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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将鸽粪加工成安全的生态饲料,试验采用微生物生态制剂(含有酵母菌、芽孢杆菌、乳酸菌等)发酵

鸽粪;并用发酵鸽粪饲喂育肥猪,探讨发酵鸽粪的利用价值。结果显示:鸽粪发酵后粗蛋白含量提高了0.49%、

粗脂肪含量降低了2.34%、水分含量降低了13.20%;而且,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高温可杀死鸽粪中的寄生虫和

病原微生物。采用发酵鸽粪饲喂的试验组育肥猪的料肉比和每增重1kg的成本均低于对照组,通过经济效益

核算并与对照组进行利润比较分析,发现发酵鸽粪的最佳添加量应为12%。试验表明,在育肥猪日粮中添加适量

的发酵鸽粪,是完全可行的,既节省了饲料原料、降低了饲料成本,又不影响猪的生长,且可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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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养鸽业发展迅速,鸽粪的排量也就相对

增加,如何处理鸽粪是广大养鸽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有资料显示,因鸽的肠子短,食物在其肠道中消化吸

收时间短,鸽饲料养分的60.0%以上都通过肠道直

接排出体外。鸽粪含粗蛋白21.8%~28.0%,总氨

基酸含量约为8.0%,所以鸽粪具有较高的营养价

值,并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价值,可以再生为饲料,
进而可节约粮食、降低养殖成本、减少环境污染。近

年来,猪价上涨的原因之一就是饲料成本较高,如果

将鸽粪进行合理处理后做成育肥猪的饲料,在降低

猪饲料成本的同时也能减轻鸽粪对环境造成的污

染。我国200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包括食品、食品相关

产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

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

定。然而,常规技术处理后的鸽粪存在病原菌多、
有异味等缺陷,因此,如何消除鸽粪的异味、改善

适口性、提高饲养效果,成为当今需要研究的课

题。为此,试验采用微生物生态制剂发酵鸽粪,以
探索将鸽粪加工为安全饲料、提高其饲用价值的

途径。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地点选在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某商品

猪场。

1.2 试验材料

微生物生态制剂,主要含乳酸菌、芽孢杆菌、酵
母菌等;试验试剂,主要有盐酸、硼酸、氢氧化钠、乙
醚、浓硫酸、五水硫酸铜等;试验器材,主要有烘干

箱、天平、铲子、粉碎机、分样筛、分析天平、电热恒温

箱、高温炉、消煮器、抽滤装置、粗脂肪测定仪等。

1.3 试验方法

1)试验分组。选择体重(40±1)kg的健康育

肥猪20头,随机分为试验A组、试验B组、试验C
组和对照组4组,每组5头。预试期7d,正试期

15d。

2)鸽粪的收集与处理。在成都市温江区某鸽场

收集鸽粪。把收集的鲜鸽粪中的鸽饲料及其他杂质

剔除干净,然后用烘干机进行干燥,干燥后进行粉

碎、装袋、化验处理。

3)鸽粪发酵前后营养成分的测定。粗蛋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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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氏常量定氮法测定;粗脂肪采用粗脂肪测定仪测

定;水分采用直接干燥法测定。

4)鸽粪发酵处理。将收集的鸽粪添加20%的

玉米面、40%~50%的水,然后与微生物生态制剂混

合均匀,覆盖编织袋以保温、保湿。

5)育肥猪的饲养管理。日粮组成:试验 A组,
基础 料92%、发 酵 鸽 粪8%;试 验 B 组,基 础 料

88%、发酵鸽粪12%;试验C组,基础料85%、发酵

鸽粪15%;对照组,基础料100%。试验猪均采用人

工投料的方式进行饲喂,每天饲喂2次,猪只自由饮

水,同舍饲养,每天早、晚分别将圈舍清扫、消毒1
次,认真观察猪群状况并作好记录,如出现异常及时

进行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鸽粪发酵前营养成分的测定

鸽粪发酵前粗蛋白含量、粗脂肪含量和水分含

量的测定结果分别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由表1、表2和表3可知,鸽粪发酵前粗蛋白含

量为25.33%、粗脂肪含量为7.19%、水分含量为

71.10%。

2.2 鸽粪发酵后营养成分及细菌数的测定

鸽粪发酵后粗蛋白含量、粗脂肪含量、水分含量和

细菌数的测定结果分别如表4、表5、表6和表7所示。
表1 鸽粪发酵前粗蛋白含量的测定

样品 质量/g
盐酸标准浓度/
(mol/L)

滴定空白
体积/mL

滴定试样
体积/mL

分析液
体积/mL

分析液蒸
馏用体积/mL

粗蛋白
含量/%

1 1.2171 0.015 0 26.35 100 10 28.48
2 1.2314 0.015 0 22.68 100 10 24.17

平均 25.33

表2 鸽粪发酵前粗脂肪含量的测定

样品 滤纸加称量瓶/g 提取前样品包加称量瓶/g 提取后样品包加称量瓶/g 粗脂肪含量/%
1 1.4217 2.1374 1.6976 6.15
2 1.4217 2.3362 1.5824 8.23

