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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50份鸭茅的初花期营养成分与分蘖期和初花期形态学指标的相关性。结果显示:鸭茅粗蛋白

与旗叶长呈显著正相关(P<0.05),相关系数为0.334,与旗叶宽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为0.385;

粗脂肪与旗叶长呈显著正相关(P<0.05),相关系数为0.300;中性洗涤纤维与旗叶长和旗叶宽均呈极显著负相

关(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442和-0.419;酸性洗涤纤维与旗叶长和旗叶宽均呈极显著负相关

(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513和-0.407。说明在鸭茅资源选育的过程中,可以重点选择旗叶长而宽的

资源培育,能达到营养价值较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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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茅又名鸡脚草、果园草,原产于欧洲、北非及

亚洲的温带地区,现已遍及世界温带地区,是一种高

产、优质的牧草。我国新疆、四川、云南等地有野生

分布,在西南、西北地区均广泛栽培,并在湖北、湖
南、云南、江西、浙江、四川、江苏、河南、陕西、山西、
内蒙古、吉林、青海、甘肃、新疆等省区有较大面积栽

培。我国野生鸭茅资源有二倍体和四倍体同时存

在[1]。张新全等[2]、钟声等[3]对二倍体和四倍体鸭

茅的生物学特性和农艺性状进行了初步研究,表明

这2种鸭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四倍体开发利用潜

力比二倍体大。彭燕等[4]研究表明,鸭茅资源形态

学差异较大。另外,高杨等[5]研究表明,不同的鸭茅

资源,营养价值也有较大的差异。目前鸭茅形态学

指标和营养成分的相关性研究未见报道,本研究以

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资源圃中种植的50份

鸭茅作为试验材料,观测鸭茅分蘖期和初花期的形

态学指标,并测定其初花期营养成分,使用 Minitab
16软件进行形态学指标与营养成分间的相关性分

析,为初步筛选优良种质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地点

试验地设在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试验牧

场。该地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郊46km的小哨,土
壤类型为红壤土,pH 值6.5,有机质0.84%,全氮

0.16%,全磷0.03%,全钾0.12%。小哨年均气温

13.4℃,年均降雨量990mm,其中雨季(6-11月

份)降雨占全年降雨总量的88%,年无霜期301d。

1.2 供试材料

供试的50份鸭茅来源于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

研究院草地研究所。

1.3 试验方法

供试鸭茅2010年在育苗盘中单株育苗,育苗过

程中测定分蘖期的相关数据;2010年雨季来临(育
苗结束)时,移栽到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牧草

资源圃5m×2m的小区内,平时进行形态学指标

的观测;2012年鸭茅进入初花期时,在每个小区内

随机采样大约500g,送云南省草地动物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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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营养分析实验室测定营养价值。

1.4 测定项目及其方法

用卷尺测量长度,用游标卡尺测量叶片的宽度,
每个测量指标进行10个重复,取其平均值。花序形

状采用目测法,相对紧凑直立的花序占较大比例记

为1,相对松散的花序占较大比例记为2。
鸭茅营养价值测定参照《饲料分析及饲料质量检

测技术》[6]。以下各项目均重复测定3次,求平均值。
初水分含量:新鲜样品在60~65℃恒温干燥箱

中烘8~12h,除去部分水分,然后回潮使其与周围

环境条件下的空气湿度保持平衡,在这种条件下所

失去的水分称为初水分。
干物质(DM)含量:样品在(105±2)℃、一

个大气压条件下烘干至恒重,余下的重量所占的

百分比。
粗蛋白(CP)含量: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
粗脂肪(EE)含量:采用索式提取法测定。
中性洗涤纤维(NDF)含量和酸性洗涤纤维

(ADF)含量:采用VanSoest饲草分析方案测定。
粗灰分(Ash)含量:采用550℃高温直接灰化。
磷(P)含量:采用钼锑钪比色法测定。
钙(Ca)含量:采用等离子发射光谱法测定。

1.5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MicrosoftOfficeExcel2007对数据进行

处理,并用 Minitab16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50份鸭茅的营养成分与形态学指标相关性分

