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5年第 1期

母猪是一个猪场的核心驱动力，故母猪的饲养

管理是每一个能繁猪场应关注的重点，而哺乳母猪

的饲养管理则是重中之重。哺乳母猪的营养摄入不

但要满足仔猪生长的营养需要，同时还要保持母猪

机体营养均衡，为备孕下一胎打基础。国内外的各

项研究表明，增加哺乳母猪基础日粮中的蛋白含

量、第一限制氨基酸———赖氨酸以及一些维生素、

矿物质的含量等，可以提高母猪泌乳量、减少母猪

失重、提高繁殖性能，同时也可提高仔猪生长性能。

有研究表明母猪产后 0~6 d，平均采食量仅为 3.21

kg，体内蛋白损失 45%，赖氨酸的负平衡多集中在

产后第 1周，提倡泌乳期采用阶段饲养的方式来满

足母猪对赖氨酸的需要。然而，在实际的生产过程

中，养殖场往往因为更换饲料比较麻烦而选择只饲

喂一种哺乳母猪料，这便无法实现饲料蛋白与赖氨

酸及其他营养物质的供需平衡，导致母猪出现营养

缺乏性奶水不足、仔猪营养性腹泻、增重缓慢、母猪

失重较大、断奶后发情间隔期延长等状况，因此需

要在基础饲料中添加营养补充剂来纠正能量、蛋白

质、氨基酸及其他营养物质的负平衡。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泌乳精（营养补充剂）由武汉华扬动物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其蛋白质、氨基酸（其中每 100 g

含赖氨酸 15 g，其他氨基酸按照泌乳母猪理想蛋白

质比例配比）、矿物质和维生素含量见表 1。

1.2 试验设计及日粮组成

试验组与对照组均饲喂基础日粮，试验组在产

后 2～7 d 投喂泌乳精（营养补充剂）200 g/d，分 2

次投喂。基础日粮组成见表 2，预混料为每千克饲料

提供的微量元素成分及含量见附注。

1.3 试验动物

选取某猪场信息完善、编号准确、体质量和分

娩日期接近、健康的第 2~3胎泌乳母猪 30头，随机

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15个重复，每个重复 1

头母猪，妊娠期的饲料及饲养方式完全一致，产前 7

d转入消毒过的分娩舍，开始饲喂哺乳母猪基础日

粮，母猪分娩后第 2~7 天，投喂泌乳精（营养补充

剂）200 g/d，分 2次投喂。

母猪泌乳期补充泌乳精（营养补充剂）
对其生产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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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母猪产后第 1周添加泌乳母猪营养补充剂———泌乳精（由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比而

成），研究其对母猪生产性能的影响。选择健康、体质量和分娩日期相近的 2~3胎经产母猪 30头，随机分为 2个

处理组，在相同的饲养管理条件下，对照组饲喂基础日粮，试验组在饲喂基础日粮的基础之上在产后 2~7 d添加

泌乳精 200 g/d（分 2次投喂），母猪自由采食。结果表明，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哺乳母猪 7 d内失重显著降低

（ <0.05）、断奶后母猪发情间隔显著缩短（ <0.05）、仔猪平均日增重及断奶仔猪成活率显著提高（ <0.05）。母猪平均

日采食量及仔猪腹泻率均有一定改善，但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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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 含量

维生素 A ≥4 500 IU

维生素 B1 ≥1.6 mg

维生素 B2 ≥3.0 mg

维生素 B6 ≥3.6 mg

维生素 B12 ≥17.0μg

维生素 C ≥1.0 g

维生素 D3 ≥500 IU

维生素 E ≥70 IU

维生素 K3 ≥0.4 mg

叶酸 ≥0.8 mg

烟酰胺 ≥20.0 mg

泛酸 ≥20.0 mg

水分 ≤10%

表 1 泌乳精维生素成分分析保证值（每 100 g中的含量）

1）预混料为每千克饲料提供：Cu：8 mg；Fe：70.0 mg；Zn：90.0

mg；Mn：20.0 mg；Se：0.2 mg；I2：0.3 mg；Ca：6.0 g；P：4.0 g；VA：4 000

IU；VE：40 mg；VD3：2 160 IU；VK3：1.7 mg；VB1：2.0 mg；VB2：5.0 mg；

VB6：1.8 mg；VB12：0.02 mg；烟酸：20.0 mg；- 泛酸钙：10.0 mg；叶

酸：1.0 mg；生物素：0.08 mg。

1.4 基础饲养管理

妊娠母猪产前 7 d，经严格检查后转入产房，专

人负责饲喂，做好产前消毒及接产工作，保证新生

仔猪尽早吃上初乳，按猪场制定的免疫程序对仔猪

进行常规免疫。

1.5 数据收集

试验期间测定母猪产后第 1 天和第 7 天空腹

体质量，记录每日采食量，称量仔猪出生窝重，计算

日增重，记录仔猪发病、死亡等情况，观察并记录仔

猪腹泻情况，断奶后统计仔猪成活率及断奶后母猪

发情间隔时间等。

2 结果与分析

试验结果（表 3）显示，饲喂泌乳精（母猪营养补

充剂）的试验组仔猪生产性能整体提高，表现为仔

猪日增重为（210.6±10.6）g，比对照组提高了 13.8%

左右（ <0.05）；断奶仔猪成活率为 97%左右，比对照

组提高 5%左右（ <0.05）。7日龄内仔猪累计腹泻率

为 15%，比对照组低 22%，有降低的趋势，但差异不

显著。由此可见，在相同哺乳母猪日粮基础上添加

泌乳精，补充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可明显提

高母猪的哺育性能。

同时，试验组母猪 7 d 内失重比对照组降低

14.98%（ <0.05），断奶后发情间隔期比对照组缩短

2.6 d（ <0.05），平均日采食量有提高趋势，但差异

不显著。

3 讨 论

影响母猪生产性能的因素很多，如品种、胎次、

养殖环境、遗传、营养水平等，经过多年的研究，遗

传的选择和先进的管理技术已经培育出窝产仔数

多和泌乳量高的现代母猪，它们对营养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特别是氨基酸的需要量。

