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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饲料是发展养鸡生产的物质基础，肉用仔鸡生长迅速，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较多，要求每千克饲料中

含有较高的能量、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为用较少的饲料获得较快的生长速度，往往需要应用油脂、鱼粉等能量、蛋

白质含量高的饲料。了解和掌握各种饲料的性质、营养价值，不同饲料配方的对比，其组成中所含营养物质是否

适用肉用仔鸡，再配合肉用仔鸡日粮合理利用饲料资源，以便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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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肉用仔鸡的饲粮组成

肉用仔鸡增重速度快，必须供给高能蛋白饲粮，

方能充分发挥其潜在产肉性能。为此，肉用仔鸡的饲

粮组成中，高能谷物饲料如玉米等应占较高比例，必

要时可附加油脂以提高饲粮能量水平；而低能饲料如

糠麸等所占饲粮的比例要相应降低。其次，饲粮组成

中蛋白质饲料尤其是动物性蛋白质饲料应占较高比

例，必要时要添加合成氨基酸（蛋氨酸、赖氨酸等）。

2 谷实类饲料

谷实类是提供家禽能量的最主要饲料，常用的

原材料有玉米、大麦、高粱、燕麦、小麦、黑麦、稻谷

等。谷实类饲料的干物质消化率高，为 70%～90%；

无氮浸出物含量高，为 70%～80%；纤维素含量低，

为 3%～8%；粗脂肪 2%～5%；粗灰分 1.5%～4%。

谷实类中蛋白质含量低且品质较差，粗蛋白含量一

般为 8%～14%，赖氨酸，蛋氨酸和色氨酸等必需氨

基酸含量少。钙含量低于 0.1%。通常这类饲料缺乏

VA和 VD，但富含 B族维生素和 VE。

1）玉米。玉米是养鸡业中最主要饲料之一。在

鸡日粮中玉米占 50%～70%。由于玉米缺乏赖氨酸、

色氨酸及蛋氨酸等必需氨基酸，所以当玉米用量过

大时，应适当补充必需氨需酸，玉米应整粒储存，且

水分控制在 14%以下，粉碎的玉米易吸水结块，发

热和被霉菌污染，要现配现用。

2）高粱。去皮高粱的营养价值和成分均与玉米

相似。蛋白质含量因高粱品种不同差别很大，低的

为 8%，高的为 16%，平均为 10%；精氨酸、蛋氨酸的

含量略低于玉米，色氨酸和苏氨酸的含量略高于玉

米。高粱中钙多，磷多。B族维生素与玉米相似，烟酸

含量较多但利用率低。高粱中不含有叶酸，胡萝卜

素也少，要定期补充 VA。

3）小麦、大麦、燕麦。小麦的蛋白质含量高于其

他谷实类，氨基酸比例也比其他完善。小麦的粗纤

维含量较高，而粗脂肪含量较低，小麦的 B族维生

素含量丰富，不含胡萝卜素。大麦纤维含量高，粗蛋

白含量高，脂肪量不及玉米的一半，维生素也较少，

有难以消化的戊聚糖，因而喂养效果较差，喂量过

多易引起肠道疾病。燕麦和大麦相似，镁丰富，缺乏

烟酸，喂鸡可防止肛门周围羽毛粘结现象。

4）稻谷和糙大米。稻谷去壳后为糙大米，其营

养价值与玉米相似，在日粮中完全可以替代玉米，

但其价格较高，一般用的较少。

3 糠麸类饲料

1）小麦麸。小麦磨面加工制成后的副产品。由

小麦籽实的种皮，糊粉层和少量的胚，胚乳混合而

成。粗纤维含量较高，粗蛋白含量为 12%～19%，并

且质量高于麦粒，赖氨酸等必需氨基酸含量较高，

但蛋氨酸较缺乏。B族维生素含量较高，口感好，易

吸水，大量使用会便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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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米糠。米糠是糙米精加工时分离出的种皮、

糊粉层和胚 3种物质的混合物。粗蛋白的含量较

高，13%左右，高于大米、玉米、小麦。粗脂肪中不饱

和脂肪酸含量较高，易氧化，不易储存。

4 植物性蛋白类饲料

1）豆科籽实。豆科籽实有机物中蛋白质含量较

谷实类高，还含有大量豆油，所以能量远远超过谷

实类最高的玉米。蛋白质品质优良，尤其赖氨酸含

量较高，矿物质与维生素含量与谷实类相似。

2）棉籽饼。蛋白质含量一般，仅次于豆饼。是重

要的蛋白质来源，但有效能源值较低。

3）菜籽饼。粗蛋白含量在 33%～39%，低于豆饼，

且蛋白质的消化率也低；粗纤维含量高，12%左右；无

氮浸出物含量为 30%，有机物消化率约 70%。钙磷含

量适宜，所含 B族维生素除泛酸外，其他均高于豆饼。

5 动物性蛋白类饲料

1）鱼粉。最佳蛋白质饲料，其蛋白质含量与必

需氨基酸较全面，比例平衡。鱼粉中含有大量 B族

维生素及部分脂溶性维生素，钙磷不但富足，磷还

是有效磷。还含有促进生长的未知因子。

2）肉骨粉。一般粗蛋白含量 45%～60%，水分

含量 5%～10%，粗脂肪 3%～10%等。蛋白质中赖氨

酸含量高，缺乏蛋氨酸和色氨酸。

3）血粉、羽毛粉、蚕蛹粉。其含量相似，蛋白含

量均较高，可在日常饲粮中搭配使用。

饲料的配制与供给有重要作用，在养殖中考虑

不同时期的生理阶段所需的营养物质，尽可能给生

产带来效益。

摘要 本文主要对猪附红细胞体病的病原、流行病学特点、临床症状及诊断和防治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旨

在为养猪生产中该病的有效防治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 猪；附红细胞体病；症状；诊断；防治

猪附红细胞体病的防治

汲全柱

辽宁省畜产品安全监察所，沈阳 110003

收稿日期：2016-03-10

汲全柱，男，1977年生，高级兽医师。

猪附红细胞体病也称为猪嗜血支原体病，由寄

生于猪红细胞或血浆里的附红体所引起。其典型特征

表现为急性、黄疸、贫血和发热[1]，严重时可死亡。

1 病原体

猪附红细胞体曾被作为原虫或类边虫而加以

描述。后被列入立克次体目、乏质体科、附红细胞体

属。但是也有人认为应属于柔膜体纲，支原体属。附

红体形态多样，一般呈环形，也有球状、杆状、逗点

状等几种形态。一般单个、几个或者多个寄生在红

细胞的中央或边缘，用吉姆萨染液进行血液涂片染

色呈淡红色或者淡紫红色。附红细胞体对干燥和化

学药剂比较敏感，一般常用浓度的消毒剂即可杀灭

病原。但是对低温的抵抗力较强。

2 流行病学

该病一般发生于夏季，而冬季发病较少。目前

研究还没有弄清楚该病的传播途径。但是根据发病

的季节来看，虱和疥螨等节肢动物可能是此病的传

播媒介。也有人利用螫蝇成功感染绵羊。此外，附红

体病还可通过胎盘和交配进行传播。

3 临床症状

任何日龄的猪均可发病，而以仔猪、怀孕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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