析结果见表1。

2.1 粗蛋白与形态学指标的相关性

从表1可以看出,鸭茅粗蛋白与旗叶长呈显著

正相关(P<0.05),相关系数为0.334;与旗叶宽呈

极显著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为0.385。说明

旗叶越长、越宽的鸭茅,粗蛋白含量越高。

2.2 粗脂肪与形态学指标的相关性

从表1可以看出,鸭茅粗脂肪与旗叶长呈显著

正相关(P<0.05),相关系数为0.300。说明旗叶越

长的鸭茅,粗脂肪含量越高。

2.3 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与形态学指标的

相关性

  从表1可以看出,鸭茅中性洗涤纤维与旗叶长

和旗叶宽均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相关系数

分别为-0.442和-0.419;酸性洗涤纤维与旗叶长

和旗叶宽均呈极显著负相关(P<0.01),相关系数

分别为-0.513和-0.407。说明旗叶长而宽的鸭

茅,纤维含量也高。

3 讨 论

3.1 粗蛋白与形态学指标的相关性

粗蛋白往往作为粗略判断饲草料是蛋白性或者

纤维性的第一指标,50份鸭茅的营养成分与形态学

指标相关性分析表明,旗叶越长、越宽的鸭茅,粗蛋

白含量越高,所以旗叶又长又宽的鸭茅资源,更有开

发利用的价值。

3.2 粗脂肪与形态学指标的相关性

粗脂肪是评价饲料脂肪含量的重要指标,50份

鸭茅的营养成分与形态学指标相关性分析表明,旗
叶越长的鸭茅,粗脂肪含量越高。

3.3 中性洗涤纤维、酸性洗涤纤维与形态学指标的

相关性

  中性洗涤纤维是对植物细胞壁或纤维成分的一

种测量指标。根据VanSoest饲草分析方案提出的

洗涤纤维分析方法所测得的 NDF主要包括纤维

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成分,即由不溶性的非淀粉

多糖和木质素所组成,能够准确地反映纤维的实际

含量[7]。酸性洗涤纤维是用酸性洗涤剂去除饲料中

的脂肪、淀粉、蛋白质、糖类等成分后,残留的不溶解

物质的总称,包括纤维素、木质素及少量的硅酸盐

等。50份鸭茅的营养成分与形态学指标相关性分

析表明,旗叶长而宽的鸭茅,纤维含量也高。
综上所述,鸭茅形态学指标中,旗叶的长和宽变

异系数都比较大;旗叶长而宽的鸭茅,粗蛋白含量和

粗脂肪含量都高,中性洗涤纤维含量和酸性洗涤纤

维含量都低。所以在育种的过程中,可以重点选择

旗叶长而宽的鸭茅资源培育,能达到营养价值高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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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所需微量元素及其补给方法

在养猪生产中,大家都已知道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对猪的重要作用,并在猪的日粮中注意鱼粉、血

粉、豆饼、棉饼、玉米、高粱、麸皮等的供给。但有的养殖户却忽视了营养物质———微量元素的供给,导致

猪只出现生长发育受阻和繁殖能力下降的现象。在猪生长发育和繁殖过程中,微量元素(如铁、铜、钴、
碘、锌、硒等)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将部分微量元素在猪生长发育和繁殖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及补给方法介绍如下。

1)铁。铁是血红蛋白、肌红蛋白和各种氧化酶的组成物之一。初生仔猪体内铁的储存量和母乳中

铁的含量都很少,哺乳期仔猪除了从母乳中获得铁以外,如果不能从其他途径获得铁,就很容易发生贫

血症。补充铁的方法是:挖取红色土壤的深层土撒在猪圈的一角,让仔猪自由舔食。无红土的地方可从

土壤深层挖出一些泥土,再加入铁、铜溶液(用2.5g硫酸亚铁和1.0g硫酸铜,溶于0.1L清水中),制

成蚕豆粒大的土块,晒干后放在食槽内,让仔猪自由舔食。

2)铜。铜对血红蛋白的形成起催化作用,并和骨骼的发育、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代谢有关,是猪机

体内各种酶的组成物和活化剂。如果猪只缺铜,在每千克饲料中添加1mg硫酸铜即可,喂多了易致猪

只发生中毒。

3)钴。钴是维生素B12的组成物。如果缺钴,会影响铁的代谢。猪对钴的需要量极少,饲料中加入

0.0015%的氯化钴或硫酸钴,就可促其生长发育。

4)锰。锰具有促进猪体内钙和磷的代谢、加速骨骼的形成等作用。解决猪缺锰的方法是:多喂些小

麦麸皮、燕麦和青绿饲料。冬、春季节青绿饲料缺乏时,可喂些含锰丰富的发芽饲料。

5)碘。猪体内缺乏碘时,主要表现为甲状腺肿胀、代谢机能降低、生长发育受阻、繁殖能力下降,严

重缺乏时还会造成死亡。妊娠母猪如果缺碘,易产死胎或无毛仔猪。防治方法:在母猪产仔前10d左

右,将含0.02%碘化钾的食盐按1.00%的比例加在母猪混合饲料中喂给。

6)锌。锌是构成碳酸水解酶的金属元素。碳酸水解酶起着催化体内碳酸合成和分解的作用。如果

饲料中缺锌,易导致猪只皮肤发炎、结痂、脱毛直至停止生长。发现此种症状时,可在20kg干混合饲料

中加入10g硫酸锌,喂7d后症状即可消失。

7)硒。仔猪缺硒时常发生白肌病。发生此病后,应立即改善饲养条件,并配合使用亚硒酸钠制剂进

行治疗。仔猪补充硒,应和维生素E同时使用,效果才好。

来源:中国饲料工业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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