪饲喂 9 μg/kg

剂量的 ZEN，在其 1 岁时，发现公猪的精液浓度明

显减低，而且睾丸发生萎缩。对于母仔猪则导致卵

母细胞不能正常成熟，发现染色体出现异常现象。

DON引起猪呕吐，血尿，内出血，免疫反应被抑制。

其他毒素方面如赭曲霉素的污染范围较广，几乎可

污染玉米、小麦等所有谷物，而且从样品检测来看，

污染赭曲霉素的急性毒性较强，具有致畸性。给畜

禽饲喂含赭曲霉毒素含量 1 mg/kg的饲料 1个月可

引起腹泻、厌食和脱水，出现生长迟缓的现象，饲料

利用率低，剖检多见肾苍白、坚硬，即橡皮肾；致死

原因是肝、肾的坏死性病变。影响畜禽的生产性能，

危害正常的生长繁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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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脱霉剂的种类及作用机制

饲料脱霉剂种类分为生物转化型、酶解型及吸

附型。蒙脱石是目前最常用的粘土类饲料脱霉剂。

脱霉剂可与真菌胞浆膜上的固醇结合，改变浆膜结

构的通透性，使胞浆内容物渗出，从而抑制真菌生

长。纳米级颗粒具有极强的层间离子交换定位吸附

能力，可定向吸附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霉烯酮、增生

镰孢霉等霉菌毒素，并采用双重阻断加工工艺，将

其固定、包被而失去致病能力，随肠蠕动排出体外。

脱霉剂内的益生菌代谢产物能改善微循环，稳定溶

酶体膜，减少组织胺的释放和组织炎性渗出，修复

并提高动物机体的免疫机能，增强动物免疫力及对

营养物质的吸收，促进新陈代谢，解除霉菌毒素引

起的免疫抑制，从而达到降解毒素的作用。

3 脱霉剂发展的现状

饲用脱霉剂，又称霉菌毒素脱毒剂或霉菌毒素

吸附剂。国外对脱霉剂的研究和使用较早，但直到

20世纪 90年代，进口脱霉剂才陆续进入我国市场。

中国饲料及养殖业对脱霉剂的认识和接受相对较

晚，没有相应的国家检测标准，因此使用效果悬殊。

因 2003、2004 年玉米等谷物霉菌含量超标导致养

殖业疫病频发，霉菌毒素的危害及添加脱霉剂的必

要性才为养殖户和饲料企业所认可。2008年，脱霉

剂作为一种新型添加剂在我国正式允许使用。在近

10年中，中国脱霉剂市场需求急剧增加。养猪业更

是一个大的消费群体。目前市场上的脱霉产品多侧

重于防霉解霉，既能吸附霉菌毒素又能同时解除霉

菌毒素、血液内毒素以及抗生素毒副作用的脱霉产

品较少。一般来说，进口的脱霉剂效果比较好，但价

格昂贵，国产品牌近年来发展迅速。脱霉剂不但要

通过测定吸附率来估计其吸附力，而且要通过脱霉

剂对原料营养的吸附力进行判断。脱霉剂未来的发

展将由单一性向复合性产品发展，复合性产品主要

由海藻酸钠、灭活酵母、硅藻土、斑脱土、枯草芽孢

图 1 饲料霉变造成的小猪拉稀

图 2 玉米霉变引起二元母猪阴户红肿

图 3 玉米霉变造成的小猪消瘦、阴户红肿

图 4 饲料霉变引起母猪流产、死胎、木乃伊

图 5 饲料霉变引发的种公猪精液浓度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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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使用时的注意事项

1）麸皮。麸皮属于高磷低钙的饲料，比例约为 4∶1，在治疗软骨病时应当停喂麸皮。

2）食盐。治疗肾病时，停喂食盐。

3）磺胺类药物。应用含硫药物如硫酸钙、硫酸钠等时，应停喂磺胺类药物。

4）大豆。大豆内含较多的钙、镁等元素，可与四环素、土霉素、强力霉素等结合成不溶于水、难吸收

的络合物，在用四环素族药物时，应停喂豆类及饼粕类饲料。

5）棉籽饼。棉籽饼影响维生素 A的吸收利用，在防维生素 A缺乏时，应停喂棉籽饼。

6）血粉。血粉蛋白质含量较高，一般为 80%左右，应用中药生地、熟地、何首乌、半夏等时，应停喂

血粉。

7）钙质饲料。在用四环素族时，停喂石灰、骨粉、贝壳粉、蛋壳粉等。

8）麦芽。使用催乳药物时，停喂麦芽、因麦芽有回乳作用。

9）高粱。因鞣酸可使碳酸氢钠分解，降低药效。使用碳酸氢钠防治猪只疾病时，应停喂高粱等含鞣

酸较多的饲料。

来源：山西农民报

杆菌等原料组成。采用生物降解技术，不仅能有效

防控霉菌毒素对猪群的危害，最有效的手段是脱霉

的同时可以解毒，而且更侧重于解毒，即解除霉菌

毒素已经对猪群造成的毒害。目前，防控霉菌及霉

菌毒素危害最关键的措施便是做好饲料的防霉和

脱霉两个重要环节。许多中大型规模化养猪场已经

深刻意识到霉菌毒素的危害性以及在饲料中长期

添加脱霉剂的必要性。

4 如何正确选择与使用脱霉剂

当前养殖业饲料霉菌毒素污染日益严重，脱霉

剂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养殖场作为常规添加剂来

使用。市场上脱霉剂产品参差不齐，迄今已有数十

家国有品牌和十几家国外品牌在竞争。正确认识霉

菌毒素的危害是控制霉菌毒素的前提条件，选择正

确的霉菌毒素吸附剂是控制霉菌毒素的根本保证。

预防和控制霉菌毒素的措施中防霉是关键，但饲料

中霉菌毒素的检测不是每个环节能做到的。那么，

该怎样摆脱饲料中产生的毒素呢？因此，防霉的另

一有效的措施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是在饲料中添加

生物脱霉剂。选择脱霉剂原则上选择吸附毒素能力

强，吸附表面积范围广、高效、价格低廉、而又不能

破坏饲料营养的产品。

如何正确选择使用脱霉剂？选择有研发产品和

科研生产能力的大公司的产品。这些大公司具备先

进、科学检测霉菌毒素的实验室检测能力。弄清产

品的成分及作用原理、根据监测的饲料霉菌毒素污

染水平和猪敏感性确定用量。目前，国际上最先进

的控制方法为应用生物技术手段，即应用生物分解

法于毒素被吸收前，在动物胃中快速分解各种霉菌

毒素。霉菌毒素给养猪业造成的损失是不容忽视

的，应该做好这方面的检测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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