平均 7.19

表3 鸽粪发酵前水分含量的测定

样品 烘干前样品及称样皿重/g 烘干后样品及称样皿重/g 恒重的称样皿重/g 水分含量/%
1 26.6595 22.7261 21.5248 76.6
2 27.1348 23.4532 21.5248 65.6

平均 71.1

表4 鸽粪发酵后粗蛋白含量的测定

样品 质量/g
盐酸标准浓度/
(mol/L)

滴定空白
体积/mL

滴定试样
体积/mL

分析液
体积/mL

分析液蒸
馏用体积/mL

粗蛋白
含量/%

1 1.4386 0.015 0 27.16 100 10 24.78
2 1.2640 0.015 0 25.86 100 10 26.85

平均 25.82

表5 鸽粪发酵后粗脂肪含量的测定

样品 滤纸加称量瓶/g 提取前样品包加称量瓶/g 提取后样品包加称量瓶/g 粗脂肪含量/%
1 1.3376 2.3367 1.8233 5.14
2 1.3376 2.1428 1.7761 4.55

平均 4.85

表6 鸽粪发酵后水分含量的测定

样品 烘干前样品及称样皿重/g 烘干后样品及称样皿重/g 恒重的称样皿重/g 水分含量/%
1 3.7768 1.6060 0 57.5
2 3.3670 1.4049 0 58.3

平均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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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鸽粪发酵后细菌的检测

细菌种类 细菌总数

沙门氏菌 0
大肠杆菌 0

  由表4、表5和表6可知,鸽粪发酵后粗蛋白含

量为25.82%、粗脂肪含量为4.85%、水分含量为

57.90%。由表7可知,鸽粪经发酵后,沙门氏菌和

大肠杆菌均已不存在。

2.3 饲喂效果

整个试验期各组育肥猪的耗料、增重等基本情

况详见表8。
由表8可知,各试验组猪只的料肉比均低于对

照组,其中试验B组的料肉比最低。

2.4 效益分析

将各试验组与对照组进行经济效益比较分析,

结果见表9。

由表9可知,各试验组猪只每增重1kg的成本

均比对照组低,其中试验B组获利最高。表明用发

酵鸽粪饲喂育肥猪时,最佳添加量应为12%。
表8 各组育肥猪的耗料、增重等统计

组别 头数 头均始重/kg 头均末重/kg 头均增重/kg 发酵鸽粪占日粮比/% 耗料量/kg 料肉比

试验A组 5 45.8 81.8 36.0 8 476.87 2.649∶1
试验B组 5 46.2 88.7 42.5 12 440.58 2.073∶1
试验C组 5 44.4 79.9 35.5 15 456.13 2.570∶1
对照组 5 45.0 81.5 36.5 0 518.33 2.840∶1

 注:耗料量是指基础料的消耗,不包括发酵鸽粪;料肉比是指基础料与猪只增重之比。

表9 各组育肥猪的经济效益比较

组别 总增重/kg 销售收入/元 基础料成本/元 发酵鸽粪成本/元 每增重1kg的成本/元 利润/元

试验A组 180.0 2160 1525.984 15.260 8.56 618.756
试验B组 212.5 2550 1409.856 21.148 6.73 1118.996
试验C组 177.5 2130 1459.616 27.368 8.38 643.016
对照组 182.5 2190 1658.656 0.000 9.09 531.344

 注:按照当时物价,生猪市场收购价为12.0元/kg,基础料价格为3.2元/kg,发酵鸽粪作饲料用价格为0.4元/kg。

3 讨 论

由试验结果可知,用生物发酵技术处理鸽粪后,
鸽粪粗蛋白含量提高了0.49%、粗脂肪含量降低了

2.34%、水分含量降低了13.20%;而且,在发酵过

程中产生的高温可杀死鸽粪中的寄生虫和病原微生

物。用发酵鸽粪饲喂育肥猪,发现各试验组猪只的

料肉比和每增重1kg的成本均低于对照组;通过经

济效益核算并与对照组进行利润比较分析,发现试

验B组获利最高,说明用发酵鸽粪饲喂育肥猪时,
最佳添加量应为12%。本试验结果足以证明在育

肥猪饲料中添加适量的发酵鸽粪,是完全可行的,既
节省了饲料原料、降低了饲料成本,又不影响猪的生

长,可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从本试验结果还可以

看出,发酵鸽粪中的粗蛋白含量高于20%,故可归

为蛋白质饲料。

鸽粪生物发酵是一种资源再生的循环经济模

式,可有效节省饲料成本投入,提高养猪经济效益和

生态效益;而且,及时全面清理鸽粪,有利于鸽场环

境的改善。目前饲料成本较高,鸽粪生物发酵能为

养猪生产提供部分精料替代品,可降低饲料成本。
我们坚信,通过对鸽粪生物发酵生产工艺的进一步

优化,不断扩大发酵料的试验应用范围,将对养鸽业

和养猪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我们还

可大胆预测,一旦工艺设计完善、形成质量稳定的生

态饲料产品,通过组建创业团队进行市场化运作,将
获得更大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另外,鸽粪含有

大量未被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作为再生饲料喂猪

可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但对肉质有无影响,目前尚

未作测定、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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