本试验结果证明，在体况、胎次、养殖环境相近

的基础上，增加母猪泌乳期蛋白质和氨基酸的摄入

量，可以改善母猪的哺育性能。对照组数据显示母

猪在产后 1周内，采食量平均为 3.3 kg，依据第十版

猪营养需要量表（NRC，1998）中的比例计算，3.3 kg

泌乳母猪日粮仅能提供粗蛋白 633.6 g，赖氨酸 29.7

g。而根据 NRC（1998）的推荐，泌乳母猪产后 1周需

要赖氨酸总量为 58.2 g/d，故赖氨酸在产后第 1周

原料 比例 /%

玉米 66

豆粕 25

麸皮 5

预混料 1） 4

表 2 哺乳母猪基础日粮组成

测定指标 对照组 试验组

母猪数目 15 15

窝仔猪个数 10.30±0.98 11.10±0.54

平均日采食量 /kg 3.27±0.64 3.55±0.28

母猪 7 d内失重 /kg 10.08±0.45* 8.47±0.39

7 d内仔猪累积腹泻率 /% 37 15

仔猪平均日增重 /g 185.10±8.4 210.60±10.6*

断奶仔猪成活率 /% 92.20±0.63 97.10±0.89*

断奶后发情间隔 /d 9.70±0.36* 5.10±0.29

1）“*”代表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0.05）。

表 3 不同处理对母猪和哺乳仔猪生长性能的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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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天缺乏 28.5 g。研究显示，可通过提高母猪哺

乳期蛋白质和赖氨酸的日摄入量来增加母猪蛋白

质和赖氨酸的日摄入量。

试验结果表明，母猪产后 2～7 d补充泌乳精

（营养补充剂），仔猪平均日增重及断奶仔猪成活率得

到了显著改善。

母猪的哺乳期失重与采食量和摄入的营养物

质高度正相关，然而实际生产中，母猪产后采食量

均有大幅度下降，严重缺乏泌乳所需的营养物质，

就会动员机体组织营养来维持泌乳量，必然引起母

猪失重增加，断奶后恢复时间延长，使发情时间推

后。试验结果表明，母猪产后 2～7 d饲喂泌乳精可

降低母猪失重 14.98%（ <0.05），同时缩短了母猪断

奶至发情的间隔期约 2.6 d（ <0.05）。增加饲料中赖

氨酸含量可减少母猪体质量损失，缩短断奶发情间

隔期。同时试验结果还表明，母猪产后 2~7 d饲喂

泌乳精对泌乳期母猪采食量没有影响。

4 小 结

母猪泌乳期在基础日粮的基础上补充泌乳精

（营养补充剂）可显著提高仔猪断奶成活率及平均日

增重（ <0.05）；可显著降低母猪产后失重（ <0.05），同

时缩短母猪产后发情间隔时间 2.6 d（ <0.05）。添加

泌乳精有改善仔猪腹泻的趋势，但差异不显著，但对

哺乳母猪的采食量没有影响。

因此，该试验证明泌乳期补充泌乳精提高了母

猪机体所需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及矿物质等营

养物质的摄入量，在生产实践中对母猪繁殖性能提

高有促进作用，对预防母猪产后失重和提高仔猪成

活率具有很好的使用效果。

溶菌酶
———先天性免疫系统中的重要防御物质

田 丹 杨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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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母乳喂养婴儿有许多好处，

例如对婴儿总体健康、生长、发育以及对大量急性

慢性疾病的防护均有益处。特异性和非特异性防御

因子均可介导疾病防护作用，其中抗菌蛋白溶菌酶

是人乳中一种重要的非特异性免疫成分。溶菌酶是

1，4-β-乙酰胞壁质酶，可裂解细菌细胞壁肽聚糖

的糖苷键，导致细菌细胞膜完整性受损，菌体溶解，

是一种天然的抗菌物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

生组织和许多国家，如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

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和英

国均认为溶菌酶没有毒性，并批准在某些食品、药

物和治疗中使用溶菌酶，据估测，每年有 100 t溶菌

酶用于上述用途。在新鲜蔬菜、鱼、肉、水果、虾以及

其他海产品的表面用溶菌酶进行包被可以防腐。在

绿色健康养殖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溶菌酶以

其天然绿色的抗菌特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摘要 先天性免疫系统被认为是机体的第一道防线，能抵抗多数病原菌。溶菌酶在生物体内普遍存在，其水

平或活性是先天性免疫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溶菌酶存在于黏液、淋巴组织、血浆等体液中，也在多种组织中表达，

可溶解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细胞，本质上具有调理作用，能激活补体系统和吞噬细胞。随性别、年龄、季节、环

境及疾病感染、压力程度的不同，溶菌酶活性也不同。本文综述了溶菌酶在先天性免疫系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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